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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董卿
本报通讯员 王田

美丽文明乡村

科学规划 连片创建

6月28日，中宣部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考察团来到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
小河口村，体验生态文明乡村创建工作。

“真的没想到，这个村子太漂亮了！”作
为考察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宏宇一进
村就情不自禁地说，“整个村庄透露着浓厚的古
典文化气息，住在这样的村里，自然、安静、轻
松，整个人都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小河口村是岚山区碑廓镇乡村连片治理项
目实施村之一。该村先后投资46万元打造了儒
家经典文化墙，投资66万元建设了圣公文化广
场，投资12万元购置了仿古景观灯。

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董涛说：“我们村的
变化主要得益于科学的生态文明乡村规划，下
一步的任务就是按照规划一步一步完成就行
了。”

不仅小河口村，该区382个生态文明乡村
建设示范村规划分别进行了修编，并配套完善
了相关的农业发展规划、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生态修复建设规划等，以此
引领农业农村科学长远发展。

以规划为纲，区委、区政府连续出台实施方
案，并配套印发了包联帮扶、资金使用、创建标
准及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办法，
区、镇及相关村居分别成立了相应的工作领导
机构。全区上下形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按照规划，今年该区将重点打造15条区级
美丽文明乡村示范线路和15个规范化片区，每
个片区不间断地串连10个以上生态文明村居。
目前，今年规划实施的示范线路和规范化片区
已基本完成创建。

环境综合整治

多措并举 重点突破

7月8日，来到岚山头街道童海路居西南山
片区，全新的场景让人眼前一亮：前几日的垃
圾山不见了，污水沟消失了，一条新路已经初
见规模，远处挖掘机的声音不绝于耳……

“这回村里下了大成本，不仅清理了垃
圾，还新修了这条路，给老百姓办了件大好
事。”该居张迁书大爷一直关注着整个工程的
进展。

由于西南山片区特殊的地质结构，地下多
是坚硬的石头，开采难度大，一直以来没有修建
一条像样的道路，垃圾运输车进不来，垃圾堆积
严重，成为该居的“老大难”。

是什么给了岚山头街道童海路居“啃硬骨
头”的决心？

今年5月份，岚山区出台《清理城乡积存
垃圾》文件，要求全区8个镇办、421个村居
（社区），多措并举，出“组合拳”，打“歼
灭战”，下大气力开展三项行动，着力改善农
村环境。

——— 开展农村“六清”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根据季节、环境等特点，贯穿全年四季，
分别在年初春节后、夏季麦收后、秋收后和冬
季年前集中开展以“清垃圾、清污水、清淤
泥、清杂物、清乱堆乱放、清私搭乱建”农村
“六清”为重点的四次大规模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活动，对辖区内主干道两侧、企业园区周
边、村内街头巷尾、进出村道路沿线、村庄接
合部、河道汪塘等区域环境卫生进行重点清
理，掀起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高潮，为美丽文明
乡村行动筑牢创建基础。

——— 开展农村“通巷、清沟、整塘”专项
行动。以整治街巷、沟渠、塘坝为重点，着力
清除村内大街小巷、房前屋后、房屋顶上“三
大堆”以及乱搭乱建、占道经营等；清除沟

渠、河道、汪塘中淤泥杂物、漂浮垃圾，整治
养殖污水排放，修砌整治岸堤，确保街巷整
洁、沟渠通畅、水清堤固，有效避免垃圾漂
流、搬家移位等现象。

——— 开展农村“清边、理线、拔钉子”整
治行动。彻底清理村庄“四边”积存垃圾、卫
生死角，清理村边杂草杂物、乱堆乱放、私搭
乱建、残垣断壁，该修路的修路，该绿化的绿
化；清理村与村连接线，按照属地管理，清理
沟渠垃圾，整修路肩坝，进行绿化补植；治理
片区视野范围之内的“三大堆”等突出“钉
子”问题，集中清理河道汪塘，杜绝“垃圾回
潮”。

今年以来，全区各项综合整治活动共出动

人工约1 . 4万人次，累计清理积存垃圾5 . 83万
吨，硬化道路110 . 04万平米，栽植绿化苗木
135 . 7万株，美化墙面30 . 16万平米，安装路灯
4325基，有效改变了农村环境面貌。

确保长效运转

设施覆盖 机制健全

进入7月份以来，凡是到过高兴镇丁家大
村的人，都会赞一声：“这里真是干净！”更
难得的是，这里不仅街道干净，连小巷子、小
胡同也同样干净，全村呈现出整洁秀美的田园
风光。

以丁家大村为代表，今年以来，高兴镇先
后投资近70万元用于环卫建设，新购进移动式
垃圾箱20个，桶式垃圾箱180个，对已损坏的垃
圾桶予以更换，对个别不能胜任的保洁员进行
了调整，全镇环卫一体化工作进入出专业化、
常态化轨道。

像高兴镇一样，岚山区 8个乡镇（街
道），421个村居社区已经实现了户配小垃圾
桶，村配保洁员，区、镇、村三级环卫设施达
到了全覆盖。

据统计，目前，该区共建设乡镇垃圾压缩
中转站8处，配备大型垃圾运输车4辆、勾臂式
垃圾运输车87辆、移动式垃圾箱1818个，乡镇
环卫办配专职管理人员16名，镇、村配保洁员
1566名。

有了设备与人员保障，还要看运转机制是
否健全。为此，该区制定了《岚山区城乡环卫
一体化考核验收办法》，健全完善“户集、村
收、镇运、区处理”运行机制，加强调度、督
导、考核，确保户内垃圾入桶、保洁员清理垃
圾入箱、乡镇运送垃圾入站、区统一运输垃圾
进场。今年以来，各乡镇街道集中清运处理垃
圾共约7万吨。此外，岚山区还将城乡环卫一
体化验收工作与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相挂钩，
充分调动了各级各部门加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
的积极性。

□ 本报通讯员 王田 王婕

6月19日，日照市城乡环卫一体化群众满
意度电话调查数据显示，岚山区黄墩镇获得
9 . 62分，位列全市第一。该区8个镇（办）平均
分为9 . 481，位列全市前茅。群众的满意，缘于
岚山区采取的系列扎实举措，使环境变得更
美、更靓了。

采访中，碑廓镇大湖村王桂香老人说：
“现在庄户人家房前屋后都干净了，沟里湾边
的垃圾不见了，环境美了，空气也新鲜了，俺
越活越壮实了……”像王桂香一样，岚山区城

乡积存垃圾清理活动开展以来，全区42万群众
都普遍感受到了环境治理带来的新变化，满意
度指数飙升。

为破解“垃圾围村”这个难题，该区创新
实施网格化管理。按照“化大为小、化整为
零、精细化管理、全覆盖保洁”的原则，科学
合理划分网格。目前，全区各乡镇街道共划分
各级网格449个，明确各级网格责任人449名，
实现了网格化运行全覆盖。该区还创新实施环
卫保洁“智能化管理”。其中，黄墩镇研发的
“垃圾清运处理GPS定位实时管理系统”，对
全镇垃圾箱实时监控，垃圾箱满自动报警，并
对垃圾清运全程定位、跟踪、管理和调度，实
现垃圾清运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

打造了“全方位、无盲点、全覆盖”的大格
局，破解了“垃圾围村”难题。

该区采取“筹资筹劳”和拨放专项资金两
种方式建立环卫资金专项制度。区财政投资
4890万元，按每20户设置一个垃圾桶、每120户
设置一名保洁员的标准配备垃圾桶和保洁员，
在全区配备1566名保洁员和1614个移动式垃圾
箱。同时，建设移动式垃圾压缩中转站9个，
配备大型垃圾压缩箱运输车4辆、垃圾压缩箱
11个、勾臂式垃圾清运运输车87辆以及各式垃
圾桶、垃圾箱3458个，实现了环卫设备镇村全
覆盖。该区8个乡镇街道还通过“筹资筹劳”
方式筹资848 . 21万元，区、镇两级分别按照筹
资额40%、30%的标准，配套补助资金339 . 28万

元、254 . 43万元，共计1441 . 92万元，确保专款
专项用于保洁员工资发放和环卫设施配备。

岚山区还将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纳入全区
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制定了《岚山区城乡环卫
一体化考核验收办法》，加强环卫保洁工作的
督查考核，健全完善垃圾清理清运日常工作台
账，探索实行环卫保洁效果及垃圾清运量与村
“两委”成员、保洁员工资挂钩制度。落实网
格化责任机制，村与村连接处、村内卫生责任
区之间设置环卫保洁网格责任牌，明确卫生区
域、责任人、保洁员。及时做好垃圾清运工
作，做到箱满即运；在高温、雨季等易造成垃
圾腐烂的特殊天气，做到垃圾日产日清，确保
周围空气无异味、环境整洁清新。

□李丽 周扬帆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去年12月底，我们村新两委

班子一上任，就开始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修订
《村规民约》，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征求意见，
一方面是让规章制度更有公信力，另一方面希望
村民都参加到依法治村的工作中来。”岚山区安
东卫街道辛庄子村党支部书记侯加明介绍说。

在安东卫街道，《村规民约》并非新鲜事物。今
年，该街道在去年年底全面完成新一届村“两委”
班子换届工作基础上，32个村居（社区）纷纷针对
村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规定制定和完善修订新的《村规民约》。这些切合
当地实际的村规民约包含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民
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主要内容，是村民
共同约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行为
规范，易记、易懂、易行。村民用自己制定的《村规
民约》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有利于加强基层
民主法治建设，确保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增强
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

□尹淼 成雪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这里原来是一片露天垃圾

场，臭气熏天，小公园建成后再没人乱倒垃圾
了……”在岚山区高兴镇毕家村一处新建的村头
公园里，绿树、红花、小径、新栅栏点缀得异常
漂亮，不少村民在这里聊天、休息。

近年来，高兴镇党委政府坚持把创建意识、精
品意识贯穿生态文明建设中，大力打造经得起时
间检验、人民群众心坎上精致工程。在生态文明创
建工作中，该镇注重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
求。针对村民反映强烈的露天垃圾场问题，该镇在
多方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变废地为宝地”，变垃圾
场为小公园，创新创建农民自己的绿色宜居家园。

“创建为大家，创建靠大家”。高兴镇在生
态文明创建中，从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找切入
点，创新建设、建设精品，让生态文明红利惠及
每位村民，提高村民生态环保意识。目前，高兴
镇垃圾场变身小公园共6处，硬化道路近2万平方
米，垃圾场的变身，不仅改变了村民不良习惯，
同时塑造了农村优美环境，将口号落到了实处。

□孙慧妮 刘青汉 报道
本报日照讯 “高家村村委东的垃圾箱满

了，请你及时清运。”7月15日，在日照市岚山
区黄墩镇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调度中心监控平台
上，操作员戴金看到高家村村委东等26个垃圾箱
图标变红后，通过待清运垃圾箱报表，给垃圾清
运员辛全华等人下达了清运指令。

借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东风，黄墩镇首期配备
224个垃圾运输箱、11台垃圾运输车。如今，设
备配齐了，如何保障设备正常运转，如何确保垃
圾真正按要求清运，如何调动好保洁员积极性，
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为此，黄墩镇自行研制开
发了一套“智慧环卫—垃圾处理GPS定位实时管
理系统”，并把它纳入了全镇“智能乡政平
台”，全程监控日常垃圾清运。这也是岚山区首
个投入运行的垃圾处理信息化管理系统。

分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镇领导牟晓华说：“整
个监控系统由GPS监控平台、车载终端、LED信息
显示屏和驾驶员、督察员手机短信平台等组成，环
环相扣，实现管理全方位全时段覆盖。”

“垃圾箱满没满，清运员工作如何，智能化管
理模式的运行，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对垃圾
箱和清运过程的双定位，垃圾清运实现24小时智
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管理和调度。在黄墩，‘户
集、村收、镇运、区处理’的一体化垃圾收集处理模
式落到了实处。”黄墩镇党委书记王东亮说。

□张西竹 王召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7月6日下午，见到岚山区巨峰

镇刘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马先放时，他正领着十余
名村民清理路面。这是该村开展环卫一体化整治
以来的第20天。马先放说：“现在吃着猪肉，住着大
屋，却还踩着垃圾，不好看啊。村民生活条件好了，
素质高了，环境卫生更要提上去！”

思想认识到位，给老百姓干事的愿望就更加
强烈。从6月中旬开始，该村每天30多名劳力，
清理积存垃圾，清理三大堆，清理沿街菜园杂
物，清理路两侧乱石堆建筑垃圾。尽管村庄布局
分散，环境卫生基础差，该村丝毫不松懈不退缩。
实事求是，立足村情，一步步先易后难，先清理疑
难垃圾堆积点，从面上对全村梳理一遍。村两委成
员、村民小组长一天不休，小组长申永聚最有感
触：“最近几场雨都在忙清街，地里农活全扔了。”

为了给村民一个村美路洁的环境，清街工作
总会损及部分村民的不合理利益。在清理工作
中，先后拆除4座破屋，清理路边菜园10余亩，
有的村民有抵触情绪，村两委连夜入户做通工
作，在公众利益大局面前，他们纷纷表示理解支
持。目前全村共动用大型机械3台，翻斗车1辆，
清运各类积存垃圾2000余吨，修建文化墙60米，
购置垃圾桶20个，发放小垃圾桶600个，6月份全
村转运垃圾50余箱，已砌成水渠300米。

岚山区采取扎实举措，使环境变得更美、更靓———

449个网格打造城乡环卫一体化

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工作先进区”荣誉称号

岚山：生态文明村覆盖率达70%
安东卫街道：

“村规民约”

助推依法治村

黄墩镇：

农村垃圾处理

全程监控

高兴镇：

垃圾场“变身”小公园

巨峰镇：

刘家沟村变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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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在日照市岚山区，生态文明不仅是城区的独享，更体现在农村，体现在村头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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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山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社会力量和各种资源向生态倾斜：区财政每年设立2000万元专项

资金进行生态文明乡村建设；每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数据显示，近3年来

该区在生态文明乡村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 . 87亿元，有效引导社会、群众投入资金1 . 3亿

元，全区共创建生态文明村266个，覆盖率达到70%。

■图说“美丽岚山”

近年来，岚山区抓住生态文

明乡村建设这个总抓手，进一步

明确工作思路，强化措施落实，

通过连线成片加强“五化”建

设、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

聚力推进美丽文明乡村行动。一

年来，美丽文明乡村行动片区累

计清理积存垃圾5 . 83万吨，硬化

道路110 . 04万平米，栽植绿化苗

木135 . 7万株，美化墙面30 . 16万

平米，安装路灯4325基。

图1：黄墩镇草涧村全貌

图2：碑廓镇王东山村全貌

（照片由岚山区委宣传部提供）

图图11

图图22


	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