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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闯”三字诀

推进“千万工程”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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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山西省平遥县朱坑乡南依涧村

“五个坚持”践行千万工程

绘就乡村振兴画卷

种养文旅相结合

历史名村焕新颜

自学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来，朱

坑乡南依涧村对标对表，以“五个

坚持” 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努力把南依涧村打造成“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

坚持党建引领

南依涧村始终践行党建引

领，通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

支部书记讲党课， 结合学纪教

育， 不断提升党员干部和群众的

思想认识， 总结提炼一个好规

划、一支好队伍、一条好路子、一

套好制度的“四个好”工作方针，

将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行动凝聚

到学用“千万工程”经验上来，为

该村的基层治理、 振兴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坚持规划先行

2024

年， 以南依涧村编制实

用性村庄规划为契机， 重点围绕

“一轴三区多点”产业布局，推进环

境卫生整治“先手棋”。“一轴”是依

托该乡环境卫生市场化改革第三

方公司为主，党员群众义务清扫为

辅， 清理平南路沿线主干道，“三

区”是通过配备垃圾桶，定时清运，

清理村民生活区产生的生活垃圾，

通过劝导群众主动清理，组织力量

集中整治，清理林果种植区和粮食

生产区产生的农业生产垃圾，“多

点”是要求畜禽养殖户、民宿经营

户等主体自行清理。

坚持两委主导

南依涧村两委把学用“千万

工程” 经验当做今年的重点工作

来抓， 先后召开

3

次会议专门安

排部署。 明确每月

25

日为全民

义务劳动日， 发动社会力量和群

众筹资筹劳， 重点围绕“一轴三

区多点” 开展垃圾清理行动，共

出动装载机

3

辆，清运三轮车

70

余辆次， 清扫人员

200

余人次，

清理乱堆乱放

50

余处， 清运垃

圾

20

余吨 、 路旁果树枝

10

余

吨，配备垃圾桶

50

个，自查问题

36

个，整改县级反馈问题

21

处，

并通过大喇叭、 书写标语、 微信

群、 发放倡议书等方式宣传教

育，引导群众形成自觉意识。

坚持群众主体

始终从农民群众角度思考

问题，尊重民意、维护民利、强化

民管、 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 按

照“边整治、边宣传 、边引导”的

思路， 发放倡议书

300

余份，宣

传引导群众发挥主体作用， 开展

“扫干净、摆整齐、不乱倒”行动。

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开展以来，组

织义务劳动

4

次， 出动人员

200

余

人次， 群众自觉爱护村容村貌意识

初步形成。

坚持长效治理

制定《南依涧村人居环境长效

机制》， 坚持创新长效管护方式，构

建村民共治、共管、共护、共爱、共享

的新模式，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全域、

全面、全力、全民开展。 突出“三个融

入”：一是把工作融入到主题党日活

动中。 今年全村开展以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为内容的主题党日活动

4

次，

70

余名党员参与到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既整理了人居环境，又

给百姓树立了榜样，起到带动作用。

二是把工作融入到日常监督中。 由

分管领导和各组负责人组成巡护检

查小组， 在日常活动中随时进行监

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三是把工作

融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 通

过志愿者的参与、宣传和推动，凝聚

思想共识，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多元

参与格局，今年以来，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志愿者达

200

人次以上。 （张明 刘成军 图

/

文）

乡村要振兴， 环境是底色，而

“千万工程”中，环境卫生治理提质

是硬指标、真动作，是要亮真本事、

见真成效的。 百舸争流中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 山西省平遥县中都

乡系统分析了当下的经验成效，客

观认识存在的问题不足，力求在评

比观摩与压茬推进中促使全乡环

境面貌发生“蝶变”。

在推进过程中， 中都乡注重

挖掘本土文化资源， 将环境卫生

治理与乡村文化振兴相结合，打

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景观和文

化长廊， 既美化了环境， 又丰富

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实”字当头

凝聚“握指成拳”的工作

中都乡立行整改， 紧接从实

从严从细的全乡环境卫生大观摩

大评比，实化细化评分内容，拓宽

延伸街巷观摩路线，依次村主干发

言、到村工作大学生补充、包村领

导点评、乡主要领导总结，坚决杜

绝穿靴戴帽， 县环卫局专人督导，

乡环卫所、包村干部、各村主干等

不同人员交叉评分，在互看互学互

比中真正建好机制、 创好方法、提

好意识。 过程中，全乡以“典型经

验”为重要评分项，捕捉到杜村垃

圾桶全过程机制、东达蒲村网格

+

环境治理模式、北姚村环境卫生志

愿者活动等典型成效。

“干”字为先

构建“上下贯通”的体系

责任压得不紧， 工作就会悬

空， 根基就会不稳。 中都乡深入

研判环境卫生治理的消极因素，

从三个方面压实压紧责任， 提振

干劲、闯劲。 一是挥好“指挥棒”，

把环境整治持续摆在突出位置，

定期不定期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日日反馈问题、 周周专题调度，

做到清仓见底； 二是细化“工作

表”，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目标导

向， 着力突出公路沿线、 河道沿

线、村庄沿线“三线”重点区域 ，

村村建立问题清单， 逐村逐项销

号，确保干有方向、治有成效；三

是扣紧“责任链 ”，按照“区域划

分、 责任到人、 层层监督” 的原

则， 形成主要领导靠前抓、 分管

领导具体抓 、 包村村干部一线

抓、 村干部现场抓的四大片区作

战责任落实体系。 深化“党建

+

”

载体形式，构建“支部引领干、党

员带头干、 群众自觉干” 的整治

工作格局。

“闯”字为要

开展“行之有效”的行动

一是再开展“大起底”行动，结合

自身实际研究部署摸排整治工作，落

实落细包片包街包巷责任制， 定期开

展环境卫生巡逻检查，对清扫保洁、垃

圾池堆、苗木修剪的标准细化量化，着

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新环境。

二是再开展“大动员”行动，联合乡环

卫所，同村主干道沿线的商铺签订“门

前三包”责任书，强化商户主体责任；

同时， 动员广大村民对房前屋后进行

彻底清理，鼓励互相监督，增强保护环

境卫生的自律意识，发现不卫生、不文

明行为，由 村两委包片干部视情况对

当事人进行劝导、教育、惩处。 三是再

开展“大攻坚”行动，以“清底归零”为

目标，采取“机械作业

+

人工清扫”相

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田间地头、道路

两侧、 房前屋后的卫生死角以及生活

垃圾、 畜禽养殖粪污等重点区域进行

集中处理。同时要求村内商店、饭店等

经营性场所对自身产生的经营垃圾进

行规范处置，坚决做到日产日清，垃圾

不堆积。

目前， 全乡出动大小机械

340

余

次， 清理非正规垃圾点约

120

余处，累

计回填土方

500

多方， 清理垃圾

4100

多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今后，中都乡

将以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塑形”，以更

为主动的精神力量“铸魂”，以更为有力

的工作举措“赋能”，真正以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促进“千万工程”扎实推进，交好

中都答卷。 （张明 刘成军）

天井关，因关前有三眼深井而得名。天井关

又称太行关，历史上曾改名雄定关、平阳关，为

太行陉南端第一道关口，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史上与太行陉相关的战争多与之相关， 乃兵家

必争之地，也给这里留下丰厚的文化积淀。是我

国古代一条军事、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天

井关为山西省内六大雄关之一。

天井关以南几华里，所辖“横望隘”、“小口

隘”、“碗子城”、“星轺驿”等重要关隘，由关隘

往南数公里，就是通往河南，蜿蜒于崇山峻岭之

间险要古道———羊肠坂。 太行道又称丹陉，陉阔

三步，长四十华里。 雄踞太行山南端，是太行八

陉最为重要的一条古代通道。由羊肠坂而上，为

天井关最南的第一道屏障———碗子城。 该城修

筑于唐初，是历代镇守天井关的驻兵之地。城廓

以山崖而建， 规模不大，“状如碗然， 故云碗子

城”。 如今，千年的烽火狼烟早已散尽，当年的

碗子城已是垣临倾坍，苍凉凄迷。

在太平日子里，南来北往的商旅和官差，经

由天井关时，总要停下来歇歇脚，喝口热茶，吃

口热饭，再找个干净的驿站美美睡上一觉。这里

就成为万里茶道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枢纽。那时，

天井关不再是一座令人生畏的关隘， 而是在艰

险古道上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温暖港湾。

天井关有传说中的孔子北上太行山被童子

诘难而返的拦车村回车辙、石碑、孔庙等景致。 街

上的石猴不起眼地立在路口，它刚好面朝正西，为

来往的商旅士庶指明方位。 整个天井关村里，最

高的位置屹立着一棵千年古槐。 山西人对大槐树

有着特别浓烈的感情， 大概就是因为它张开怀抱

的姿态散发着地老天荒的守望， 让人忍不住泪流

满面。

天井关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 也是浩瀚

的文化长廓。 历史上曾登临过天井关的古代帝

王有

13

位，著名将领、大臣、文学家、史学家和

文人墨客达上百位。他们的到来，不仅为古隘驿

亭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珍贵

的诗文和碑刻。这些诗文，向世人形象地展示和

描绘了天井关的自然风光和当时的社会场景，

是难得且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

悠久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然风光，重要的战

略地位，历代战争的风云际会，积淀成天井关丰厚

的底蕴。 同样古老的还有天井关村。 古道、古关、

古街、古集市、古民居、古寺庙，加上古风淳朴的

民情风俗， 构成了古村的经典风格。

2013

年和

2018

年先后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是为数不多的“双国字号”村庄。

怎样才能让这人文历史厚重的古老村落焕

发勃勃生机呢？新农村建设以来，面对天井关村

地下无资源，地面无企业，同时又是弥猴自然保

护区，二产受限的情况下，如何

蹚

出一条贫困山

区发展集体经济的新路， 这个问题实实在在地

摆在了村委领导班子的面前。 村两委紧紧抓住

了改善人居环境和促进农民创收这两大主题，

全力发展，发挥优势，政策优惠 ，筑巢引凤 ，招

商引资。 吸纳“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

占有率”的企业入驻，引进和发展项目

10

余个，

通过资源赋能、科技赋力、文化赋魂，初步走出

了一条养殖业、种植业、文旅业“三业并举 ”的

强村富民新路。

以“三通一平一投”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通

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并投资

100

万元，引进

山西诚鑫焱农业开发公司进村， 投资

6000

万元

进行规模化蛋鸡养殖厂建设， 目前已完成投资

3000

万元， 两条

20

万只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已

投入生产，并实行数字化监控，品牌化营销。

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产鸡蛋

1

万余吨，收入

可达

1.5

亿元。村集体收入：一是投资

100

万元的

分红，按

6％

的比例，年得红利

6

万元。 二是

120

亩荒地分红，第一年按经营纯收入的

1％

分红，年

红利

8

万元；第二年按

1.5％

分红，年红利可达

15

万元；第三年按

2％

分红，年红利可达

30

万元。

“以种促养，以养促种”。以鸡场每年

12

万吨

饲料需求为带动，整合北罗西饲料加工厂、关坡农

业合作社、南王庄石磨加工厂，盘活撂荒地

2000

余亩，集体增收

8

万元，群众户均增收

6000

元。

村里还成立了邻邦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起

千头猪场，集体年收入

1.4

万元。 利用闲量的房

屋引进外地人办起培训中心，年收入

3

万元。开

办均东月凝农机专业合作社， 利用光伏发电板

发电等，年集体增收

6

万元。

孔子如果再次回到天井关，看到蓬勃发展，生

机盎然的村容村貌， 一定不会回车。 可以欣慰地

走进村里看一看，他所期望的“天下大同”，在一

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目光坚定、 步伐铿锵地努力奋

斗之下，一步步化为现实！ （张明 王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