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汾西县：

久久为功推进“厕所革命”

让农村公厕从“一时好”变“永久好”

山西省柳林县军渡村：

乡村治理全国示范

生态旅游全新地标

近日， 在最新公布的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镇名单中，山西省柳林县薛村镇军渡村榜上有名。

柳林县军渡村北接古镇孟门，西与陕西吴堡县

隔黄河而望，素有“晋西门户”“黄河古渡”之美称。

近年来， 军渡村党支部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通

过突出党建引领、强化“三治共建”、聚焦“文旅融

合”，走出一条乡村治理军渡路径，不断为乡村治理

能力提升蓄势赋能。

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位置， 军渡村深入

挖掘、整合自然、历史和红色资源，以黄河旅游、温

泉康养为龙头，打造了集生态旅游与科考研学于一

体的旅游精品区和沿黄旅游黄金线路，带动乡村振

兴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次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军渡村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下一步，

我们将按照黄河康养山村的定位，结合‘一轴四区’

规划，围绕四大旅游主题，建设一条特色鲜明、富有

吸引力的乡村旅游新路径，打造黄河沿岸生态度假

新地标。 ”薛村镇军渡村第一书记高永强说。

（闫伟 王锦辉 高欣怡 文 / 图）

山西省文水县下曲镇：

“党建 + 移风易俗”

解锁群众“幸福密码”

移风易俗是乡风文明的重要实现方式。 近年

来，为推进移风易俗，山西省文水县下曲镇坚持党

建引领，在落细、落小、落实上持续用力，移风易俗

工作稳步推进。

村规民约，“约”出文明新风尚。 乡村要美，美在

文明；民风要正，正在村规。下曲镇各村在党支部的带

领下，通过线上联系、线下讨论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

智，制定切合实际的约束性措施，经村民代表大会表

决后将纸质版村规民约“上墙”，供来往村民学习，通

过“两日”活动组织村民线下学习，利用乡村大喇叭、

五级微信矩阵线上宣传， 引导村民破除陈规陋习，卸

下“人情担”，遇事有尺度、行事守规矩。

红白理事会，“理”出婚丧新风气。 下曲镇坚持

党建引领，以实际行动破旧立新。充分发挥“一约四

会”实效，由红白理事会研究修订红白事操办标准

和办事流程，将移风易俗这一“软任务”变成“硬约

束”。 各村党员率先示范，以身作则，踊跃签订移风

易俗承诺书，严格执行规定，认真填写红（白）事办

理申报表，并接受红白理事会全程监督，推动形成

党风带民风、民风促村风的良好氛围。

道德积分超市，“积”出乡村新风貌。 下曲镇积

极探索“道德积分超市”文明治理模式。北辛店村率

先开展“积分制”工作，对全村村民日常积分进行统

计公示，并每年举办积分兑现活动。 朱家堡村根据

村情实际完善积分项目，将村民参与“胡兰先锋码

上到”活动情况、卫生清理、红白喜事简办等纳入试

运行。 积分超市以评先进、适当物质奖励鼓励群众

“攒积分兑奖励”，让“小超市”在党建引领中释放

出推动移风易俗的“大能量”。

下曲镇将把移风易俗工作当作一项长期工

作、重点工作来抓，不断探索乡风文明新模式，在潜

移默化中推动文明建设融入到思想中、落实到

行动上。 （张雅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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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泽州县晋庙铺镇大山河村：

以“农”兴乡村 以“文”促发展

以“旅”期未来

近年来， 山西省泽州县晋庙

铺镇大山河村以农业产业为基

础，以旅游休闲为形态，以风土文

化为灵魂，深度挖掘乡村价值，积

极推动旅游与乡村的自然资源、

文化价值、生态环境、特色村落嫁

接，打造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近日，“送戏下乡”文化惠民

演出走进晋大山河村，让群众在

“家门口” 乐享文化盛宴。 近年

来，大山河村依托丰富的旅游资

源，坚持规划引领，因地制宜布

局差异化全域旅游产业，还积极

地打造“写生小院 ”、民宿产业 、

特色农业等乡村旅游产业，探索

乡村产业振兴新模式， 吸引更多

的本土人才返乡创业、造福乡村，

实现了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大山河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

主任范军说，“我们村里的玉石涵

舍水蜜桃种植基地和大樱桃种植

基地，以花为媒 ，以果会友 ，助力

大山河村建设高品质水果种植基

地。 其次就是是我们的“太行明猪

香猪” 养殖基地， 利用优惠的政

策，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带动村

内人员就业增收。 以上两条措施，

实现了大山河村产业与人才双向

奔赴， 为大山河的发展提供有效

的产业支撑。 ”

大山河村紧紧围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聚焦“环

境美、产业兴、集体强”的乡村建

设目标， 通过风貌改造提升乡村

颜值， 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群众增

收，党建引领和“巷长制 ”促进乡

风文明，乡村建设造就幸福宜居，

努力打造和美乡村。

大山河村太行明猪生态园 、

乡村振兴带头人时志豪告诉记

者，“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山河

村人，在外面漂泊几年，不断学习

沉淀， 偶然接触到生态养殖这个

项目， 感觉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山

清水秀的小村庄， 目前我们养殖

了藏香猪三百多头， 下一步我们

计划做产品的深加工， 实现产业

一体化。 ”

大山河村只是晋庙铺镇人才

振兴、产业振兴工作的一个缩影，

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 带领乡

亲们增收致富带动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在晋庙铺这片广袤的沃土上

谱写了一曲“赋能乡村振兴”的动

人乐章形成了以旅兴农、 以农促

旅、文旅结合、城乡互动的乡村振

兴发展新格局。

（张莉 樊承渝 文 / 图）

资 讯

小厕所 ， 大民生 。 厕所问

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

的重要方面 ，不但景区、城市要

抓 ，农村也要抓 ，要把这项工作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

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

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今年以来，山西省汾西县坚

持用心写好微民生里的“大文

章”，从巩固衔接的“突破口”、学

习“千万工程”的“先手棋”、群众

增收的“奠基石”、 乡村治理的

“切入点”、干群关系的“试金石”

五方面着手，结合正在开展的主

题教育，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及

问题整改，以户厕改造“小切口”

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稳步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提质改造工程。

让农村公厕从“一时好”变“永久

好”，推动农业农村工作大发展。

汾西县建立“一把手”抓“一

把手”机制。

县乡两级成立了厕所革命提

质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

县长任双组长。 组织乡镇书记、乡

镇长、 县直单位负责人分期分批

外出学习观摩。 围绕“整改完善、

稳进提质”推进“问题厕所整改到

位、新建厕所质量过硬”的目标，

全面摸排起底。 建立起县、乡、村

上下联动、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县

直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推进

机制，确保工作成效。 制定了《汾

西县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标准》，

明确了三格式、水冲式、单坑加集

中式模式厕所改造指标内容。 严

把设备准入关，通过政府询价，选

取具有国家注册商标、 经过质监

机构检验合格的厕具产品供农户

购买。 严把施工监督关，采取专业

监理监督、村内“老党员、老退伍

军人、老教师”等人员重点参与，

村民代表、 群众积极参与的方法

守住质量第一关。 严把验收关，由

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

成立验收组， 按照无害化卫生厕

所模式及改造标准， 逐户逐项细

查， 对使用情况和满意度开展调

研，确保农村改厕真正做到“改一

户、成一户、用一户”。 各乡镇村坚

持重民意、护民利原则，对农村户

厕进行全面摸排， 将今年厕所提

质改造工作归类为长期整改类、

提标拆除重建和修缮类、2023 年

庭院经济及新建改造类、示范村提标

改水冲式等几大类。同时开展推进农

村公厕建设、粪污集中处理建设和管

护机制、“三边厕所”（路边、河边、街

边）拆除工作，形成了“高标推进、示

范带动、三级同抓、全面提质”的良

好局面。

筹措资金 2000 余万元 ， 按照

“分类提质、自愿申报、先建后验 、

以奖代补 ”的原则 ，给予每座厕所

按照造价总价的 60%予以补助，剩

余 40%由村“两委”、村集体经济组

织、驻村工作队、农户出资投劳。 改

厕前下发改厕“明白卡”，让群众了

解改造技术模式、施工内容 、改厕

标准 、资金补助的标准 、管护责任

的划分，做到“农户认可才施工、农

户满意才验收”。 汾西县从小处着

眼、从实处入手，深入推进“厕所革

命”提质改造工作，对 2013 至 2022

年各级财政支持的改造厕所进行

了全面摸排、分类改造，其中：拆除

重建 1174 户已完成；修缮 1504 户，

已完成 1483 户 ， 完成率 98.6% ；

2023 年新建 896 户，已完成 894 户，

完成率 99.7%。截至目前，全县改厕

基数 14420 户， 已完成改厕 9426

户，改厕普及率 65.37%。

开展农村厕所革命是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 更是一

项民生工程， 汾西县将全面加快改

厕进度，紧盯任务总数，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加快施工赶进度。严格保

证改厕质量，加强现场指导，强化过

程监管，严格验收标准，确保质量经

得起历史的检验。 全县各级领导干

部将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主动干、

带头干、亲自干，高质量抓好农村厕

所革命工作， 真正把这项工作抓紧

抓实、抓出成效，为持续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马嘉阳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