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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在安海镇，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持续
推进，镇村两级精心策划，组织全民参与、全域整治，全
力推进人居环境换新颜。

近日，记者来到安海镇曾埭村，可见村庄道路宽敞
整洁，村民的房前屋后干净清爽，门前绿植繁茂，展现出
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过去，村庄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的文明卫生意
识比较淡薄，垃圾乱堆乱放、污水乱排等情况时有发
生。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持续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强化
道路、污水管网、公厕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积极宣
传引导村民做好门前‘三包’，同时开展文明家庭评比、
新时代文明实践、党员干部示范等活动，动员全民参与
环境整治。”曾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美英介
绍，如今，村民都会自觉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维护院落
环境，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曾埭村的宜居和舒心，源于长期以来安海镇大力开
展的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做好全镇
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安海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今年以来，安海镇多次召开工作部署会，抓班子、带队
伍，组建以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亲自抓、镇相关领导具体
抓，班子成员包村、驻村干部包网格、村“两委”成员包
户、环卫指导员联系指导的“大联动”整治责任体系，层
层压紧压实责任。通过强化组织引导、镇村联动，奏响
环境整治“集结号”，切实、高效推动环境整治。

自今年年初安海镇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安
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胜鑫常带队，会同分管领导、包
村领导等深入村（社区）一线靠前指挥，督导检查重点村
的人居环境整治情况，排查问题短板，针对出现的各类
问题与重点村一起想办法、出对策，敦促问题整改落实，
通过“一线工作法”让村（社区）不敢闲、不能闲。

与此同时，安海镇以群众最关心和影响城乡环境的
突出问题为重点，因地制宜地制定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建立人居环境整治问题考评系统，明确责任单
位和责任区域，提出整治任务，并且抓好人居环境问题
的整改和“销号”。

安海镇政府办公大楼内有一面《安海镇 2023年人
居环境巡查采集整改情况通报》公示墙，上面公示着安
海各村（社区）“大联动”整治责任体系内的人员名单，并
实时更新、通报应处置的人居环境问题数、整改销号情
况，通过晒成绩、找差距、促整改，进一步巩固人居环境
整治成果。

安海镇副镇长刘延良介绍，下一步，安海镇将继
续以人居环境整治为重要抓手，构建镇村联动、合力
推进的工作格局，不断凝聚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合力；
充分发挥网格化治理机制作用，抓好网格内的巡查及
问题整改，以点带面抓好整治提升；盯紧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弱项，不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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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安海，不论是景区公园还是城
乡重要通道，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花卉在
蓝天白云下迎风绽放，给城乡增添了一抹
浪漫温馨的色彩。

“这里环境好、空气清新、风景美，每天
来运动一下，感觉很放松，很多人羡慕我家
门口就有国家级 4A景区。”家住安平桥景
区周边的陈悦是个跑步爱好者，每天下午
下了班，她都会到景区运动，“多年前，安平
桥周边环境很脏乱，没什么人来。这几年
就不同了，各级党委政府持续推进安平桥
景区建设，景区越来越美，来旅游、休闲娱
乐的人也越来越多。”

近年来，安海镇积极贯彻落实上级要
求，持续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力
度，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以安平桥景
区为例，安海镇在推进安平桥景区建设过
程中，同步推进水系的疏导，开展水域污
染整治工作。如今的安平桥景区实现

了四季有景的绿化效果，深受群众好
评。

不止景区公园绿化不断提升，
近年来，安海镇还积极统筹推进
“道路补绿、拆违造绿、节点透绿、

全面兴绿”城市绿化工程。多年
来，安海镇每年都组织多场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持之以恒打好
生态环境治理组合拳，城乡品
质不断提升。

近期，泉州南翼新区大盈
溪绿道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推
进。据悉，该项目位于安海镇
大盈溪畔，一条总长 2.6公里、宽
4米的健身步道将安平桥世遗点
和曾埭周边千亩田园风光进行有

效串联，同时，对河道岸线进行整
治绿化提升。4月 15日，泉州市城市

管理局、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与
安海镇党委政府，携手泉州市风景园林
学会，倡导、组织园林企业捐赠苗木，并在
安海镇大盈溪畔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下
一步，安海镇也将积极动员爱心企业和社
会各界力量，共同推进泉州南翼新区大盈
溪绿道项目建设及安海的生态保护工作。

绘生态蓝图，建品质城市，优人居环
境。如今，浓淡相宜的“天空蓝”和“生态
绿”已成为安海镇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
的靓丽底色。刘延良表示，下一步，安海镇
将聚焦文旅生态融合发展，努力将生态环
境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让群众乐享

“绿色福利”。

近期，安海镇新东菜市场已完成升级改造并进行试
运营。昨日，记者来到安海新东菜市场，改造后的市场
面貌焕然一新，市场整体的硬件设施、周边环境及内外
部经营秩序都得到较好的提升及改善。

蔬果区、熟食区、肉品区、水产区……改造后的市
场分区清晰，摊位整齐划一，通道地面干净整洁。市
场内，设置有电子公平秤、消费者投诉站，要求所有
商户“亮照经营”；市场外，配置有机动车及非机动车
停车位，车辆有序停放。同时，现场不间断有保洁人
员在打扫卫生，有管理人员及镇执法人员对市场内
外不规范、不文明的经营行为及时纠正，提质升级后
的市场环境获得了顾客及经营者的一致好评。

“以前来买菜都不好下脚，烂菜叶遍地、污水横
流、地面湿滑，每次随便买买就走了。现在环境好
了，买东西舒心多了，也愿意多逛逛。”正在市场内
购物的市民黄婷婷说起市场的前后变化，点赞如今的
购物舒适度大大提升。

“市场环境好了，顾客愿意逛，我们的生意才能越做
越好。”“盼着更多人知道我们市场的新变化，多来光
顾。”听到顾客的好评，周边摊位经营者纷纷接过话茬，
他们中许多是此前在旧东菜市场及后库菜市场的摊主，
看到新东菜市场改造提升后纷纷选择入驻。

据了解，改造前的安海新东菜市场已建设20多年，
因周边存在多个具有集中摊位的菜市场，因此该市场迟
迟未正式投入运营。同时，周边的旧东菜市场、后库菜
市场因建设年代较早，且缺乏较为规范的管理，周边环
境脏乱、摊贩占道经营、停车难、乱停车等问题严重。近
年来，安海镇多次推进东菜市场及其周边环境整治提
升，规范经营秩序，虽取得明显成效，但受公共基础配套
不足等因素影响，根本性问题一直无法彻底解决。去
年，安海镇耐心地与多方进行沟通，与旧东菜市场、后库
菜市场管理方协商一致，对两个市场进行拆除整治。

与此同时，为了营造一个更好的购物环境，安海镇
引进第三方机构，对安海新东菜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和规
范化建设，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舒心，买得放心。

据新东菜市场运营方、中渼菜市负责人周硕辉介

绍，安海新东菜市场历时 3个多月改造，目前已全部完
成。改造后，市场共设置摊位120个、店面34个。目前，
新东菜市场积极推进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每个摊位都
建有管理档案，每天都有管理人员严管市场经营秩序，
确保摊位整齐有序、垃圾日产日清等，引导经营户文明
诚信经营。

小小菜市场，连着大民生。安海镇综合执法队队长
苏鸿斌介绍，下一步，安海镇将继续聚焦重点，对全镇农
贸市场进行改造提升，内容包括硬件设施、卫生保洁、秩
序管理等，以提升农贸市场的标准化水平，更好地守护
百姓的“菜篮子”，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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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环境持
续改善，农贸市
场旧貌换新颜，
景区公园增绿添
彩……近期，行
走 在 晋 江 安 海
镇，可感受到城
乡环境面貌持续
改善，一幅和谐
美丽的宜居画卷
徐徐展开。这正
是安海镇持续推
进城乡人居环境
整 治 提 升 的 缩
影。

“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提
升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推进
城乡人居环境整
治。近年来，安
海镇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改善人居
环境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安海镇
党委书记陈进福
表示，城乡人居
环境既是发展问
题，也是民生问
题。安海镇将围
绕实施“深学争
优、敢为争先、实
干争效”行动，结
合安海实际，坚
持高起点规划、
高质量建设、高
效率推进城乡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
工作，不断完善
城乡基础设施，
强 化 精 细 化 管
理，提升城乡内
涵品质，为安海
高质量发展创造
更优的环境，不
断提升群众的幸
福感与满意度。

镇村联动 奏响环境整治“集结号”

安海镇各村（社区）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安海镇对人居环境巡查采集整改情况进行及时通报安海镇对人居环境巡查采集整改情况进行及时通报，，敦促整改敦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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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镇开展植树活动安海镇开展植树活动。。

安海新东菜市场整治前后对比

安平桥景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安平桥景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