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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本报讯 周爱玲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认
真贯彻落实“学史力行”的要求，切实把党史
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内生动力，靖宇县花园口镇积极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环境卫生整治活动，为群众营
造一个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助力“一谷一
城”建设。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花园口
镇聚力“一树一改两加强三提升”总体目标，
多次召开党委专题会议，印发《花园口镇
2021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决定
成立花园口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镇村环境卫生专项整治组、河道环境卫
生专项整治组、媒体宣传组、执法检查组、督
查检查组5个专项整治组，分领域具体统筹
花园口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相关工作；同时
落实镇领导班子成员包村、村民网格员包片
责任制，确保集中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

坚持宣传动员，打牢整治基础。花园口
镇坚持“两手抓、两促进、两不误”，把宣传学
习党的宗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
践同环境卫生整治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组织
发动镇村文明实践志愿者宣传引导、积极参
与，充分利用村广播、微信群，每天进行早、
中、晚多次宣传农村环境整治内容，在村主
干道两侧悬挂条幅，把垃圾定时定点倒、门
前三包等整治目标涵盖于宣传标语中，使群
众学有重点、干有目标，让群众行动自觉。

创新工作机制，明确整治关键。加大投
入，建立环境卫生整治综合员队伍，配备专
业垃圾清理设备，真正做到村道定时打扫，
垃圾定时清运、定点堆放、定点填埋。建立
健全网格化管理和网格化乡村振兴整治法，
落实网格员包片责任制，确保环境整治工作
取得成果不丢失、不反弹；严格落实村委责
任制，建立奖惩制度，定期对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及时通报考核结果，并
将考核结果与村干部绩效工资发放挂钩，确
保集中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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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雪婷 报道 为
打造“干净、整洁、平安、有
序”的农村人居环境，农安县
烧锅镇对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再安排再部署，持续抓
好美丽乡村建设，促进乡村
面貌焕然一新。

做好“三清除”工作。清
除历史存留垃圾。以 334 沿
线村屯为重点，加大清理力
度，对村庄内外、犄角旮旯等
区域冬季存留垃圾进行清
底。清除生产生活垃圾。保
证日常生活垃圾即满即清，无
散落垃圾；加强田间地头化
肥、农药包装物等农业废弃物
清除工作，做到日产日清。清
除建筑垃圾。做到建筑、生活
垃圾分类处置，统一安排建筑
垃圾装运清理，确保无建筑垃
圾或建筑原料长期堆放。

做好“三严格”工作。严
格落实责任。实行包保领

导-包保干部-村书记三级责
任制，集中一杆尺，统筹协调
各项工作推进。严格营造氛
围。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
造环境整治人人参与、人人
支持的良好局面，形成“广播
有声音、村里有标语”的浓厚
氛围。严格督导考核。建立
落实督查推动、明察暗访、情
况反馈等工作机制，对发现
的问题立即责令整改。

做好“三保证”工作。保
证全民参与。整治环境人人
有责，鼓励全镇上下形成联动
机制，全民参与全力做好整治
工作。保证整治质量。开展
复核验收，保证整治全覆盖无
遗漏，加强日常巡查，严防反
弹回潮，确保整治成果长效巩
固。保证植树绿化。当前正
值造林绿化的大好时节，为全
面改善生态环境，组织各村共
栽植6000余棵树木。

烧锅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大红灯笼高高挂，乡村
面貌日日新。”走进扶余市更
新 乡 ，就 会 发 出 这 样 的 感
慨。整洁的乡路两旁，是一
座座房，一户户窗，春日照耀
下，玻璃上有碎光，显出一派
独特的农家风光。

近年来，扶余市更新乡
深入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科学谋划、统筹安
排，以“三点合一”为工作抓
手，走出了一条人居环境整
治新路，全乡农村人居环境
的“净”界和“颜”值有了很大
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明显增强。

聚焦发力点，形成一体
推进“加速度”

更新乡始终把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一把手”工程
来抓，细化分工高位推进，成
立领导小组，建立三级责任
机制，制定了《加快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
为全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有序推进提供了工作规范
和标准依据。

同时，按照“突出重点、
分类建设、全面推进”的工作
思路，更新乡将域内村屯分

梯次逐级打造，新河、富强等
4个村作为“标准版”，要做到
无散落垃圾、无乱摆乱放、无
畜禽粪堆、无秸秆进屯；平
安、胡家等北线 5 个村作为

“加强版”，要在标准版的基
础上，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好、路边沟清理好、村庄绿化
亮化提升好；新红、郑家、丛
林3个村作为“升级版”在加
强版基础上，把硬件建设好、
与乡村振兴融合，打造功能
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
美丽乡村。让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从指挥到协调，从
谋划到落实，条分缕析，加速
推进。

抓牢关键点，打好环境
整治“歼灭战”

有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的整体思路后，更新乡
开始紧盯薄弱环节，补短板
堵 漏 洞 ，扎 实 推 进 清 洁 行
动。农户房前屋后柴草堆
放、村内公共场所卫生、村民
生活污水排放，做到一天一
清扫；农户门前废品堆放、村
内乱贴乱画、河道沟渠卫生
环境，做到一周一清理；盲区
存留垃圾、日常生产生活垃
圾、村内及周边建筑垃圾，做

到一月一清运；实施了“户分
类、村收集、乡转运、市处理”
的垃圾处理模式，完善生产
生活垃圾收运设施，配备投
放挂钩垃圾桶 1200 个，全乡
清运存量垃圾约350吨，清理
农户门前废弃农机具 300 多
个，完成农户房前屋后卫生
520余处，3万余平方米，加强
对白色地膜、废弃农药瓶等
农业污染源的管控，组织农
户捡拾地膜 120 余吨。同时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依据“一
村一品、一街一景”的总体思
路，栽植风景树8800余株，花
卉 130 万株，重点打造了新
红、丛林等村屯一批绿化美
化样板路。

找准给力点，跟进长效
巩固“组合拳”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中，建立长效机制是痛点和
难点，更新乡深知这一点，在

“常态化”工作中下功夫，做
细活、办实事。在全乡划分
55个卫生网格，234名网格员
全部下沉村屯，形成了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网格化管理
的人居环境整治新机制。

同时，形式多样的宣传
引导群众从“要我做”变成

“我要做”，积极主动的参与
到人居环境的整治和维护
中。更新乡与常住户签订了

“三包”协议 8000 余份，按照
“权属归谁、由谁负责”原则，
对农户庭院里外、房前屋后
进行“三包”，推动形成农户
之间比学赶超意识。发动
400 多名志愿者常年走上街
头，义务开展整治美化活动，
带动了文明乡风渐成风尚。

此外，还建立 12 支人居
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队伍，充
分发挥先锋作用，努力营造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全民参
与、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为了巩固长效机制的整
治成果，更新乡实行定期调
度制，分管领导带领各村屯
书记，分组交叉实地考核。
面对面，硬碰硬，对照考核标
准检查打分，严格按照《全乡
农村人居环境考核办法》兑
现奖惩。切实做到“不遗不
漏”，整治效果“不折不扣”。

现在的更新乡，房前屋
后整洁有序，河塘沟渠水清岸
绿。这是更新乡上下凝聚合
力，一心一意改善环境后，村
民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江一河
皆清澈，一草一木皆美景。

携手共建干净清爽新乡村
——更新乡加速打造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版”

□ 王建中

“五一”期间，长春市园林
人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用实
际行动开展公园、绿化带和行
道树养护工作，用行动扮美城
市，为广大市民、来长游客营
造美丽的城市环境。

5 月 2 日，在长春市人民
广场附近的街路上，绿化工人
正在进行花卉换植，一眼望
去，五颜六色的鲜花让人心旷
神怡。“我们从 4 月栽种期开
始，对城市开展了氛围营造工
作，主要在人民大街沿线栽种
花卉、安置花箱等，对城区 24
条主要街路栽种补植。”长春
市绿化管理中心绿化工程一
队队长王心宇说，因为现在正
处于栽种期，所以每天都会有
超过 200 名绿化工人在岗，劳
动节期间栽种的花卉可达 30
余万株。

在人民大街与民泰路交
会处，42岁的生产技术员沈慧
悟正和绿化工人一起整地。
他一会儿用耙子挖土，一会儿
用耙子背敲土块，动作娴熟。
沈慧悟跟各种花草打了 21 年
的交道，由于常年户外作业，

风吹日晒，他的皮肤黝黑，粗
糙的双手满是茧子。“从4月份
开始，每天四五点钟就要开始
栽种，一直要忙到晚上七八点
钟，有时甚至更晚。”作为这个
生产小组的负责人，沈慧悟带
领8名绿化工人一直处于连轴
转的状态。因为5月中旬就要
进入养护周期，所以必须赶在
栽种期结束前完成栽种任务。

“这个地方将重新栽种榆
叶梅、造型树等，栽种完毕后
还有3个点位需要栽种呢。”沈
慧悟说，栽种、修剪、除草……
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操作起
来一点儿不轻松，低矮的绿化
带必须走进去修剪，一不小心
就会碰到花卉上的尖刺。栽
种花卉时，沈慧悟蹲下身拔起
一根根杂草。“除草是细致活
儿，需要耐心，每天一蹲就是

几个小时，腿都会蹲麻。”沈慧
悟与绿化工人不断蹲下、站
起，整理花台、清除杂草……

最后满意地拍拍手，默默注视
着栽种好的绿化带，就像在欣
赏一件艺术品。

“五一”期间，园林工作人员在人民大街进行绿化工作。
赵滨/摄

园林人用汗水扮美春城
□ 袁迪

临江市以创造良好的

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紧紧

围绕“生态立市”战略发展

目标，实施全民义务植树

活动，大力推进“国家级森

林城市”的建设进程，改善

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化、

提高公民生态道德素养，

形成科学种树、自觉爱树

的良好生活习惯和人人种

树、家家护绿的良好社会

氛围。图为机关干部植树

场景。

刘嘉颖/摄

春日，辽源，细雨如酥，杨
柳依依，正是植树好时节。

4 月 30 日，在凤鸣湖湿地
公园，来自辽源市直机关的240
名干部群众将 1600 多棵柳树
苗植入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凤鸣湖湿地公园是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标志性建设项
目。项目启动至今，本着对主
要保护区域实行有所侧重的重
点保护原则，在保存公园现有
物种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
上，加大了利用人工促进植被
与湿地恢复的工作力度。

此次栽种的是四年生水曲
柳。树苗入坑栽好后，他们还
会派人对每棵树进行架杆支撑
等后期养护，以确保成活率。
随着近年来全市生态修复力度

的增大，大量被破坏的植被得
到了修复治理，周边大片的紫
叶稠李、糖槭、山杏、京桃都是
这两年栽下的。

截至目前，凤鸣湖湿地公
园已在恢复重建区栽植了芦
苇 9 万丛，煤矸石山覆绿 21 公
顷，并设置了界碑界桩，组建
了扑火队伍，成立了执法巡逻
队，加强了病虫害监测与防
治，建设了宣教展览设施等。
通过湿地保护工程的实施，有
效改善了湿地的生态环境，为
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
地，如今不但偶尔有野兔、松
鼠一类的野生动物出现，还新
增了白面水鸡、黑水鸡等湿地
野生动物，为湿地增添了一抹
艳丽色彩。

遍植新绿美家园
□ 王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