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五年行动的开局之年。今

年以来，我市动员各方力量，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整治标

准，深化整治内容，充分发挥

群众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长

效管护机制，持续擦亮“现代

田园城、幸福金太仓”的底色，

取得显著成效。

核 心 提 示 >>>

清晨，冬日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薄雾唤醒
了村庄。村落入口，高低错落的影壁组成一处
别致的建筑小品，粉墙黛瓦，独具江南水乡风
韵。宽阔平坦的村道两旁，土地平整、水清绿岸；
村庄里，家家户户庭院干净整洁，窗明几净……
初冬时节，走进城厢镇各个大大小小的村落，
随处可见一幅天蓝、水清、地绿、村美的生态宜
居画卷。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就是要让我们的
美丽乡村‘入画来’！”城厢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以来，该镇紧紧盯住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细
微问题，以画工笔画的精神，用“绣花般的功夫”
精雕细琢，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各项
工作，喜获2021年苏州市农村人居环境示范镇。

据介绍，今年以来，该镇坚持规划先行，持续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累计投入资金约2亿元，打
造了一批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社会和
谐的美丽乡村。

稳步推进村庄清洁行动。积极开展农村生
活垃圾、河塘沟渠、农业生产废弃物清理，近年
来完成河道疏浚25条，长度25公里，土方33万
方，建设生态护坡5.3公里，拆坝建桥打通“断头
浜”10处。

积极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坚持“卫生、经
济、适用、环保”和“集中连片、整村推进”的原则，
全面推开户厕改造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全镇
共完成户厕改造1510个，覆盖率100%。同时，
通过结合各村公共设施布局，有序推进农村公厕
和乡村旅游公厕的规划建设，截至10月底，共建
设农村公厕37个、旅游公厕10个，其中3A级厕
所5个。

大力推进全域环境整治。深入推进“263”
“331”专项整治，共排查群租房、“三合一”场所、
消防隐患21731处，整改21725起，共拆除违章
建筑55万平方米。

全力推进国土空间全域整治。今年以来，完
成拆旧1001.22亩，拆违222835.92平方米，“清
零”地块10个……

在我市，像城厢镇这样以苏州市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示范镇创建工作为抓手，全面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并非特例。

今年以来，我市各区镇始终把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摆在突出位置，系统开展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农村“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农村
人居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整治提升

城厢争创苏州农村人居
环境新样板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
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
一项涉及面广、内容多、任务重的系统工程，不仅是一
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据悉，今后，我市将对照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文件相关要求，着眼“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围绕“现代田园城、幸福金太仓”目标定位，凝
心聚力，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持续擦亮“现代
田园城、幸福金太仓”的底色。

提升整治标准，拓展整治内容。进一步聚焦“四
清一治一改一管”。清理常年积存垃圾、河塘沟渠、农
业废弃物，清除无保护价值的残垣断壁，加大乡村公
共空间治理，加快改变农民生活习惯，提升长效管护
水平。进一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根据苏州市要
求，结合太仓实际情况，制定农村公厕两年提档计
划。到2022年底，我市农村地区计划新（改）建农村
公厕175座。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突出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运行质量，重点聚焦引导村民养成
垃圾分类习惯与提升垃圾收运队伍专业化水平，做好

垃圾投放设施日常维护以及撤桶并点、优化分类亭分
布、村级垃圾分类管理站与可回收物（有害垃圾）规范
化暂存点建设工作，切实提升农户垃圾分类参与度与
垃圾投放准确度。

从行政推动逐步转向自我管理。进一步推动我
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动工作法”（行政考核推动、干
部行动带动、群众联动促动）落地生根。其中“娄城人
居随手拍”是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群众联动促动
的重要一环，要通过常态化自我发现问题、跟踪问题、
处理问题，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效、提升宜居水平。

进一步加大乡村建设力度。以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统领全市乡村建设工作，聚焦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生活需求，进一步加大美丽太仓、乡村建
设力度。在2021年底全市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
城郊融合类村庄基本建成特色康居乡村的基础上，进
一步鼓励打破行政村域界限，拓展生态环境、风貌特
色、乡风文明、产业发展等方面内涵、将相邻自然村庄
联合、组团发展，继续争创一批人居整治提升示范镇
村，培育特色康居示范区。

扫描二维码，关

注微信订阅号“太仓三

农”，这里有最权威、最

鲜活的“三农”报道，也

有最地道、最优质的农

产品推介。

持续推进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擦亮城市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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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提升
“绣”出农村人居新图景

□本报记者 李华/文 计海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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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是一项惠民生、得民
心、顺民意的民生工程。今年以来，我市从“落实‘三
个注重’，夯实整治转向提升基础；开展‘三美打造’活
动，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夯实‘三项检查’制度，落
实严督严查”等三个方面着手，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成效逐步显现。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广泛宣传、动
员群众参与是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市注重宣传引
导，唤醒群众意识。以灵活多样、村民喜闻乐见的形
式，动员农民群众、党员志愿者等共同参与整治。另
一方面，充分发挥村党组织书记作用，持续开展“啄木
鸟”行动。截至11月底，组织宣传发动3016场次，动
员志愿者、群众参与99231人次。

注重村庄清洁，深化净美内涵。面对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的新起点、新要求，市委办、市政府办下发
《关于建立挂钩联系乡村制度的通知》，市四套班子领
导挂钩联系全市所有区镇（街道），通过全市74个市
级机关（单位）挂钩92个行政村（涉农社区），齐心协
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高品质提升。同时，9个区镇三
套班子117名领导挂钩联系 121个自然村落，“五支
队伍”持续发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力军作用，市、
镇 村三级责任任务逐级传导。截至11月底，全市74
个市级机关单位走访挂钩村294次。全市清理农村
陈年生活、建筑、白色、河岸垃圾等159448立方米，
清理村内河塘沟渠、排水沟10923处，清理归整乱堆
乱放31602处，规范养殖行为908处。

注重长效管理，做到常治长效。组织开展村庄环
境长效管理季度检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红黑榜
每月调度工作，对全市769个行政村（涉农社区）进行
全覆盖现场调度，全年下发行政村“红黑榜”3期。全
市92个行政村（涉农社区）村庄环境管理精细化、长
效化、常态化、全域化，落实村级保洁队伍148支，总

人数2753人。同时，探索建立“一张清单、一个标准、
一套考核”的新型长效管理管护办法，让村庄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成本低、易实施、受欢迎，让整治成果看得
见、摸得着、管得久。

持续推进美丽庭院建设和手绘乡村。充分发挥
“联”字优势，构建了市主导、镇落实、村实施的三级美
丽庭院建设工作体系。下发《2021年度太仓市美丽
庭院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培育苏州市级美丽庭院建
设示范村1个，新建苏州市级美丽庭院238户、美丽
庭院示范户12户；新建太仓市级美丽庭院380户、美
丽庭院示范户20户；组建太仓市“手绘乡村”青年志
愿者服务队11个，累计动员全市877名青年加入“手
绘乡村”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开展“一村一主题”墙体
绘画创作，有效改造老旧墙面，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

深入推进美丽菜园建设。制定美丽菜园标准，按
照村级申报、镇级验收、市级抽查的流程，以行政村为
单位开展美丽菜园创建工作，鼓励有条件的村集中规
划建设，达到整体环境美观、资源利用高效、村民积极
参与的效果。目前，全市81个村（社区）参与创建，在
丰富群众餐桌的同时扮靓村庄。

有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目前，全市已有5个省
级特色田园乡村、5批15个苏州市特色精品乡村试
点。城厢镇金仓湖片区特色康居示范区、沙溪镇七浦
农文旅特色康居示范区、璜泾镇长江红色农文旅示范
区等3个特色康居示范区完成建设。291个特色宜
居乡村已由太仓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工作联席会议
办公室审定命名。

此外，进一步修改完善“红黑榜”考评办法，启动
以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督查、第三方暗访检查、“娄
城人居随手拍”等三种形式相结合的督查检查机制，
进一步落实“较真碰硬、严督严考”。

精准施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 顾雪苗）冬季气温低，正是增殖
放流的最佳时节。近日，市农业农村局举办我市内
陆水域增殖放流活动。现场，21万尾（只）鱼和扣蟹
苗种被放入新浏河、杨林塘等主要河道。

今年是我市实施增殖放流的第18年，本次增殖
放流的主要品种是草鱼、鲢鱼、鳙鱼、鳊鱼，总计10.5
万尾，同时，今年还增加了10.5万只扣蟹。当天，市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及市水产技术指导站工
作人员前往苗种供应单位，对苗种检疫合格后进行
计量、验收。

增殖放流在浏河塘、杨林塘等渔业生态增殖水
域开展，旨在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以鱼调水”
的方式，对太仓水域渔业资源进行修复，优化水生生
物种群结构，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提升此次增殖
放流活动成效，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将在今后一段
时期内加大对放流水域的管理力度，为放流的苗种
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增殖放流鱼蟹苗种
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华） 12月15日，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成功举办了2021年“太仓市好味稻”大米品
鉴评选活动。活动邀请了苏州市种子站副站长周建
明、部分农技人员和合作社代表担任评委。全市13
家优质稻米种植基地携自家品牌大米参与比拼。

活动现场，冒着热气的米饭香飘四溢。专家组
成员与现场的大众评审轮番上前，先“观”后“品”，对
米饭的气味、颜色、光泽、口感、软硬程度以及米粒的
完整性进行打分。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聚丰农场
专业合作社的“渠泾大米”、小乔农场专业合作社的

“金桥大米”获得金奖；方桥明龙专业合作社、瑞璜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泰西农场专业合作社选送的
大米获得银奖；庆丰村富华农场专业合作社、凤中村
中盛农场专业合作社等选送的大米获得铜奖；万丰
村、浮桥镇合作联社等选送的大米获优秀奖。

选好种是培育好米的第一步。除了各基地选送
的南粳46优质稻米外，品鉴活动中，市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还介绍了2021年太仓市农作物品种综合测试基
地工作情况，并邀请50位专业评委对试验基地展示
的10个稻米品种进行米质评测。评委们慢慢咀嚼、
细细品尝，最终，“南粳46”品种获综合评分第一，“常
香粳1813”“苏4699”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

民以食为天，近年来，我市逐步形成了政府补
贴、市场监管、技术服务各环节紧密衔接的统一供种
服务模式，水稻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今年
全市南粳系列优质食味水稻占比超75%。同时，每
年引进示范新品种10个，新品种展示基地超1000
亩，水稻种植结构不断优化，助力全市稻米产业高质
量发展。

地产大米评选揭晓
好米种出“好味稻”

本报讯（记者 张立）今年7月份以来，城厢镇按
照上级关于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革的
决策部署，以“明确管护主体、明晰管护责任、制定管
护标准、保障管护经费”为重点，扎实推进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革各项工作，做到每种农村公
共设施都有专门管护的“保姆”。

近年来，城厢镇的农村养老事业得到了持续发
展，通过市、镇、村和社区三级投资，在全镇6个村、2
个涉农社区，陆续建成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2家。
为了让这些照料中心更好地服务老年村民，城厢镇明
确中心的日常管护都由村、社区负责，村、社区不仅制
定完善的制度，而且落实专人管理中心、服务村民。

城厢镇共有河道212条、长约256.5公里，分别
交由5支专业保洁队和9支各村组织的保洁队进行
管护，在每季度组织的镇级考核后结付保洁经费。城
厢镇镇级绿化养护面积385万平方米，除科技产业园
交由专业公司进行绿化养护，其余全部交给各村集体
劳务合作社养护，镇绿化部门和监理单位每月现场考
核打分，养护费和绩效评估结果挂钩。

此外，城厢镇的农村文化体育设施、农路农桥、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防洪工程、高标准农田、农
村人居环境等管护，也都落实了专业的队伍和人员
负责。

城厢农村公共设施
有专门管护“保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