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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谈落实

他山石

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栾川
刚刚摘掉贫困县帽子，迈出全面小康的关键一步，但
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仍然薄弱。栾川要按照市委全
会确定的路线图和任务书，结合实际，扭住重点，精
准发力，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栾川样板。

以巩固脱贫成效为重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认真落实“四不摘”要求，巩固脱贫成效，有效防止返
贫，确保全县剩余2个贫困村、1220户2846名贫困
群众如期脱贫。

以农民增收为导向发展壮大乡村产业。以发展
全域旅游、沟域经济为载体，完善提升“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种植养殖大户+小农户”发展模式，培育壮
大“奇境栾川”旅游品牌、“栾川印象”优质农产品品
牌、君山中药材加工品牌，促进农村群众增收致富。

以建设美丽乡村为抓手统筹城乡融合。坚持规
划引领，统筹推进“厕所革命”、垃圾收集、污水处理，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快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
升级和公共服务下乡，补齐发展短板，守好绿水青山。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抓
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权分置”等省级改革试点
工作，大力提升集体经济发展质量，确保年底前所有
村集体经济收入在5万元以上。

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提升乡村文明和治理
水平。深化“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高质量
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加强县委对农村党组织
书记的直接管理，不断建强乡村振兴的战斗堡垒。

下一步，栾川县将按照“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的要求，把乡村振兴作为“一把手”工程，坚持干部配
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公共服务“四个优先”，落实
领导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完善推进机制，努力把乡
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本报记者 白云飞

——访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

全力打造
乡村振兴的栾川样板

浙江“千万工程”
推动村容村貌发生巨变

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启动实施了“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

16年来，浙江省一以贯之地推动“千万工程”，
村容村貌发生巨大变化。目前，全省农村生活垃圾
集中处理建制村全覆盖，规划保留村生活污水治理
覆盖率100%，村庄净化、绿化、亮化、美化，造就了
万千生态宜居美丽乡村。2018 年 9 月，浙江“千万
工程”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浙江“千万工程”主要有以下经验：一是始终坚
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二
是始终坚持高位推动，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三是始
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四是始终坚持有序改善
民生福祉，先易后难；五是始终坚持系统治理，久久
为功；六是始终坚持真金白银投入，强化要素保障；
七是始终坚持强化政府引导作用，调动农民主体和
市场主体力量。 （东慧 整理）

舜帝庙村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初见成效

每日清晨，伊滨经开区寇店镇舜帝庙村3辆蓝
白相间的垃圾收集车准时“唱歌”，驶向村民居住区。

一听到歌声，村民纷纷走出家门，拿着村里专配
的垃圾箱，将自家生活垃圾分类投入垃圾收集车。
垃圾收集车分为两个部分，车辆左侧写着“会烂垃
圾”，右侧写着“不会烂垃圾”。

在挨家挨户收集完后，垃圾收集车回到该村垃
圾分类中心，中心管理员会再次进行分类，将“会烂
垃圾”放入化粪池，将“不会烂垃圾”按照玻璃、金属、
塑料、纸品、编织、泡沫等类别进行归类。

数据显示，该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以来，已
实现末端垃圾减量80%。同时，村民逐渐养成了不
乱扔垃圾的好习惯，不少儿童看到垃圾也会主动放
在垃圾桶里。

本报记者 李东慧

集中开展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
让农村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

打好乡村振兴

时值夏日，孟津县小浪底镇明达村，房前屋
后不见了垃圾，游园广场绿树成荫，道路沿线野
花怒放。不少村民说，过去村里是“村前村后、乱
堆乱放”，如今“全村是公园、处处是景点”。这些
改变，得益于该县全面开展“垃圾清零”行动。

近年，全市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总体上好于
城市，但也出现了大量垃圾围村、植被破坏、村容
村貌不整洁等问题，特别是污染“上山下乡”问题
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对此，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提出，在垃圾处

理上，落实好“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
的收运处置机制，重点是通过抓好一家一户的垃
圾分类来推进垃圾资源化处理和末端垃圾减量，
通过建设垃圾中转站和填埋场、静脉产业园等来
解决垃圾“出口”问题。

下一步，我市将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
化利用，加大垃圾处理厂规划建设力度，需要建垃圾
处理厂的要抓紧规划建设，已建成的要确保有效运
行、防止二次污染。到2020年，全市农村90%以
上生活垃圾有望得到有效治理并通过国家验收。

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绕不过
去的一道题目。数据显示，全市仍有77.5%的
行政村生活污水没有得到治理。

市委全会提出，在污水治理上，要落实好
河长制，借鉴“四河三渠”综合治理的理念和
做法，把水污染防治引向深入。尤其要建好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抓好生活污水处理，推进
黑臭水体治理。

在这方面，我市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探
索。今年3月，市委书记李亚带队，来到伊河
北岸的洛龙区李楼镇夏庄村，实地观摩乡村

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该
村今年年初建起了一座小型污水处理站，生
活污水经过处理能达到一级 A 标准。观摩
时，看到几条金鱼在处理后的中水里悠然自
得，大家纷纷点头称赞。

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我市将优先
抓好乡镇政府所在地、城乡接合部、水源地、
景区周边和有条件的中心村5个重点区域村
庄污水治理，以房前屋后、河塘沟渠为重点逐
步消除黑臭水体，确保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
生活污水有效管控。

旱厕改造，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群
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一块木板
两块砖，三尺栅栏围四边”的旱厕仍遍布我市
农村。

去年，市委、市政府下大力气在全市范围
内推进农村旱厕改造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不过，在推进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有
的地方政策宣传不到位，没有给群众算好

“明白账”；有些旱厕改造方案不接地气，没
有做到因地制宜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有的旱
厕建设质量有隐患，有些地方仅提供方案，

没有统一组织施工，农户自行建设不能保证
质量……

市委全会提出，在“厕所革命”上，要在加
快工作进度、确保全年改厕任务顺利完成的
同时，更加注重科学选择改厕模式、从严抓好
改厕质量、建立日常管护长效机制，做到一次
改造、长期受益。

农村“厕所革命”已在河洛山乡全面铺
开。当务之急是严把改厕质量，真正让群众
用上干净卫生的厕所，让旱厕这一卫生死角
变靓、变净。

泥墙灰瓦，清渠潺潺，满眼葱茏。近年，
嵩县黄庄乡三合村依托自然生态、传统民居
着力打造具有豫西风貌的“手绘小镇”，通过
对部分民宅实施“微改造”、房前屋后见缝插
绿等措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三合村的乡愁韵味，令人向往。但放
眼全市，农村基础设施欠账较多，村容村貌
脏乱差现象仍存在较多。有的没有形成工
作合力，仅有农业农村部门单打独斗；有的

“脏乱差”问题被反复通报，始终没有整改
到位……

市委全 会 指 出 ，在 村 容 村 貌 提 升 上 ，
要 科 学 编 制 村 庄 规 划 ，加 强 村 庄 规 划 管
理 和 风 貌 管 控 ，推 进 村 庄 净 化 、绿 化 、亮
化 、美 化 和 道 路 硬 化 ，打 造“ 四 美 乡 村 ”

“五美庭院”。

这次全会，还提出要探索建立规划师下
乡制度，选择具有规划资质的相关机构和驻
洛院校等，引导支持其下乡开展规划编制服
务。目前，洛阳师范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等
高校已经行动起来，动员广大师生为乡村振
兴规划编制贡献力量。

不仅如此，市住建部门也已牵头编制了
《洛阳市美丽乡村住宅方案示范图集》，提供
了 28 套设计范本，下发至村供村民免费使
用，推动解决当前农村建房规划滞后、风貌
不一等问题。

下一步，我市在村容村貌提升方面将着
力完善村庄路网、实施见缝插绿、整治公共空
间、改造废旧宅院、提升建筑风貌，着力建成
一批特色鲜明、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李东慧

加快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
策，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
场硬仗。抓好美丽乡村建设，有利于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综合承载
力，既是增强农民获得感的重要抓手，也
是增强农村吸引力的迫切需要。

当前，我市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脏乱
差现象，垃圾乱堆、污水乱排、厕所卫生环
境差等问题尚待解决。对此，市委十一届
十次全会明确指出，要以“百村示范、千村
整治”工程为抓手，集中开展垃圾处理、
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
升，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环
境友好、宜居宜业、留住乡愁的美
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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