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谭亚廷黄毅）

时值隆冬，阳光和煦，在镇平县石佛寺镇赵河西岸

的玉佛大道，宽阔平整的道路干净整洁，道路两旁

林木葱郁，高楼林立，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手拿扫

帚、簸箕、铁锹等工具干得热火朝天。不只是玉佛

大道，在石佛寺镇的大街小巷、村庄社区处处可以

看到这样的景象。

为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该镇统

一部署，整体推进，掀起了全力打造整洁卫生、规

范有序、生态文明的人居环境的热潮。

该镇自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充分发

挥镇区网格化管理联合党委带动作用，组织全体

党员、网格长、网格员，以“党员带头、干部先行、群

众响应”的方式，围绕主次干道、大街小巷、市场、

建筑工地、园林绿地、老旧村庄、棚户区等地的环

境卫生死角，进行全方位整治，辖区颜值持续增

“新”。

乡村之美，既有生态宜居“面子”，更有乡风文

明“里子”。冬日的傍晚，晁陂镇裴营村的农家书

屋内暖意融融，一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

习会正在进行，村里的党员干部和致富“能人”都

早早地吃过晚饭来到了这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出台了更多实打实的

政策，只要踏实肯干，咱们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学习会上，说起

现在的生活，年过七旬的裴生敏中气十足，脸上洋溢着幸福。因

为有着丰富的红薯种植经验，裴生敏荣获“全国科普推广先进个

人”称号，别看年龄大，他十分爱读书看报，经常到村里的农家书

屋“啃书本”。

“白天在地里忙，晚上抽时间来学点专业知识，也想搞点‘科

研’。”裴生敏说，之所以红薯事业干得红红火火，农家书屋功不可

没，“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读书少，学问浅，很多技术都是摸索出

来的，村里农家书屋对我来说是学习理论知识的‘充电站’。”

裴营村农家书屋管理员介绍，现在书屋共有书籍2500多册，

涉及党史、农业、技术等6大类，基本能满足农民的阅读要求。乡

村阅读气氛越来越浓厚，书屋人气渐旺。

“前些年，特别是到冬季，村民没事就打牌、喝酒，把村里弄得

乌烟瘴气。现在好了，村民们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学习上了，

邻里关系也更和睦了。”村干部裴少瑞说。

近年来，该县以村党群服务中心为平台，规范农家书屋建设，

配齐各类图书，重点充实跟农业知识、乡风文明、法律常识等有关

的书籍，同时不断更新图书种类，满足村民的不同需求。

农家书屋“搬”到农民家门口，农村的公共文化资源触手可

及，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直接的载体。乡亲们到农家书屋

“充电”学习成为时尚，现如今在镇平县的乡村，书香阵阵正浸润

着广大乡亲，文化建设在引领风尚、教育农民、服务农业以及推动

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今的镇平大地，乡村环境宜居宜业，村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一幅村庄美、产业兴、村民富、底蕴厚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为扎实推进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

行动，推动种植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一批全

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我省四基地入选。

我省入选的四个基地分别是：延津县榆林乡等优质专用小麦

“三品一标”基地、正阳县熊寨镇等花生“三品一标”基地、三门峡

市陕州区张汴乡苹果“三品一标”基地、扶沟县城郊乡等蔬菜“三

品一标”基地。

2021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

动，指导各地聚焦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在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呈现四个特点：

一是生产管理水平高。基地优良品种覆盖率95%以上，推广节

水、节肥、节药绿色先进生产技术模式，产品质量稳定。二是规模

化程度高。大部分粮食、油料、棉花基地面积超过1万亩，糖料、

蔬菜、茶叶、水果基地超过5000亩，中药材、蚕桑基地超过1000

亩，生产基地呈规模化发展。三是产品品牌响亮。基地产品获得

农产品地理标志或农产品产地合格证认证，区域公用品牌或企业

品牌有一定市场影响力。四是示范带动能力强。大部分基地由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牵

头，示范带动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经营。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制定印发《“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

行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创新提出构建“2+4”现代畜

牧业产业体系，着力打造生猪、家禽两个万亿级产业和奶畜、肉牛

肉羊、特色畜禽、饲草四个千亿级产业。到2025年，全国畜牧业

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奶牛、生猪、家禽养殖率先基本实现现

代化。

《规划》提出，到2025年，猪肉自给率保持在95%左右，牛羊

肉自给率保持在85%左右，奶源自给率达70%以上，禽肉和禽蛋

保持基本自给。同时，实现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能力大幅提高，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0%以上，形成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绿色

循环发展新方式。在现代化建设目标上，实现畜禽核心种源自给

率达到78%，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78%以上，养殖、屠宰、加工、冷

链物流全产业链生产经营集约化、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迈

上新台阶。

具体来看，在生猪发展目标方面，确保猪肉产能稳定在

5500万吨左右，生猪养殖业产值达1.5万亿元以上。同时，着力

提升发展质量，加强产能调控，缓解“猪周期”波动，增强稳产保

供能力。在家禽发展目标方面，禽肉、禽蛋产量分别稳定在

2200万吨、3500万吨，保持基本自给，家禽养殖业产值达1万亿

元以上。 （李志勇）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付忠于）“在

这次农村人居环境观摩评比中，宿鸭湖街道

虽然获得第一名，但与上级要求和人民群众

的期盼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再接再厉，为

建设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继续努力奋

斗……”近日，在汝南县农村人居环境集中

整治观摩评比点评会上，获得第一名的宿鸭

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伍刚的发言赢得与会人

员一阵掌声。

农村环境整治集中行动开始以来，该县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工作

思路，决定把为民办事的擂台摆在村头，从

2021年12月起，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督导观摩考评，按照评分标准对乡镇进

行现场评分，奖优罚劣，让全县党员干部在为

民办事中践行初心、彰显担当。

“我们在人居环境整治中不等不靠，发动

外出成功人士捐款12万多元，在陈庄组建起小

游园……”该县韩庄镇西马庄村村支书申杰的

介绍，赢得前来观摩的县委书记李卫明的称赞。

与西马庄村一样，和孝镇梁岗村、南余

店乡薛庄村通过发动外出成功人士捐款解

决了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难题，使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宿鸭湖街道在突出群众主体的

同时，还借鉴城市管理经验，对农户进行门前

“六包”（即包院内卫生、包清理房前屋后卫

生、包门前屋后绿化、包危房违建清理、包小

广告清理、包户厕卫生达标），让农户主动参

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来。

“县委把擂台设在村头，让我们感到有

压力也有动力。”留盆镇党委书记张立祥说，

“我们将以观摩评比为契机，结合当地实际，

攻坚克难，让农村尽快净起来、绿起来、亮起

来、美起来。”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岩）

2021年12月26日，走进郸城县城郊乡屈庄

村，水泥路平坦笔直，房前屋后花草围绕，村

内的文化广场上，村民悠然散着步……

“自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

我们村共治理坑塘5个，改造厕所175户，硬

化土地1.5万平方米，种植绿化树1000棵，

花园、菜园随处可见，曾经乱堆乱放现象一去

不复返了。”屈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坤说。

屈庄村的变化只是城郊乡人居环境整

治成果的一个缩影。

该乡采取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

与方式开展人居环境提升，引导群众自觉改

院、改厨、改线、改厕，清理卫生死角，整治庭

院环境。每月评选出典型模范，挂牌表彰，以

点带面，正面引导，形成由“要我做”变成“我要

做”的行动自觉，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该乡还通过治理“两废四空”

（废闲地、废坑塘、空心村、空闲地、空宅基、空

宅院），有效改善了全乡人居环境，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村富民强环境美的乡

村振兴路。

据介绍，该乡王楼、曹英庄等村将整治

的23个废弃坑塘出租，建设鱼塘、垂钓园；谷

集村将20多亩零散废闲地与群众置换，整合

出连片土地，建立了创新产业园，入驻企业两

家，成为村级带贫点，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10万余元，同时带动30多名脱贫户、监测户

务工就业；杨楼村将空闲地租给特色种植户，

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如今房屋美

了，路面干净了，我们生活的环境更舒适

了。”2021年12月24日，鄢陵县马栏镇群

众谈及人居环境整治带来的变化，欣喜之

情溢于言表。

马栏镇是我省评出的第一批“美丽小

镇”之一。“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役正

式打响，坚决不能丢掉历史名镇和美丽小

镇的荣誉称号，不让明珠蒙尘，景色蒙灰。”

鄢陵县副县长、马栏镇党委书记李淼在马

栏镇第一次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推进会上坚

定地说。

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该镇以党建

为引领，把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房屋安全隐

患治理、违建拆除等多项工作纳入人居环

境改善这盘大棋中，统一调度，分工协作，

齐抓共管。

该镇坚持动员群众，突出居民的主体

作用，创新宣传方式，用实物奖励宣传引

导群众，发动群众。完善社区奖惩机制，

用互评“最亮街道”“五美庭院”、星级评

比等方式，让爱干净成为一种时尚。建立

督促激励机制，每周一评比，把环境好坏

与村级经费挂钩，奖优惩差。开展明察暗

访，环境整治专班每天巡回监督，及时发现

督促整改。

李淼表示，整治人居环境是一场持久

战，下一步，将持之以恒推进各项整治工

作，改善人居环境，确保美丽小镇永不褪

色。

▲2021年12月30日，商水县魏集

镇组织人员清除路边沟内垃圾。近期，

该镇组建了由镇政府机关干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乡村党员、志愿者等200

余人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各村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苏建广摄

▶2021年12月28日，淮滨县邓湾

乡罗营村组织人员在移栽柳树。连日

来，该村群众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清

运垃圾、清理院内外卫生、疏通沟渠，使

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王长江摄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红）

“真没想到，只用了20天就把火磨路边100

多间违建危房全拆了，街道整齐了，路面干

净了，看着心里就舒坦。”2021年12月28

日，在禹州市磨街乡陈庄村，几名村民称赞

道。

多年前，陈庄村因煤而富，许多村民瞄

准商机，在穿村而过的火磨路两侧建起了

100多间门店商铺。然而，随着小煤矿的关

停，大部分门店关闭停业，沿路两侧的破旧

门面严重影响了环境。

禹州市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攻坚行

动启动后，陈庄村村“两委”决定抓住这一

机遇，以拆违建为突破口，解决火磨路段环

境脏乱差问题。

该村充分利用广播、微信等多种平台，

广泛宣传拆除违建的意义。村“两委”成员

分包到户，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该村党

支部委员秦贯涛率先把自己的火磨路旁的

3间门面、3间仓库全部拆掉。秦红涛、秦磊

父子都是党员，他们自己动手，拆掉了自家

14间农家院。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该村

群众拆除违建的自觉性不断提高。

村组干部全部到一线，统一协调指挥

机械、人工。20天时间，共出动机械50多

台次，投入人工300多个工时，共拆除房屋

139间、旱厕46处、废品收购站4个、残垣断

壁32处，清理建筑垃圾200多吨。

“这次拆除违建工作改善的是环境，锻

炼的是干部，检验的是村‘两委’班子的凝

聚力。下一步，我们要围绕‘净起来、绿起

来、亮起来、美起来’的目标，持之以恒，让

陈庄的明天更美好！”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利

民信心十足地说。

农村环境整治进行时农村环境整治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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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四基地入选
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

《“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出台
打造生猪、家禽两个万亿级产业

唐河城郊乡整治人居环境 村村美如画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张朝甫杨

森）2021年年初以来，唐河县城郊乡以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抓手，

稳步推进人居环境治理，带领各村“绘画”出

一幅幅精彩画卷。

崔湾村的崔湾村的““治理工笔画治理工笔画””

走进崔湾村，村内道路全部实现硬化，

各家各户门前屋后干净整洁，广玉兰、香樟、

月季随处可见，党建公园内，村民或健身或

聊天，悠然自得。

崔湾村作为移民村，在村党支部书记崔

海超的带领下，全体村民充分发扬“移民精

神”，对村内的卫生环境实行网格化管理，每

家每户分包一片卫生责任区，自觉进行清理

打扫。

“刚开始还真不习惯，可是后来大家都

坚持了下来，而且干得好还有奖励，每天打

扫卫生也就成了习惯，村里环境整洁了，我

们住着也舒服。”村民寇慧芳笑着说。该村

每十天组织一次检查，对于打扫效果好的片

区进行奖励，充分激发了村民整治人居环境

的积极性。

周庙村的周庙村的““人文风俗画人文风俗画””

“鹿乳奉亲、百里负米、卧冰求鲤……”

在周庙村，几名儿童正对着墙上的壁画进行

诵读。原来，该村的墙壁上刻有“二十四孝”

故事的浮雕。沿着周庙村内走一遭，评选出

的“五星级卫生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等先进

典型公示在村里的宣传栏中。该村党支部

书记孟祥景介说：“人居环境整治不是靠一

个人能干出来的，必须带动全村父老乡亲一

起干，让村庄漂亮起来，让所有人都不舍得

破坏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环境。”

近年来，该村借助“全省德孝文化示范

村”的品牌进行深度打造，对村庄环境进行

大提升、大整治，村里的房屋统一了色调，主

干道两旁的墙壁上刻上了德孝文化相关的

浮雕，处处彰显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文化氛

围的营造也大大提升了村民的人居环境整

治的自觉性，不乱扔垃圾、及时清扫卫生成

了村民们的共识。

党坡村的党坡村的““红色中国画红色中国画””

隆冬时节，草木凋零，但在党坡村党建

主题公园内，仍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

象，令人赏心悦目，吸引了大批周边群众在

此游玩。

今年以来，党坡村以进一步打造党建公

园为突破点，对园内基础设施和党建内容进

行改造提升，补栽树木500余棵，整体面貌焕

然一新。

同时，该村进行了道路提升建设试点工

作，铺设人行步道6公里，改造墙体立面3.2

万平方米，新修小桥39座，翻新花坛80余

座，同时设立党建知识栏20个，在改善群众

生活条件的同时，增添了乡村的红色“颜

值”。“以前路边都是枯枝荒草，公园也破旧

了，让人看着闹心。现在不一样了，吃完饭

能从家门口直接散步到公园，感觉特别好。”

在人行步道散步的党大爷夸赞道。

眼下，该乡正积极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先期投入600万元扶持各村进行整村提

升，建立了网格化管理制度，定期观摩评比、

奖优罚劣，向各村分配了人居环境整治资

金，向着建设美丽宜居“样板乡”的目标努力

奋进。

治理“两废四空”擦亮乡村底色 干群齐心 确保“美丽小镇”不褪色

环境整治“擂台赛”让乡村美起来 为道路“修面整容”

郸城县城郊乡 鄢陵县马栏镇

禹州市陈庄村汝南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