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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就太白县来说，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

的第一场硬仗，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突

破口、撬动点和发力点，必须点面结

合、全面推进，下大气力整治环境、绿

化镇村、美化家园，为加速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开好局、起好步。 

太白县县长张建科信心满怀地

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通过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拉动，因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需要，是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县、国家旅游度假区、全国

文明城市的需要，是太白进入高速路

时代的需要。切实抓好这一打基础、

强后劲、利长远的发展工程，必须紧

扣重点求实干、突出内涵求深化、精

雕细琢求提升、提质增效求突破。

这一高定位的思路目标，明晰

了重点任务、囊括了关键举措，既体

现了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重大决策的精准把握，又抓

住了太白县高质量发展的主攻点和

突破口，展现了守土尽责、谋事创业

的使命担当。

高标准压实责任
抓开局规划先行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

为使创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县

首场战役打出声威，县委常委会、县

政府常务会、县委中心学习组先后组

织县级领导全面学习中省市农村工

作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理论先

行促行动坚定。随后在 2月下旬召开

的全县农村工作会上，县委主要领导

提出明确要求，县政府主要领导代表

县委、县政府与各镇签订乡村振兴目

标责任书，逐级负责，层层夯实。出台

了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举措，组建工作

专班，加强系统谋划、工作落实和督

导检查，对全县 7镇 44 个村实行县

级领导联系、部门包抓帮扶。经过精

心遴选，确定桃川镇枣园村、灵丹庙

村，鹦鸽镇马耳山村，咀头镇梅湾村、

七里川村等 5个基础较好的村为市

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示范村；

咀头镇白云村、拐里村、塘口村，靖口

镇石沟村，王家堎镇和平村，黄柏塬

镇黄柏塬村，太白河镇兴隆村等 7个

村为县级重点示范村。各包抓领导每

月前往包抓示范村调研指导不少于

4次，包抓部门抽出一半以上的人力

下沉一线参与包抓村环境整治，干得

好就公开褒扬，拖后腿则通报批评。

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

四大班子领导以上率下，多次来到镇

村检查指导，协调解决乡村建设用地

问题，动员群众拆除危旧房屋、清理

“三堆”，把脉产业建设。

这种县级领导蹲点负总责、包

抓干部驻村扛死肩的强力举措，有

效确保了任务清单一对一、排疑解

难点对点、督导考评事对事、责任追

究人对人，压实了各级责任，把参与

干部像钉子一样钉在环境整治主战

场上，使重点项目有人跟、重要部位

有人盯、反映情况有人应、重大事项

有人管。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最忌生搬硬

套，千村一面。为了不负秦岭夏都的

美誉，县上一起步就十分注重因地制

宜、因村施策，着力在培育特色上下

苦功、在转化利用上做文章、在营造

精品上出奇招。而这一切的前提都在

于拿出既符合时代要求、又体现时尚

取向的规划，让熟悉的老味道缓解乡

愁、多彩的新元素撩拨眼球。为此，县

上主要领导分批次带领镇村干部赴

礼泉县袁家村、蓝田县和长安区学习

借鉴兄弟县区乡村旅游发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经验。

通过“异地取经”，镇村干部进

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增长见

识，力求在规划上棋高一着。解决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怎么干、干什么、

达到什么效果的现实问题，镇村干

部心里敞亮、干劲倍增。思路一变天

地宽，办法总比困难多。各镇、各部

门活学活用外地经验，以勇闯新路，

干就要干别人想不到、干不了的劲

头，大力克服等、靠、要思想，积极发

挥主观能动性，有钱快干，没钱也要

撑住干，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

优我精上赛本事、亮绝活。咀头镇干

部到长安区参观学习后，当天就邀

请该区小峪口村设计专家赶赴太白

县，对七里川村、梅湾村实地考察，

进行总体规划设计。

县上还充分发挥本地土专家潜

能，让他们设计切合村民意愿的个性

化整治方案。王家堎镇和平村一位老

村干部主动腾出两间旧房，将多年收

集的 20多件现在已不易见到的老农

具一一陈列，供人参观。专业技术团

队、乡土专家联手组成智囊团，共同

为环境整治献智出力。

环境改变人，环境启迪人，置身

火热的氛围，不少村民踊跃争当创

意家、设计师，不厌其烦地美化亮化

庭院。

高质效串点成线
抓整治强力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表面上看

是改变卫生习惯，扮靓村容村貌，实

质上重在构建良好的生态循环体系，

重现村庄的田园风光和山水美景，实

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高度

和谐，进而实实在在提高村民的文明

素养。

本着这一清晰理念，太白县在

强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

不仅从畅通农村的“毛细血管”入手，

下大力气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清除

建筑杂物，清扫堆积落叶，加快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而且从一开始就坚持

高标准，既追求表面光鲜亮丽，更崇

尚底蕴丰厚实在，使整治后的人居环

境好看又耐看、中看更中用，让村民

有更多的自豪感、获得感。

良好的生态、洁净的村庄，靠群

众点染，更靠群众维护。不唱“独角

戏”，力行“大合唱”。县上广泛发动

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让村

庄的主人成为整治的主体，以群众

空前迸发的激情为整治鼓劲加油，

增光添彩。

一场声势浩大的扫垃圾、清“三

堆”、治乱象行动在全县展开，在县上

的有力指导和强力推动下，各镇村

根据县上的整治方略，点面结合，梯

次推进，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由镇

及村、由村向户延伸，串点成线。这场

“春季行动”迅速在太白的山山水水

间展开，高潮迭起，亮点频现。

立足村情，才能彰显特色。靖口

镇石沟村虽然体量较小，却善于从细

节上营造亮点，见缝插绿、见空造景，

充分利用风谷车、老式犁头、大水缸、

背篓、竹筐等点缀村庄，留住乡愁。王

家堎镇和平村突出毗邻加油站的区

位优势，充分挖掘红崖资源禀赋，创

造性推出农户“门前五包”责任制和

“一日五问”、每月一评制度，既管当

前又利长远。咀头镇梅湾村土坯房拆

除尽管任务重，推进力度却不减，已

集中拆除危旧土坯房 21户 80间，腾

退建设用地 10余亩；七里川村依托

“旅游+产业”模式，规划建设“民宿

一条街”，在去年的鲁冰花海基础上

又跟进了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配套

项目，进一步激发了村上的旅游发展

动能，打牢了产业根基。黄柏塬镇立

足长远，积极争取资金，铺设污水集

中收集管网，建设高标准污水处理

厂，镇村的服务功能不断优化，为乡

村旅游持续发展强基固本；黄柏塬

村 30多户村民义务为村庄“洗脸美

容”，村干部还把自家的 3000 多株竹

子捐给村上植绿造景。桃川镇灵丹庙

村的舍南舍北、桃花源游园，太白河

镇的金色池塘等由于资源稀缺独特，

一时间成为网红打卡地。

就地取材，巧手打扮，不起眼的

废旧物资派上大用场，花最小的代

价，获最大的效益。一路观光，一路打

量，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之风吹拂

下，无论是“小家碧玉”的婉约型，还

是“大家闺秀”的典雅派，都使人印象

深刻，赞叹太白县化难为易的决心、

大干快干的行动、点石成金的谋划、

攻坚克难的举措。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犹如魔法师，

让原本质朴无华的村庄焕发新姿，令

人产生“既想多看几眼，又想留下来”

的冲动，几经探究，终于解开了奥秘：

整治行动一旦实现从“要我做”到“我

要做”、从“催着干”到“争着干”、从“领

着走”到“大步跑”的嬗变，其结果、其

效能当然有天壤之别。因为只有村

民愿意，事情才能办好。完成从“冷眼

观”到“动手干”的跨越，爱美比美就会

蔚然成风，文明素养就会逐渐提升。

村规民约、家风家训这些村子的文化

根脉就会生生不息，润物无声。

高频次均衡发力
抓机制融合共建

动静大、蝶变快，全靠机制好。

县上始终把机制作为鲜明导

向，以建章立制、定规立矩确保落则

实、干则成。以优厚的奖励机制让能

干者脱颖而出、实干者名利双收；以

严格的督导机制强化问责，辅之以约

谈提醒，使慢干者迎头追赶、懒惰者

敬畏警醒；周到的帮扶机制既畅通

联络，又排忧解难，使整治行动始终

按“路线图”运行，不跑偏、不走样。机

制扬威，同向发力，各种资源有序聚

集，各个层级齐抓共管，恰似一台铿

锵的大戏，甫一亮相，就先声夺人。

无论是拆还是建，不管是造还

是添，不论是埋还是排，都要花钱。

县上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整

合资金 3000 万元，重点打造 12 个

示范点位，对市级重点示范村每村

奖励 160 万元、县级重点示范村每

村奖励 60 万元。县财政挤出资金

100 万元作为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民宿产业发展前期启动资

金，全力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

米下锅”、高点起步。要求各镇和各

部门把三分之二以上的资金用于项

目建设，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同

时想方设法向上争取资金，积极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以期产

生“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新路

径，太白县坚持一手抓整治、一手抓

产业，两手硬、两促进，千方百计大做

“融”文章，深度融合扩大旅游供给、

壮大集体经济、大兴特色产业，使之

互为依托，齐头并进。

人勤春来早，实干正当时。为交

流经验，巩固成效，县上确定每季度

组织一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观摩会

或擂台赛，随时研判情况、掌握进度

节奏。

为了照镜子、找差距，学方法、

提质量，太白县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初见成效的 3 月中旬，召开了开

年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观摩

活动，所有县级领导、各镇和部门负

责人、村干部共 130 余人，用一天半

时间观摩 6个镇 11个村的乡村振兴

示范点位，县级四大班子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和镇村干部

逐点位现场点评，点赞亮点、批评不

足，出谋划策、擂鼓助威。每个参会

者不仅睁大眼睛看，更开动脑筋想，

对照别人成绩，查找自身欠缺，比学

赶超，争先进位。

没有等来的荣誉，只有拼来的

精彩。太白县干部群众始终坚信，唯

有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创建省级乡

村振兴示范县才能一举成功，进而为

奋力谱写太白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

章续写辉煌，以优异成绩为建党 100

周年献礼！

青山不墨千秋画

清理垃圾美化环境

县领导检查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工作

咀头镇七里川花海

鹦鸽镇马耳山村新貌

更多内容  扫码查看

——太白县强力推进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纪实
刘建斌 牛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