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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以来，晋江各镇村纷纷出实策、创新招，
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村庄清洁行动热潮。

一张张村庄卫星遥感影像图，拉开了永和镇“挂
图作战”新战役。当前，永和镇又亮出“新招数”，在
组织各村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同时，每个月
重点整治一条道路，逐月逐路，以线拓面，常态推进。

永和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镇里从今年 4月就开
始组织开展“爱永和美家乡”主题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建立人居环境“周例会月分析”制度，持续实行

“红黑榜”机制，严明奖惩，保障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取得实效。

近段时间，晋江磁灶镇各村（社区）积极组织党
员义工、志愿者等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
对卫生死角进行集中彻底的大整治、大清理。党员
干部以身作则也带动不少商户、群众积极参与，推动
磁灶人居环境提升。

今年初以来，安海镇积极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并把开展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个突破口，着力细化工作举
措，掀起环境综合整治热潮，乡村面貌显著提升。

内坑镇将 6月份定为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月，针
对重点路段镇容乱象开展集中整治，使镇区主次干
道两侧景观有所提升；永和镇茂亭村设立生态公益
慈善基金，海内外茂亭乡亲捐资 40多万元，支持家
乡改善人居环境；安海镇仁寿村有序推进党群服务
中心周边环境提升工作，色彩鲜艳的手工墙绘给老
旧墙体、裸房换上了漂亮的“新衣”……

不难看出，各镇村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参与热情高涨。今年初以来，晋江市农
业农村局组织全市13个镇293个行政村持续推进村
庄清洁行动，截至8月19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39185吨、村内水塘491口、村内沟渠689.69公里、村
内淤泥1778.99吨、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615.65吨，发动农民群众投工投劳30654人次，清理
残垣断壁435处，开展进村入户宣传教育1083场次，
发放宣传资料88982份，张贴宣传标语456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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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树枝、清扫落叶、清理杂物……
烈日当空，村委会委员吴建阳和几名环
卫工人、联防队员干得热火朝天，经过半
天的修剪和清扫，树木仿佛换上了“新
衣”，路面变得干净整洁。

这是记者日前在磁灶大埔村采访时
看到的一幕。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村
里上演着。在大埔村，每个村两委都有

“双重身份”，既是村干部，同时也是一名
“环卫工”。他们穿梭忙碌的身影，形成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成了
一种习惯。”吴建阳笑着说，这些年来，在
村党委书记吴金程带领下，村两委班子成
员早已把参与环卫保洁变成自觉行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最基础的民
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
务。近年来，晋江正在实行一场农村人
居环境大“变革”，探索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晋江实践”。

如今，晋江正在把这场“攻坚战”转
化为“持久战”，让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环境变好所带来的幸福感。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基础设施
建设“短板”，才能让村民更有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这条路铺完沥青以后，不仅车好走
了，整个村容村貌都跟着提升了。”近日返
乡的安海镇新店村村民许先生欣喜地发
现，村中的主干道新瑶路段换上了“新装”，
村庄的颜值都“刷新”了。

“这条路是村里的重要干道，全长 1.8
公里，此前由于受地下管网建设开挖道路
等因素影响，路面凹凸不平。”新店村党支
部副书记许自荣告诉记者，此次道路提升
项目整体投入 300多万元，目前已全部完
工。如今，村民行车畅通舒适，村庄面貌也
得到较大提升。

这是新店村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
缩影。5年来，村民捐资超过百万元，村里
先后改造完成5条村道，还打算用3年时间
对全村道路进行“白改黑”，从而推动人居
环境改善。

来到内坑长埔村，碧水蓝天下，九十九
溪左汊长埔段与千亩农田交相辉映，生态
又宜居；沥青路干净宽敞，直达群众家门
口；主干道两侧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由
于基础设施配套不断完善，在这里，处处可
感乡村的环境之美。

2019年，长埔村被列入省级乡村振兴
试点，一批乡村建设项目开始酝酿。其中，
九十九溪左汊长埔段最为引人关注。此
前，流域水量少、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村民
对流域整治的呼声很高。

长埔村党总支书记王筑水表示，去年
9月，该流域整治开始动工，清除淤泥和杂
草，原本“受伤”的流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
风采。同时，启动长埔中路村道改造等一
批建设项目。

在整治过程中，晋江还通过典型带动、
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有序推进全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如，磁灶镇大埔、东山、
苏垵和英林镇湖美村先后被评为省级实绩
突出村，确定72个省级、泉州市、晋江市级
乡村振兴试点村，精心打造金井、英林、东
石 3条泉州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线，金井镇

“沙滩文化一站‘金’享”入选第一批泉州市
级乡村振兴最美示范线。

在乡村道路、绿化、环卫、水利、文
化、体育等设施建设方面，晋江也交出了
亮眼的“成绩单”：今年初以来完成绿化
3200 亩，全市累计 192 个村庄被认定为
初级版的“绿盈乡村”，累计在 250 多个
村（社区）建设 1000多处乡村微景观，总
建设面积超过 22万平方米；全市现有 41
个转运站，日转运垃圾 2400 吨左右，基
本能够日产日清。启动餐厨垃圾处理设
施项目（一期）、英林飞灰填埋场、垃圾中
转站改造提升、50座垃圾分类屋项目建
设，年底前将全部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对原有雨污合流管道加快改造，严格雨
污分流，累计建成农村污水管道 4566公
里；各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所有村（社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创建达标率达
100%，并建设 2个泉州市级村（社区）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目前全市共有
市镇村体育场地 3808个，体育场地总面
积共 429万平方米。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是一场需
要人人参与的“人海战”，更是一项久
久为功的“持久战”。如何充分激发村
民参与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破解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难题？

在圆满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的基础上，今年初以来，晋江组织开
展春节期间村（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大会
战和村庄清洁行动夏秋战役，在各镇推
行农村人居环境“门前三包”责任制。其
中，内坑镇黎山村、永和镇玉溪村等7个
村率先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乡村治理积
分制项目内容，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掀
起了一股攒积分、比积分、亮积分的热
潮。

“又来兑换积分啦！”日前，村民王明
爱来到玉溪村委会楼下的小卖部，用积
分兑换了酱油、饮料等生活用品。她说，
由于爱干净、勤扫地，她在环境卫生方面
加了不少分。

“实施村民积分制以来，村里环境卫
生一点一点在发生变化，村民也更加自
觉了。”王明爱说。

玉溪村党支部书记王礼海介绍，去
年12月，《玉溪村村民积分细则》正式实
行，涵盖环境整治、好人好事、善行义举、
家庭教育等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
面面。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村里的三处微
景观等公共场所的绿化养护和卫生保洁
也被一位热心村民所“承包”。根据积分
细则，该村民每月可加2000分。“有了专
人打理，不仅给村里解决了微景观建成
后无人管养的难题，还激发了热心村民
参与乡村发展的积极性。”王礼海说。

去年，晋江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晋江
市妇联开展了“最美庭院”评选活动，以
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带动全市广大家
庭积极改善周边环境，让“小家美”带动

“大家美”。
今年，晋江市将继续深入推进“美丽

庭院”创建工作，在 20个省级振兴试点
村全面推行，推荐评选省级、泉州市级美
丽庭院90户、120户，推动人居环境整治
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整体提升。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还通过征集闽南
四句、制作主题动画、利用各种媒介宣传
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中来，形成良好的宣传舆
论氛围。

“鸡飞狗跳”、畜禽粪便随地可见、臭气熏天……
因畜禽散养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一直被许多村民
诟病。为进一步切实解决散养畜禽污染问题，近日，
晋江市印发《加强三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畜禽散养行
为规范和疫病防控实施方案》，决定在74个省、市、
县三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和实绩突出村先行规范畜禽
散养行为和疫病防控工作，并确定 6个村为畜禽规
范养殖整改试点村，推广畜禽规范养殖。

家住永和镇旦厝村的邓建乐家有30多只鸡鸭，
养在北环路边的一处空地上。“以前散养的时候，鸡
鸭到处乱跑，周边和马路上到处是畜禽粪便，经常得
打扫。”邓建乐对记者说。

作为畜禽规范养殖整改试点村，上个月，旦厝村
启动畜禽规范养殖工作，全面排查家禽养殖户并开
展集中整治。

“我们不仅拆除原有破旧的栏舍，而且使用竹篱
笆对鸡舍进行隔离，现在已全部完成规范整治，村容
村貌进一步得到提升。”旦厝村村委会委员留易桥对
记者说，村民们对这项工作十分配合支持，目前共围
了 9处鸡鸭舍。同时，旦厝村还把规范饲养家禽写
入村里的自治章程，要求广大村民予以监督。

记者在旦厝村北环路看到，邓建乐家的鸡舍已
被百余米的竹篱笆围起来，看起来舒服多了。邓建
乐说，如今鸡舍周边环境干净整洁多了，到处都“亮
堂”了起来。

同样作为试点村，磁灶大埔村则以更大的决心、
更大的力度集中整治，成为晋江首个在居住区全面
禁养畜禽的村庄。

“我每年都会养三五只鸡，给孩子们补补身体。”
村民吴嫦娥住的自建房一楼有个不到5平方米的地
洞，以前她把鸡都养在这里，现在已经清理干净。她
说，以前鸡粪到处都是，臭气熏天，每天都要清扫，很
麻烦。

吴嫦娥坦言，一开始，村里号召要清退的时候，
自己的确有点舍不得。在老公的不断劝说下，她最
后也同意了。禁养没多久，她就尝到了“甜头”。吴
嫦娥指着外面的小巷说，“以前这是泥土路，清退后，
我们给它铺上了崭新的石板，环境好多了。”

“今年年底前，我们在部分试点村先行开展，
2023年，全市将全面推开规范畜禽散养行为。”晋江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张耀武表示，
希望通过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畜禽散养户规范化管
理，整体提升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水平，确保农
村生态环保工作取得实效。

整“面子”亮新招
村庄颜值更“出彩”

让畜禽“回家”
居住环境更“亮堂”

群众“唱主角”整治成果“大家享”

补设施“短板”
幸福“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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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坑长埔村，村民休闲娱乐有了好去处。

（整治前）

（整治后）

磁灶洋宅田园风光。

（整治前）

（整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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