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双凤镇双周公路一直向
西，路旁的水杉林绵延数公里，斜
塘河碧波向前，勤力村“小桥、流
水、人家”的水乡风貌逐一呈现在
眼前，宛若一幅风景画，美不胜
收。依托水乡的生态优势，近年
来，勤力村在农业生产中慎用农药
化肥，生活污水100%接管，不断减
少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同
时，实施严格的垃圾分类政策，持
续加强“美丽河湖”建设，打造水
清、岸绿、景美的水乡地标。

福地双凤，因水而美，因水而
兴，境内有202条大小河流。经过
连续两年的生态美丽河湖建设，双
凤镇已建成16条生态美丽河道。

通过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双凤镇深化“河长制”改
革，全面完成黑臭河道治理，河道
断面水质达Ⅲ类及以上的占比达
60%。3个村获评苏州人居环境整
治示范村，7个村获评苏州市水美
乡村，双凤镇获评苏州市水美乡
镇，为我市生态绿色发展建设提供
坚实的河湖基础和生态保障。

聚焦乡村颜值提升，双凤镇将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推动村庄环境由干净整
洁向美丽宜居升级。在此过程中，
双凤镇将切实加强水美乡村建设，
跳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之舞”，
努力成为乡村振兴的美丽“水舞

者”。今年，双凤镇将投入约650万
元，再完成15条生态美丽河道的建
设。同时，注重水景观的整体提升
和水文化的深度挖掘，落实常态保
洁和长效管护，不断彰显水在生态
环境中的中心地位，持续营造美丽
和谐的水乡风貌，为乡村全面振兴
夯实环境基础。

双凤镇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22年全镇十件民生实事项目中，
水美乡村建设工程就位列其中。今
年，双凤镇将疏浚河道19条，通过对
乡村河道进行岸坡整治、建设木桩护
岸、种植水生植物，不断推动辖区河
道的美化提升，进一步彰显“福地水
乡金双凤”的生态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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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提升
绘就太仓“最美乡村”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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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是农民群众的

深切期盼。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顺利完成，太仓农村人居环

境全面改善，乡村“颜值”越来越高。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疫情防控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两手抓”，在扎实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以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为抓手，以更高标准、下更大功夫，全

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成效逐步显现。

>>>

>>>

城厢镇太丰社区“靠拢点”位
于老昆太路北侧的花墙村顾村组，
那里一排排村民的新居正在加快
建设。这些三层新居粉墙黛瓦，建
成以后，有望成为全市农村集中居
住小区中的一个亮点，同时极大改
善入住村民的生活环境。

太丰社区是一个村改社区，地
处城西城乡接合部，曾经是城厢镇
的人居环境“洼地”，违建成片、环
境脏乱。近两年，城厢镇持续对
这一区域内违建进行了整治，到
去年底，基本实现了违建清。在
违建带整治的同时，还在花墙片
区启动了特色田园乡村创建，曾
经脏乱差的典型城郊村，通过创
建成为水清岸绿的小村，并被评为
江苏省第五批次特色田园乡村。
这个“靠拢点”的建设，将进一步提

升区域整体面貌，彰显江南水乡韵
味。

与太丰社区类似，位于城厢镇
最南部的新农村曾是另一个环境

“洼地”。该村与上海嘉定相邻，外
来人员多，村民违建多，作坊和废
品收购点多。城厢镇连续两年开
展环境整治大行动，实现了全村域
无违建。同时，新农村开展了河道
绿化提升行动，在15条河道两岸进
行了绿化建设。去年，新农村又启
动了大长泾和陆华泾两个自然村
的苏州特色康居乡村建设，新建了
车位、绿地、健身场地、小游园、小
广场等，使两个自然村的环境面貌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目前，新农村正以这两个点带
面，加快实施宜居乡村全覆盖建
设，整体上提升了村容村貌和村民

的生活品质。
“近年来，我们始终把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农业农村工作重
点加以推进，并且取得明显成
效。如电站村、东林村不仅环境
好，村级经济也很发达；永丰
村、万丰村在生态环境和产业发
展上也各有特色。”城厢镇相关负
责人说，新农村和太丰社区等曾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
成了全镇生态和人居环境的“洼
地”，现在这两个村、社区的生态
环境、生活环境得到了持续提
升，为“善美城厢 幸福家园”奠
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下一步，该镇将加大工作力
度，精准施策，整体推进全镇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让全镇的
村庄环境更美、更宜居。

本报讯（记者 李华）昨天下午，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召开2022年度高标准池塘改造推进会，
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据悉，
今年我市将完成3500亩高标准鱼池改造，实现
高标准池塘全覆盖。

池塘养殖是我市渔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也
是水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保障，推进高标准池
塘改造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快
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率先基本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

今后，相关镇（街道）及各相关部门将协同
配合，落实工作举措，全面推进高标准鱼池改造
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调动养殖主
体自主改造积极性。向全市养殖主体发放养殖
池塘改造告知书，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养
殖主体自主开发改造。

此外，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将出台高
标准鱼池长效管理实施方案，开展市、镇、村三
级网格化监管，对全市养殖池塘进行监测，并对
不达标的及时勒令整改。

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布置了2022年各镇
（街道）高标准鱼池改造任务，各镇（街道）和相
关科室、站所分别围绕改造重点作了交流发言。

改造高标准池塘3500亩
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薛海荣）日前，沙溪镇启动了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进一步提高土地
的产出效率，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这几年，项桥村的农田基本流转到了村集
体，粮食种植实现产业化。但是农田基础设施
薄弱，成为产业发展短板。今年，该村高标准农
田改造提升项目将分三个标段开展，对总面积
4453亩的项目区进行平整土地，重新划分田块
大小，进行沟渠、道路、泵站等设施建设。内容
包括道路硬化4700米，新建水泥渠道5980米、
8座泵站和一座农桥。

“通过对农田的整治与水利设施的配套建
设，可以做到旱可浇、涝可排，也是增强粮食生
产抗风险能力的重要举措。”项桥村党委副书记
表示，2月中旬该村召开高标准农田推进会，要
求各个施工单位做好人员疫情防控，进场要有
核酸检测报告，每天登记行程码和苏康码。做
好防疫工作的同时，保证项目进度不耽误，据
悉，该项目计划在5月底、夏种之前全部完成。

据了解，今年沙溪镇计划投资3250万元，
在庄西村、项桥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
设区域面积达6332亩、耕地面积4072亩，进一
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本报讯（记者 李华）春耕备耕关乎全年农
业生产，也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民
增产增收的必然要求。近期，天气渐暖，正值春
耕备耕春管的重要时期，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
员指导各地抢抓有利时机，一手抓农时、一手促
落实，切实推进春耕备耕工作。

保障农资供应是春耕备耕工作的重要内
容，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指导相关单
位全力抓好农资储备，确保化肥、农药、种子、育
秧物资等农资全部供应到位。同时，加强农资
检查力度，开展“春季农资打假”专项行动，强化
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执法监管，同农资生产经
营单位签订《农业投入品诚信生产经营承诺
书》，切实规范农资市场秩序。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针对春耕备耕管理措
施要求，开展技术培训，指导种植户做好小麦、
蔬菜田间管理。采取技术人员挂钩定点指导的
办法，共下派挂钩技术人员10名，下乡开展指
导50余人次。组织帮农管理队伍5支20人次，
对未能返太的外地承包户开展小麦田间管理，
深入大户承包地开展技术服务。

为落实农机保障，市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
（站所）紧扣春耕备耕等重要农时节点，加强农
机安全生产执法巡查，严厉打击拖拉机无牌、假
牌、套牌、逾期未检及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违法
载人等违法行为。此外，在3月1日~4月28日
期间，组织开展全市农机“送检下乡”，对全市
600余台拖拉机、300余台联合收割机集中开展
农机安全技术检验。

双凤农村人居环境跳出“水之舞”

放 大 特 色

城厢精准施策提升村庄环境

整 体 推 进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天蓝、地绿、水
清、村美……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持
续开展，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村庄在太仓遍
地开花。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村庄环境长效管
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治理等问题
上依然存在着薄弱环节。如何突出重点，进一
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再上新台
阶，推动我市乡村由“一时美”“一地美”转向

“持久美”？近期，我市召开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工作部署会，划出了今年的工作重点。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事关群众福祉、关乎
城市发展。从“三年行动”到“五年行动”，从

“整治”到“整治提升”，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彰显了中央持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战略定力和坚强决心。据介绍，各
地各部门将主动顺应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新
要求，坚决扛起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的政治责任，积极回应广大农民群众对建设
美丽乡村、过上高品质生活的热切期盼。扎实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以更高
标准、下更大功夫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毫不松懈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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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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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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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地说，各地各部门将坚持问题导向，

集中力量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综合考量村庄类型，区别
不同对象、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政策的

“加减乘除”。针对宅前屋后整治、农村河道治
理、农村厕所管护等薄弱环节，要主动学习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借鉴周边县市先进做法，
探索出一套具有太仓特色的发展模式。围绕

“村庄规划编制”“特色康居乡村建设”“厕所革
命”“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等重点任务，进一步
制定具体可行的整治措施，列出整治工作图、
进度表，对表作战，确保每项措施落到实处。

为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长治长
效，各地各部门将始终坚持高位推动原则，进
一步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
监督的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让基础
设施持续发挥作用。注重转变农民思想观
念，把人居环境提升与乡风文明传承相融
合，注重传承和融入良好家风、家训等文化
内容，丰富乡土文化内涵，推动移风易俗，
让共建共治共享蔚然成风。同时，在各地更
成体系、更有层次地推进“三特一古”乡村建
设，通过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打造一批特色精
品示范区，让太仓农村成为宜居宜游的“最美
乡村”。

从“三年行动”到“五年行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再提升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沙溪启动今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一手抓农时 一手促落实

加快推进春耕备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