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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

“千万工程”起步走

容光焕发好气色

近日，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深入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集

中整治专项行动，为农村增“颜值”、提“气质”、升

“品质”。

上下联动“治标”，从“要我美”到“我要美”。 郝

庄镇研究制定《郝庄镇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行动方案》，召开专题部署会，各部门、镇机关、

各行政村协调配合，建立“支部引领、区镇两级干部

包村、村‘两委’干部包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联

动机制。

内外兼修“治本”，从“外表美”到“内在美”。 各

村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 设置

党员示范岗，落实党员责任制，把党的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 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工作优势，通过党员带头干，带动村民主动干，

充分调动群众的内驱力，营造“人人参与、户户受益”

的浓厚氛围。

久久为功“治根”，从“一时美”到“时时美”。 郝

庄镇以孟家井村为试点， 探索制定并完善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长效管护方案，包括村规民约、村容村貌整

治、车辆停放规范、乱堆乱放治理等 29 项制度，打造

乡村治理新格局。 孟家井村坚持“村里的事情大家商

量着办”“农民的家农民说了算”， 利用村民大会、村

民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倾听民声、尊重民意、维护民

利、强化民管，从村民需求出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实现常态化、长效化

治理。 （王新然）

山西省柳林县：

到村工作大学生

为家乡农产品代言

立夏已过，山西省柳林县庄上镇大棚甜瓜“冲上

热搜”，趁着这波热度，到村工作大学生助农宣传员走

进大棚、基地吆喝售卖“土特产”，为家乡甜瓜、醋代

言，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服务

乡村全面振兴中注入青春活力。

柳林县庄上镇的到村工作大学生自发担任助农

宣传员，开辟了“线上”助农新方式。 利用新媒体为村

民宣传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据悉，庄上镇为了把助农

工作做深、做实、做到位，选出 1 名曾经有主持人经历

的到村工作大学生示范带头，率先开展公益助农视频

号，其余到村工作大学生作为后备人员将轮流登场进

行农产品宣介展示。

助农宣传的成果让镜头前的年轻人信心满满，扩

大农副产品的宣传“广度”，提升产品销售的“热度”，

加强助农增收的“力度”，打造乡镇助农特色品牌，助

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下一步， 柳林县将创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让

选调生、到村工作大学生留得住、干得好，让他们在农

村广阔天地大展才华、大显身手，用自己的努力在乡

村振兴道路上书写青春的答卷。

（中共柳林县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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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昔阳县：

“美德银行”存“幸福积分”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 山西省昔阳县积

极探索“‘美德银行’存‘幸福积

分’”机制 ，以“做好事 、存美

德、赢积分、兑奖励”的方式推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与乡村

振兴工作深度融合。

“村民通过注册志愿者，

可开通‘幸福存折’账户，每参

与一次志愿服务活动或文明实

践活动， 可根据活动的内容和

时长获得相应的积分， 并凭借

积分在‘美德银行’兑换相应生

活物品。 ” 李家庄乡王家山村

“美德银行”负责人说道。

据了解， 昔阳县各行政村

“美德银行” 示范点率先制定了

“幸福积分” 管理办法与实施细

则，让积分评定规则更贴近区域

实际。 同时，昔阳县各行政村“美德

银行”示范点均配备了一名“幸福

积分”专管员，做好积分评定、物品

兑换、出入库登记等工作，确保“美

德银行”管理规范有序。

目前，昔阳县已打造“美德银

行”示范点 23 个，为村民兑换各

类物品 2500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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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灵石县王禹乡

干部群众齐上阵

环境整治再发力

为深入学习践行“千万工

程”经验，进一步巩固人居环境

治理成效，山西省灵石县王禹乡

以全县“十乡百村”示范创建行

动为引领，以家美、院美、村美、

风尚美、心里美“五美”共建为主

题，围绕“一拆三清一改”重点任

务，坚持上下联动、多方参与，让

党员群众“动起来”，在全乡范围

内持续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热潮。

由于沟壑纵深的地形地势

和长期以来村民垃圾处理意识

不强等原因，位于王禹乡王禹村

东入口附近的原洼沟一带成了

附近村民随意倾倒垃圾的“隐形

垃圾场”， 这里的环境卫生治理

也成了王禹乡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的一处重点和难点。 连日来，

王禹乡动用大型机具，持续攻坚

整治，采用前期垃圾清理和黄土

覆盖 、中期植树种草 、后期环卫

设施跟进与宣传引导群众定点投

放垃圾等方式， 下大力气彻底整

治这一顽疾。

与此同时， 在王禹村外环路

沿线等地， 该乡对近期发现的几

处无功能建筑进行了拆除。 由于

群众工作做得比较到位， 村民们

不仅积极配合拆除工作， 还积极

主动地加入到街巷道路普扫 、背

街小巷和房前屋后的杂草和垃圾

清理行动当中。

在开展“一拆三清一改”为重

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过程

中，王禹乡注重听取民情、顺应民

意，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激

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主观能动

性，通过支部牵头、干部带头、群

众参与， 更多的群众在思想和行

动上从“要我做” 转变为“我要

做”，人居环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

王禹乡王禹村村民李虹说：“好

的人居环境来之不易， 我们要发

扬主人翁精神， 积极主动参与进

来， 做良好人居环境的参与者和

宣传者。 ”

为改变“一时干净、 过后照

旧”的整治弊病 ，在学习践行“千

万工程”经验，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王禹乡聚焦“党政同

责”机制，压实两级书记责任，形

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问题、

整改和责任三个清单， 统筹全乡

12 个行政村 25 个自然村涉及的

18 个方面各项问题， 明确整治时

间表和任务书，建立销号台账。 同

时，村“两委”班子人人都是监督

员，对监督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置。

吴丽芳是灵石县王禹乡王禹

村的包村干部， 她每天在完成相

关工作之余，就会主动下到村里，

与网格员逐街逐巷排查环境乱

象，并督促整改 ，同时，持续不断

宣传引导群众， 争做美好人居环

境的参与者和守护者。

吴丽芳说：“入村监督检查的

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 解决问

题的过程， 通过深入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 不仅改变了我们乡的环

境面貌， 更在健全农村人居环境

长效管护机制、 拉近党群干群距

离与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期盼上取

得了明显成效。 ”

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既是攻坚

战，又是持久战。 下一步，王禹乡

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 充分发挥

群众主体作用，按照“边整治、边

宣传、边引导”的工作思路，在“整

治提升”上下功夫，在“常态长效”

上做文章， 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让美丽乡村“靓”起来，让群众

生活美起来。 （张永祥 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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