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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 通讯员 尹国文 那念远

南涧县以垃圾、污水、村庄整治为
突破口，探索“党建引领+群众参与+分
类施策”治理模式，全县农村人居环境
显著提升，垃圾处理设施实现自然村全
覆盖，污水治理率三年提升 45 个百分
点，绿美村庄覆盖率超13.9%。

全域覆盖“治垃圾”
聚焦农村生活垃圾清理、收集、转

运等关键环节，破解农村生活垃圾处置
难题。党建引领明责任。建立“镇村党
员干部包片+乡村保洁员网格化包保+
农户门前三包”责任制，形成“支部发
动、党员带头、全民参与”整治格局。
公郎镇创新实施党员干部集体“赶街
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巡查整改。多元
筹资优保障。建立“群众筹资（户均
每年 100 元或人均每年 36 元）+政府

奖补（1∶1）+村组配套”资金机制，创新
实施差异化处置，偏远村推行“源头减
量+分散处置”模式，城郊村推行“集中
清运+市场化运营”模式，实现镇区、自
然村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双轨激励
固长效。在全县 51个行政村开设爱心
超市，建立环境卫生积分兑换“正向激
励”制度，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可获积分
兑换生活日用品，同步推行客事垃圾处
置收费、建筑垃圾处置押金等“反向约
束”制度，形成人居环境治理可持续。

分类施策“治污水”
围绕“低成本、易管护、可持续、效

果好”目标，探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新
路子。因地制宜定模式。分四类精准
施策，水生态敏感区安装微动力处理
设备，人口密集区加装大三格化粪池，
山区或分散户建设小三格或小四格化
粪池，城郊村实施雨污分流纳管收集

接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得到极大提高。分档治理补短
板。建立四档治理体系，一档村重点
打造绿美景观，二档村重点整治庭院
污水，三档村重点修复管网设施，四档
村重点配套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全县
累计完成 518个自然村治污项目，行政
村污水治理率达 71.5%，高出省级任务
数 11.25 个 百 分 点 。 多 元 共 建 控 成
本。推行“工程发包+村民投工投劳”

“工程材料供给+村民投工投劳+集资
自建”“工程材料供给+机械和技术性
劳务费补助+村民投工投劳+集资自
建 ”三 种 施 工 方 式 ，整 合 财 政 资 金
8365.4余万元，发动群众集资和以劳折
资 13518.6 万元，群众集资和折资占总
投资 61.77%。

绿化美化“治村庄”
全力推动美丽乡镇、美丽村庄和

美丽庭院建设，打造全域生态景观。
拆旧建新添新绿。开展“三拆四建”
行动，拆除五堆十乱、违建临建、危房
烂房 554 宗，改造和新建小菜园 5091
个、小果园 94 个、小花园 629 个，建设
绿 美 庭 院 494 个 ，着 力 打 造 森 林 乡
村、美丽村庄、绿美庭院。厕所革命
提品质。分类推广水冲式、三格式、
卫生旱厕，落实每户 1500 元财政补
助，配备 197 名农村改厕技术专家和
指导员，建立“网格化+公益岗”管护
机 制，全县农村卫生户厕覆盖率达
79.1%。全民植绿优生态。实施路旁、
水旁、村旁、宅旁“四旁”绿化，拆墙透
绿、闲置造绿、种树添绿、庭院增绿

“四绿”行动和“千村万树”工程，累计
打造绿美示范带 10 个，创建省级绿美
乡镇 4 个、绿美村庄 8 个，州级绿美村
庄 140 个、绿美社区 13 个，县域村庄绿
化率提升至 30%。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本报讯（通讯员 赵世康）4月22日，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剑萍到漾濞县调研。
张剑萍先后到平坡镇阿尼么村民小

组、县人民医院、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苍山西镇马厂村代表联络室、联玥谷森
林公园、小马果果农业有限公司蓝莓种
植园、平坡镇代表工作站、大理鑫湘源鸿
业软木工厂等地，就基层人大、产业发
展、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
等工作进行调研。

张剑萍要求，漾濞县要加大宣传推
介力度，加强规范化管理，丰富“旅居
漾濞”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条，全面提升
知名度和影响力，以文化赋能、艺术赋

能、生态赋能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继续加强医共体建设，注重培养医疗
人才，结合实际打造特色医院、特色专
科，以点带面提升县域医疗综合水平；要
健全“党支部+合作社+企业+群众”的产
业发展机制和联农带农机制，加大群众
技能提升培训力度，保障群众共有共享
乡村优势资源的权益，增强群众增收的
稳定性和持久性。县人大常委会要坚持
以“四个机关”建设为统领，强化自身建
设，发挥好人大代表之家、基层立法联系
点功能，开展好人大代表接待日活动，广
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不断深化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

绿美大理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玲） 漾濞县
龙潭乡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以厕所革命、垃圾治理、污水管控等工
作为抓手，通过典型引路，发动党员
干部群众广泛参与，共建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党群合力，构建共建共享共治新格
局。建立“包村干部+村组干部+乡村
环境卫生保洁员+党员+群众”环境卫
生网格管理体系，探索“网格管理、定人
定责、区域到人、层层落实”管理模式，
全乡7个行政村51个村民小组实行“划
网格、定人员、定职责、定地段、定时
段”，6名党总支书记任网格长，23名党
支部书记、52名乡村环境卫生保洁员担
任网格员，400多名党员作为联系户编
入其中，分片开展人居环境提升整治，
引导群众从“看着干”到“参与干”，逐步
形成“村村行动、户户知情、人人参与”
的共建共享共治格局。

项目带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提档
升级。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

而行、循序渐进，聚焦“厕所革命”、垃圾
治理、污水管控等工作，完成县域村庄
布局规划编制，改造提升无害化卫生公
厕 9座，改扩建和新建垃圾处理场与中
转站、生物氧化塘，提高生活垃圾、畜禽
粪污处理能力。以密古村迤古么村民
小组为试点，探索集中型资源利用治理
模式，通过“单户／联户三格式化粪
池+集中三格式化粪池+氧化塘”的集
中模式和“单户／联户三格式化粪池+
农灌”分散模式，实现高效节能治理。

健全制度，确保建设成果常态长效
巩固。修订完善村规民约，严格落实片
区网格员责任，探索建立人居环境整治

“红黑榜”制度，引导群众自觉落实“门
前三包”责任制，按照“宜花则花、宜果
则果、宜树则树、宜菜则菜”原则增绿补
绿，“群众齐参与、我的村庄我爱护”迈
向制度化、长效化，村庄“一时美”变为

“长效美”，全乡 7个行政村全覆盖创建
为省级卫生村，120个自然村均达到农
村人居环境三档标准。

□ 通讯员 施福寿 杨萍 文／图

阳春三月，剑川县羊岑乡六联村种
植基地内的折耳根嫩芽进入采割期，40
余名务工群众正忙着采割、分拣、打包，
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今年我们种了 35 亩，这批折耳根
品质好、成色足，销量和经济效益还是不
错的。”基地管理员施育珠介绍，打包好
的折耳根主要批发销往昆明，凭借出色
的品相和口感，一上市就受到批发商的
好评。

当地村民彭四香从 2020 年种植基
地开始种植折耳根起，就成了基地的“常

客”。她笑着说：“在这里打工一天能有
100元左右的收入，离家近，还能照顾家
里的老人和小孩，我很满意。”像彭四香
一样，每年采收和种植期都来务工的村
民不少，用工高峰期，基地里每天都有
50 多人干活，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近年来，羊岑乡在巩固提升传统优
势产业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做优特色农
业，大力发展小米辣、长寿豆、折耳根、蓝
莓等特色种植业，推动农业向多元化、产
业化、优质化发展。如今，这些特色产业
不仅让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更实实
在在地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南涧县“三治”协同打造和美乡村

宾川县城西郊的白塔国家农
业综合公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摄于4月16日）

白塔国家农业综合公园一期工
程将建设5.3公里田园步道、13座观
景台以及水果市场、健身小广场等，
项目建成后，宾川县城总绿地率将
提升至39.03%。

据了解，工程还规划建设农耕
文化园、文创商店、形象雕塑、帐篷
酒店、康养中心等业态，打造多业态
融合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通讯员 安建雄 杨宏毅 摄影报道］

弥渡县寅街镇大庄村瓦窑坡海塘新修的步道。（摄于4月11日）
近年来，弥渡县聚焦水生态系统构建、滨水亲水休憩空间营造，因地制宜

选择绿色生态治理模式，进行环境提升及驳岸美化，打造环境优美、人水和谐、
群众满意的人居环境，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通讯员 马素萍 马翠萍 摄影报道］

漾濞县龙潭乡齐抓共管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张剑萍到漾濞县调研

剑川县羊岑乡——

小小草根鼓起农户“钱袋子”

务工群众将分拣好的折耳根进行打包。（摄于4月18日）

裸胸鳝
分布于太平洋中

部，栖息在礁石平台
上，喜穴居，肉食性，
夜间活动，捕食鱼、
章鱼。

白斑狗头
分 布 于 太 平 洋

海域，栖息在海湾和
河口礁岩附近沙地
上，肉食性，以珊瑚
藻类、软体动物、棘
皮动物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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