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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官波

辽宁省庄河市“1945 模式破

解农村垃圾治理难题”经验做法

曾在第二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

型案例榜上有名，是东北地区唯

一上榜的案例。

作为辽宁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 14 个试点县之一，庄河市始

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在农村垃圾分类减

量 、“ 三 堆 ” 清 理 整 治 、 农 村

“厕所革命”、农业生产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等工作上持续发力，全

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

庄河探索“1945”农村生活

垃圾长效治理模式，构建资金保

障和长效运维机制，实现垃圾源

头减量与终端处理、定期清理与

日常保洁紧密结合，有效破解农

村垃圾治理难题。

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

示范县，庄河市因地制宜、精准

施策，全面推进“345”工作机

制。“3”即市、乡、村三级书记

带头抓；“4”即包保责任制度、

工作调度制度、督查考核制度和

宣传教育制度4项制度；“5”即通

过多种形式宣传引导，形成市、

乡（镇）、村、组、村民五级联动

的工作格局，引导群众转变观

念，群众正在从“要我美”向

“我要美”加速转变。

创 新 “1945” 垃 圾 治 理 模

式，“1”即 1 个企业——庄河市

林水集团负责垃圾全程转运和

最 终 运 送 到 垃 圾 填 埋 场 ；“9”

即由 9 个固定和移动垃圾转运站

承 载 乡 镇 垃 圾 压 缩 任 务 ；“4”

即 在 小 城 镇 镇 区 推 行 “ 四 分

法”；“5”即在村屯推行农村生

活垃圾“五指分类法”。通过推

行 “1945” 模 式 ， 农 村 垃 圾 减

量达到 71%，垃圾日处理量由

280 吨减至 80 吨，减少 500 个垃

圾箱，垃圾治理达标村 165 个，

占比 80%。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在

“清、分、修、绿、管、规”上做

文章。一是清，全面打好春季、

夏秋、秋冬“村庄清洁”行动三

大战役，投入947.9万元资金，清

理河塘沟渠495万延长米，清除整

治“三堆”6.1万个。二是分，确

立农户分类减量、村屯清扫保

洁、企业转运处理、市乡保障资

金的农村垃圾整治工作体系，农

村生活垃圾“五指分类法”群众

知晓率100%。三是修，2019年以

来完成农村改厕 7.74 万座，农村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近 93%，

全市1222家畜禽养殖场 （户） 粪

污处理设施建设率 100%，4 个区

域性粪污处理中心已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四是绿，以道路绿化为

主，提升道路绿化美化档次，村

旁、宅旁、路旁、河旁宜林地实

现基本绿化，村内主要道路实施

绿化的行政村达到 100%。五是

管，全市22个乡镇 （街道） 3085

个屯全部成立保洁队伍，配备保

洁员2935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体系实现全覆盖。六是规，《庄河

市乡村建设规划》 编制工作、48

个省市美丽示范村、土地整治试

点村及其应编尽编村规划编制工

作以及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

项规划编制工作均已完成。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以来，庄河市农村人居环境

发生了由表及里、由量到质的

变 化 ， 村 庄 环 境 干 净 整 洁 有

序，村容村貌明显改善，先后

获得“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

县”“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等荣誉称号。

记者 黄长秋
通讯员 洪锦城

修旧如旧的古厝民宅，平

坦簇新的村路巷道，小巧别致

的 亭 台 楼 阁 …… 元 宵 节 已 过 ，

福 建 省 漳 浦 县 旧 镇 镇 东 厝 村 ，

仍有不少游客到访。他们惊讶

于这座“公园式”小山村的村

容村貌，也被村庄产业的蓬勃

发展所打动。

东厝村下辖 5 个自然村，共

3400 余人。党总支部下设 3 个党

支部，有党员82名。近年来，东

厝村坚持以党建促乡村振兴，以

坚实的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

“你看，这是我们前年精心打

造的‘十里瓜果长廊’。”林德荣

是东厝村党总支书记，在他的带

领下，一批游客正兴致勃勃地走

进这条长廊。

长廊入口处有个富有创意的

“篮子”雕塑，“篮子”里盛满了

各色“瓜果”。透过长廊远眺田

园，融融春光之中，小番茄、牛

奶枣缀满枝头，大葱、包菜生机

勃勃。

东厝村传统产业为种植业，

土地总面积1.3万亩。近年来，东

厝村突出主导产业及产品，发展

农业新业态，促进村民、集体增

收。

“我们村荔枝种植面积达3412

亩，通过改良‘绿荷包’‘桂味’

等优良荔枝品种，将传统名片

‘乌石荔枝’发扬光大。”林德荣

介绍说，东厝村还大力引进杨

梅、莲雾、牛奶枣、百香果等高

优水果种植，做强做大瓜果、蔬

菜等传统特色农业，培育具有东

厝特色的“名、特、优、新”等

产品。

此外，东厝村还以“党建+

经济振兴”抓引擎，实施“党员

能人连带致富工程”，村党总支鼓

励党员致富能手、经济能人积极

探索创新。

2019 年，在村“两委”的大

力推动下，村里的党员能人投资

200 万元，建成 42 亩有机龙虾

池，目前已带动 4 户农户养殖。

积极对接引进汉农园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盆景种植基地，解决了村

里72名妇女的就业问题。林德荣

自己则带头发展现代农业，探索

大棚蔬菜种植，使蔬菜成为村民

的“致富菜”。

“农业发展起来了，我们村还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所以我们就

尝试走农旅融合的路子。”林德荣

表示，东厝村在浯江之畔，拥有

独特的自然风光，更有坐落在大

石后自然村的马王公庙，坡内自

然村保存完好的百亩油杉生态

林，以及附近的乌石妈祖庙，可

将农田景观化、果园公园化、菜

园花园化、园区景区化，尝试集

田园观光、生态旅游、乡村旅游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模式。

东厝村还在环境整治上下了

一番功夫：2019年以来，东厝村

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合计支出近300

万，其中包括水沟砌筑、公路硬

化支出69万元；村内道路两侧环

境整治80万元；修建聚心亭55万

元；全村主道两侧绿化 2 公里、

清理污水沟3.5公里等。全村现有

8座水冲式公厕，大潭头排污项目

建设现已完成并投入使用，力求

全面消除河塘沟渠、排水沟等农

村黑臭水体，全村生活垃圾日产

日清，村内设环境卫生责任岗，

建立保洁长效机制，形成村庄垃

圾治理常态化、制度化。

“村庄虽小，但田园风光好，

文化名胜多，很有玩味。”如今，

作为福建省乡村振兴试点村，东

厝村迎来送往的游客人数越来越

多。

记者 陈自林 通讯员 黄群礼

2 月 18 日，广西藤县新庆镇召开会议，邀

请种养大户谈发展、议思路，共谋乡村振兴。

“今天请大家来想听听各位在乡村振兴建设

中有什么困难或意见，我们一起面对和解决，

力争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新庆镇党委

书记吴天品开门见山地说。

吴天品的话音刚落，夏荣村的欧洲坚果种植

大户张传济迫不及待地从包里拿出欧洲坚果请大

家品尝。“实不相瞒，这是施用农家肥种出来的

效果，也算是助力乡村振兴。”张传济笑着说。

“农家肥种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我那几

百亩四季蜜龙眼也是用农家肥，去年在梧州宝

石节上每公斤卖到50元。”双同种养合作社负责

人朱芳汉说。

“我们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得注意生态资

源的保护，坚持发展绿色农业。”新庆镇镇长钟

仁奕补充说。

“今年我打算扩大种植养殖规模，但资金不

够周转，陈主任有什么贷款门路？”藤县聚富达

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汤振兆向受邀到会的藤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庆信用社主任陈裕彬问道。

“我们正在推出‘桂惠贷’，只要大家的项

目符合贷款条件，我们会给出最优惠的贷款利

率。”陈裕彬的话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种养行业很多时候是靠天吃饭，奕龙是全

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见多识广，有什么好的

销售门路说来听听？”

“我的观点是大家要抱团发展，不单打独

斗，这样有利于拓宽增收渠道。”新庆富香酒业

负责人汤奕龙的话说到了群众心坎上，赢得阵

阵掌声。

“党中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个合作社有需要请

人的，可以优先考虑聘请村里的脱贫户，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吴

天品提议。

“是的，下一步我们在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要带动更多的群众

入社、就业，共同致富奔小康。”大家纷纷表示。

大家话越聊越开，从会议室辗转到田间地头，乡村振兴的思路也越

来越明晰。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王学元 侯纯璋

近日，安徽省利辛县汝集镇

秦四庙村一派农忙景象，农户正

在大棚内栽植早熟西瓜。

在李琴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

处大棚里，脱贫户秦汉春、秦汉

祥两位老人，与其他20多名村民

一起，开穴、浇水、栽植，大家

分工合作，不一会就栽好了一棚

西瓜苗。

“现在年龄大了不能外出挣

钱，在合作社一天能挣50元，一

个月也有 1000 多元收入。”秦汉

春说。

在秦四庙村，李琴种植专业

合作社流转1000多亩地，分别种

植了药材、豆角、西瓜等，周边

农户将土地流转后，不但能按时

获得租金收益，平时在合作社参

加田间管理，还能获得务工收

入，看着设施农业实现传统农业

翻倍效益，村民们的干劲也更足

了。

在李琴种植专业合作社另外

一处10余亩的连体大棚里，春节

就已经栽植了8424西瓜苗，由于

采用了膜棚叠加技术，目前长势

良好，预计产出西瓜将比一般的

大棚西瓜上市提前至少 1 个月，

价格上也会高很多。

“合作社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同

时，就已经跟几家大型蔬菜批发

市场签订了销售合同，采取冷链

运输的方式对外销售，确保生产

多少销售多少。”李琴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秦敬峰介绍说。

秦四庙村的设施农业正如火

如荼地开展，同时带动周边村民

近百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20

多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杨伟 边皓

时下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

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军屯乡丰泽

农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

在悠闲的趣味乡村游中体验农耕

文化，享用这份自然带来的美

味。“绿色创意蔬菜”不仅为军屯

乡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更成为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军屯乡借助绿色生态资源优

势，流转土地 3000 余亩积极推广

有机蔬菜种植，建有1座智能玻璃

温室、17 座巨型拱棚、19 座日光

温室等，以及 1000 平方米的冷冻

库、储藏室，3024 平方米的智能

温室。

园区基地采用农业标准化生

产技术，广泛应用病虫害统防统

治、绿色防控、生物防治等措

施，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浇灌

200米地下岩层渗透矿泉水，确保

蔬菜等农产品质量。

军屯乡注册了“韵之缘”商

标，同时蔬菜产品纳入“济宁礼

飨”品牌目录，带动农户户均增

收2万元以上。

丰 泽 农 场 的 负 责 人 刘 勇 表

示：“我们的目的不是赚取一时的

利益，而是践行有机农业的宏伟

规划，同时更是向社会大众传递

一种有机、健康、绿色的现代农

业模式与科学消费理念。”

在这万物复苏之时，军屯乡

的农民们以敢拼敢干的劲头，挖

掘着今年的第一桶金。相信在接

下来的每个季节，农民会把振兴

乡村的致富路拓展得更加宽阔。

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付忠于 门庆庆

“我现在工作离家近，活还不

累，一月能挣2000元，真要感谢

政府的扶贫好政策。”河南省驻马

店市汝南县张楼镇河北村脱贫户

方海涛谈起自己的脱贫之路，一

脸感激之情。

方海涛年纪轻轻但身体不太

好，干不了重活、出不了远门，

靠着几亩地生活，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

去年11月，汝南农商银行招

聘营业场所大堂经理，张楼支行

行长曹阳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方海

涛，征求他的意见。一个月后，

经过岗前培训后，方海涛正式入

职，成为“上班族”。

方海涛算了一笔账，“政府

将我家纳入贫困户，每年公益性

岗位 7200 元，两个小孩政府发

放教育补贴 4800 元，我在农商

行上班一个月挣 2000 多元，再

加上媳妇平时去车间做个小工，

一 年 下 来 有 4 万 元 左 右 的 收

入。”比起以前的收入，方海涛

非常知足。

与方海涛一样，张楼镇庙

东村的贫困户李长虹也尝到扶

贫政策的甜头。2017 年 11 月，

张楼镇扶贫办和汝南农商银行

工作人员到村里宣传扶贫小额

贷款政策、现场办理扶贫小额

贷款，经过实地考察，汝南农

商银行向李长虹发放了 5 万元扶

贫小额贷款，支持他养殖波尔

山羊。

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李长

虹的羊圈一年出栏 200 只左右，

一只羊就有 700 多元的利润，李

长虹成了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

“没有政府的好政策，就没有

我今天的好日子。”这是李长虹常

挂在嘴边的话。

近年来，张楼镇党委、镇政

府采取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

工则工的帮扶方式，全力支持贫

困户脱贫。

截至今年 1 月底，张楼镇累

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281 笔、金

额698.7万元，支持帮助281户困

难群众发展种植、养殖产业，走

上致富路。

好政策带来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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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人居筑幸福
——辽宁庄河“1945”模式破解农村垃圾治理难题

浯江之畔好风光
——福建漳浦旧镇镇东厝村农旅融合促发展

“绿色创意蔬菜”拓宽乡村振兴路

靠棚致富干劲足
——安徽利辛汝集镇发展设施农业促增收

四川省岳池县苟角镇近年来成立特色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结合市场需求带领社员发展

羊肚菌、马桑菌、球盖菇等特色食用菌种植，年产值达 100 多万元，社员户均增收 1 万余元，

既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又鼓了社员的“钱袋子”。目前，当地食用菌产业向规模化种植

发展。

图为在岳池县苟角镇红朝门村，一家食用菌种植合作社的技术员在观察食用菌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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