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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中 国 要 美 ，农 村 必 须
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
重大任务，是农业强国的应
有之义。近年来，我区各地
大力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
代化，拓宽增收渠道，整治村
居环境，倡树文明新风，着力
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是长期任务、系统工程，要遵
循乡村建设规律。要进一步
深学细悟“千万工程”蕴含的
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
机制，深刻认识到“千万工
程”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
阶段是不同的，在同一发展
阶段的不同地区也是不同
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过程中，
既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
做到循序渐进，从容推进；又
要以时不我待的状态，勤奋
认真的作风，有序推进。必
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
渐进、久久为功，坚持数量服
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集中
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
可及的实事，打好乡村全面
振兴“漂亮仗”。

和美乡村美在“颜值”，
也美在“内涵”。具体工作
中，需要立足乡村地域特征，
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持续
改造农村牧区基础设施，绿
化、美化人居环境，让越来越
多农村实现水源净化、道路
硬化、夜晚亮化、能源清洁
化、人居环境美化。还要深
入挖掘资源禀赋，保留优秀
乡土文化，发掘乡村多元价
值，打造乡村特色产业，把和
美乡村“颜值”变为“价值”，
把良好人居环境转化为增收
资源。同时，持续提高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营造培育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浓厚氛
围，提振广大农牧民精气神，
提升乡村振兴“软实力”。

让和美乡村释放勃勃生
机是乡村振兴的必答题。从
农旅融合到品牌打造再到人
居环境整治，内蒙古各地奋
力擘画乡村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新图景，让农村牧区成
为农牧民身有所栖、心有所
依的美好家园。

让 和 美 乡 村
释放勃勃生机

□韩雪茹

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承载着提升乡村
风貌、增进农牧民福祉的深切期待。近年来，内蒙
古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力推动农村牧区人居环
境从基本达标迈向提质升级、从全面推开迈向常态
长效，探索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丽生活“三美融
合”的乡村发展新路径，让内蒙古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

从“一片美”向“整体美”提升

道路干净整洁，村舍错落有致，房前屋后井井
有条……走进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乡村山野，一
幅幅美丽的乡村安居图尽收眼底。

“过去垃圾靠风刮，现在垃圾有人捡。”“厕所跟
城市的一样，轻轻一按，水冲得干干净净。”“居住条
件好了，生活越过越舒心。”……说起舍必崖乡西营
子村的变化，村民们你一句我一句，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美丽可见、便利可感，乡村的“颜值”与“气质”
同步提升。近年来，和林格尔县将人居环境整治作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厕所革命、垃圾治
理、污水治理、村貌治理、农废治理为重点，推动乡
村环境由干净整洁向赏心悦目转变。

2023年 8月，和林格尔县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
范县创建名单。该县台格斗村先后获得全国“五十
佳”美丽乡村典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森林乡
村等多项殊荣，胜利营村等16个村被评为自治区级
乡村绿化美化示范村。户户不同景、院院好风光的
画卷铺展开来。

今年以来，内蒙古坚持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上
下足“绣花功夫”，推进乡村牧区从“一片美”向“整
体美”提升，建立了由29个部门组成的厅际工作协
调推进机制，统筹推动各盟市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取得实效。让万千嘎查村的人居环境“面
子”更靓，“里子”更实。

年初，内蒙古就将“新建 5.5 万个农村牧区户
厕”纳入自治区政府 33件民生实事清单。自治区
农牧厅向各地推荐8种标准化改厕参考模式，围绕
改厕模式选择、施工建设、后期管护等重点工作开
展培训。完善全区户厕管理信息系统，形成“一户
一档”，强化监督运用，确保户厕建一个、成一个、
用一个。

将“完成100个人口1000人以上行政村生活垃
圾集中治理、完成 400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10
个人口 3000人以上行政村生活污水集中治理”纳
入2024年自治区政府33件民生实事清单。自治区
相关厅局联合召开专家评审会，围绕技术路线、资
金预算和绩效考核三个方面，评审出实施项目。自
治区农牧厅建立专项调度制度，督促各地各部门加
快开展相关工作。

自治区农牧厅组织推介了 11个可复制可推广
的典型经验和模式机制，示范引领各地科学选择治
理模式。强化对农村牧区生活垃圾治理的监督管
理，组织开展生活垃圾治理明察暗访和村容村貌指

标监测，压紧压实责任。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累计新建户厕51万个，

全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达 87.7%，生活
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38.2%，提前完成“十四五”目
标任务。自治区共有14个旗县获评全国村庄清洁
行动先进县。

从“生态美”向“产业旺”升级

义勒力特镇是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民“一脚油
门”就能抵达的城市后花园。

这里的风景别具韵味，大地五彩斑斓，河水蜿
蜒流淌。漫步其中，可以在采摘园尽享收获的喜
悦，在河畔民宿与好友围炉煮茶，带孩子研学邂逅
山水人文之美……

“城市让乡村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美
好图景如何变成现实？义勒力特镇循着“千万工
程”的路子，全面整治人居环境，加快打造“点上出
彩、线上成景、面上美丽”的全域美丽乡村，催生乡
村发展新动能。

山绿了、水清了、环境变美了，义勒力特镇村民
的幸福感得到了极大提升。如何让“美丽生态”成
为“美丽经济”，又成为义勒力特镇的探索和追求。

今年，该镇围绕“水”字做文章，开展了水环境
治理、康养民宿等10个项目，带动农牧民参与其中，
为村强民富持续注入动力。目前，项目均已投入使
用，全年能够有效地吸纳劳动力400余人次，人均增
收6000元左右。

义勒力特镇生态与发展双提升模式探索的背
后，是内蒙古以特色乡村建设为支点，撬动绿色产
业富民的发展之路。

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
为乡村源源不断地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为了让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
绿，内蒙古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作为促进农牧民增收、繁荣农村牧区经
济、加快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抓
实抓好。通过大力引导和支持农牧民、企业科学规
划、因地制宜，发展了一批特色鲜明、示范性强、带
动作用大的特色产业。

村由业兴、民以业富。从一乡一镇走向全区各
地，“美丽经济”花开四野，重塑了更多乡村的形态。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西乌素图村的“回·空间”创
意艺术中心，被网友称为“藏在村落里的艺术乌托
邦”。游客络绎不绝带来的流量，成为村民增收致
富的“金钥匙”。近年来，该村将打造艺术村与整治
人居环境相结合，并通过闲置院落租赁，引入艺术
工作室、民宿、餐饮等，创造就业岗位 200余个，让

“闲置地”变成“生财地”。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村民房前屋后的闲置空

间成为农牧民增收“聚宝盆”。家家户户因地制宜
发展庭院经济，把“小庭院”打造成菜园子、果园子、
手工作坊、养殖场，让庭院有“看头”更有“赚头”。
目前，该县累计发展庭院蔬菜园2000余户、庭院养

殖园2000余户。
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额肯呼都格嘎查则将紧

靠巴丹吉林沙漠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变成乡村发
展“金名片”。该嘎查对人居环境进行集中改造，并
逐步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嘎查合作社牵头成立民
宿公司，推进民宿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不断提
升“大漠人家”“乡源”区域特色民宿品牌价值。
2023年，嘎查集体经济突破100万元。

一村一景象，一乡一风光，一域一特色，环境蝶
变之力描绘着乡村共富的底色。截至目前，休闲农
牧业带动全区15.77万户农牧民增收致富，庭院经
济带动全区78万户农牧民户均年增收6000多元。

从“一时美”向“时时美”迈进

一大早，家住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长
胜店村的村民秦玉林夫妇已经开始忙碌。不一会，
一方小院被收拾得井井有条。墙面上，美丽庭院示
范户、人居环境示范户、道德模范户等牌匾陈列整
齐，格外引人注意。

“村里实行评比积分兑换，我家每年把庭院打
扫干净就能兑换200多分，可以去文明团结超市兑
换米面粮油和日用品。”秦玉林说。

小积分，作用大。长胜店村利用网格化+积
分榜、红黑榜的方式，让村民成为人居环境整治
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现在村民参与人居
环境整治的积极性非常高。环境美了，生活也富
裕了，村民的笑容更多了。”长胜店村党支部书记
高波说。

看得见的是美景，看不见的是治理。内蒙古持
续推动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向深里走、往细里去，以
环境“一直美”提升村民幸福值——

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让人居环境颜值不断
上升。各地大力实施以“三清一改”为重点的村庄
清洁行动，开展清理“四堆”、治理“四乱”专项行动，
由“清脏”向“治乱”拓展，由村庄面上清洁向屋内庭
院、村庄周边拓展。

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让和美乡村“美丽常驻”。
内蒙古各地明确政府和职责部门、运行管理单位责
任，基本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
督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明确农村
牧区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产权归属和管理责任，建立
健全基础设施建设管护标准和规范等制度，推动农
村牧区卫生厕所、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设备和村
庄保洁等一体化运行管护。

目前，内蒙古基本建立村庄保洁制度，全区
95%以上的村庄已开展清洁行动，99%的行政村建
立了村容村貌长效管护机制，村容村貌持续优化
提升。

在内蒙古，和美乡村建设正走向全域规划、全
域提升。眼下，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
动持续进行，全民参与热潮不断升温，长效管护机
制加快形成，农牧民安居乐业的民生幸福曲线正在
不断上扬。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底色，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
园风光。”

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关键一环,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内蒙古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牧区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真金白银投向乡村、真抓实干打好基础，全面助推乡村环境再提升，绘就了一幅美丽生态处处可见、美丽经济风生水起、美好生活踏歌而
来的和美乡村画卷。

一村一景象 一乡一风光 一域一特色

人居环境细人居环境细““梳妆梳妆”” 乡村蝶变焕新颜乡村蝶变焕新颜
□本报记者 方圆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总结
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有力有效。全区各
地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
补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短板，有
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全区 95%以上的村庄已开展清洁
行动，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政策先行，落实落细。自治
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以
农村牧区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
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巩
固拓展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成果，加快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更好满足广大农牧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牧业农村牧区
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厕所问题虽小，却是民生之
要、文明之需。《方案》要求，积极
推动农村牧区新改户用厕所基本
入院、有条件的地区厕所入室，新
建住房应配套建设卫生厕所及粪
污处理设施设备；科学选择厕所
技改模式，宜水则水、宜旱则旱。
严格执行改厕选材质量标准，严
把产品质量关。强化改厕施工质
量监管，严把竣工验收关；加强农
村牧区厕所革命与生活污水治理
有效衔接，因地制宜推进厕所粪
污分散处理、集中处理或纳入污
水管网统一处理。

探索统筹推进农村牧区生活
污水治理新路径。《方案》明确，指
导有关旗县调整完善农村牧区生
活污水治理规划，重点做好沿黄
流域、重点水源保护区、乡镇政府
所在地、中心村、城乡结合部、旅游
风景区等地区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开展全区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摸底
调查，全面摸清底数，建立治理台
账，明确治理时限要求。建立农村
牧区黑臭水体定期排查机制。

稳步推动村容村貌整体提
升。《方案》提出，全面推行农村牧
区公路“路长制”，持续推进“四好
农村路”和“美丽农村路”建设。
推动交通项目更多向进村入户倾
斜，进一步延伸农村牧区公路网，
提高农村牧区公路覆盖范围和通
达深度；全面清理私搭乱建、乱堆
乱放，整治残垣断壁，通过闲置宅
基地复垦、长期空置房屋“拆旧拆
废”等方式集约利用村庄内部闲
置土地，扩大村庄公共空间。

《方案》进一步要求，引导鼓
励农牧民通过栽植果蔬、花木等
开展庭院绿化，通过农村“四旁”

（水旁、路旁、村旁、宅旁）植树推
进村庄绿化，充分利用边角地、空
闲地、撂荒地、拆违地等闲散土地
建设村庄公共绿地和小微公园；
大力推进村庄整治，编制村容村
貌提升导则，促进村容村貌整体
提升。持续开展庭院环境整治，
引导鼓励农牧民实施人畜分离、
发展庭院经济，实现村容村貌和
农牧民收入“双提升”。

农村牧区“内外兼修”
内蒙古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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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晨光熹微，，赤峰市林西县十二吐乡西山根村风景如画赤峰市林西县十二吐乡西山根村风景如画。。 杨玉婷杨玉婷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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