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时评】

农村党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骨干

力量。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新形

势和新任务，迫切需要加强农村党员教育

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农村党员综合素质，为

推进乡村振兴蓄能增势。

加强农村党员教育培训，首要政治

任务就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紧密结合

农村党员实际，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

教育相结合，组织培训和个人自学相结

合，组织农村党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

和忠实实践者。

提高农村党员教育培训质量，要解决

好“教什么”的问题。只有坚持按需施教，

精准设置内容，既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

脑，又要用实用的经验技术提升致富本领、

用鲜活可信的榜样激发干事热情，党员教

育培训才能抓实抓好，让所有党员都学有

所得。

方式方法对路，才能事半功倍。确保

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取得实效，不仅要明确

“过河”的任务，还要解决“桥和船”的问

题。因此，一方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实

用为原则，面对面、手把手地进行“实战教

学”，做到学习与实用结合；另一方面要利

用好信息技术，做到线上与线下结合，不断

满足农村党员学习需求，扩大培训覆盖面，

提高培训效率。

高质量做好农村党员教育培训，离不

开必要的基础保障。这就需要推动形成组

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

的工作局面；推进乡镇党校建设，积极发挥

实训基地培训作用，打造分工明确、各具特

色的农村党员培训矩阵；整合党校老师、科

技特派员、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农村“土秀

才”等各类师资力量，打造过硬的讲师队

伍，不断提升农村党员教育培训质效。

（李 瑞）

着力锻造乡村振兴骨干力量

近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最

新修订的《安徽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指

南（2024版）》（以下简称“指南”），以科学指导

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质增效，助力

乡村振兴及“千村引领 万村升级”工程。

根据《指南》，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

施建设应遵循城乡一体、区域共享、布局合

理、环保高效、适用耐用、安全便捷、节能减

排、维护方便的原则。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应

做到：有齐全的设施设备、有成熟的治理技

术、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长效的资金保障、

有完善的监督考评制度。

按照农村人口300—500人的标准配备1

名保洁员，清扫保洁范围包括：集镇、村庄的

道路、广场游园、沟塘溪岸。其中，集镇、村庄

应做到：生活垃圾得到及时收运，无零散生活

垃圾，沟塘溪岸无生活垃圾堆放，水面无漂浮

生活垃圾。

在收集运输环节，全省应建立完善“农户

集中投放，服务企业收运”的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体系。服务企业应根据生活垃圾产生量、

作业时间、作业质量等要求，配备满足需要的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设备）和作业服务人员。

并应合理确定生活垃圾收运频次、收运路线，

确保生活垃圾收运密闭化且及时、垃圾桶（废

物箱）不满溢、垃圾不落地。

其中特别指出，农村宜采用桶（箱）装车

载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模式，取缔不符合环

保要求的垃圾池（房）、非密闭式垃圾收运车

辆及设置在沟塘溪岸边的生活垃圾集中收

集点。

《指南》提出，各地应根据村庄地形、道

路、建筑分布等情况合理设置生活垃圾集中

收集点，并应进行地面硬化。收集容器应防

雨、阻燃、防腐、抗老化，有利于自动化或半自

动化装载作业。

在垃圾处理处置方面，农村生活垃圾严

禁露天堆放、露天焚烧和简易填埋；堆放或倾

倒于沟塘溪岸；用于道路路基和房屋基础建

设的回填用土。应大力推行“市县统一处理”

模式，充分利用市、县（市、区）生活垃圾末端

处置设施处理农村生活垃圾。现有末端处置

设施服务能力不足的市、县（市、区），应提前

统筹规划新建或扩建。同时，严禁将农村的

工业垃圾、农作物秸秆及杂草、农药肥料包装

废弃物、废旧农膜、建筑垃圾、医疗废物、危险

废物以及畜禽粪污等固废混入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系统。

为进一步建立长效机制，《指南》提出，服

务企业应建立“网格长、网格联络员、网格员”

三级网格管理机制，遵照合同约定的服务范

围、服务质量标准、行业标准规范进行清扫保

洁和生活垃圾收运等作业服务。政府应建立

市场化作业服务质量监督考核评价机制，按

质按效及时付费。适时开展项目中期评估，

促政府、服务企业补差补缺，履约履责到位。

此外，市、县（市、区）应设立并公布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热线（专线）；服务企业应在显著位

置公布服务电话，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

督和媒体监督。 （檀美玲）

安徽修订最新技术指南
助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质增效

2024年4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黄佳玮 美编：小薇 09乡村振兴

本报讯“小厕所”到“大革命”，农村户厕

改造一直是改善农村生活质量、提升人居环

境的重要民生工程。近年来，六安市霍邱县

扈胡镇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推进乡村振

兴、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内容和提

升群众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全面谋划、全力投

入、全域推进“厕所革命”，确保补齐乡村振兴

短板，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助力乡村振兴。

扈胡镇按照“应改愿改尽改”的原则，认

真走访调研，了解群众意愿，召开各村研判

会，就农户厕所现状、改厕意愿等方面开展调

查摸底工作。为确保改厕施工质量，扈胡镇

根据实际，采用“三格式”化粪池，实现厕所粪

污得到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彻底改变

了传统旱厕“晴天臭烘烘，雨天粪水流”的脏

乱差面貌。在改厕过程中，严格执行“农户个

人申请、签订承诺书、村公示、镇村指导监督、

竣工验收、建立一户一档、录入省人居环境系

统”的流程，并按照农村改厕技术导则标准，

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监督改厕工作。

农村改厕“三分建、七分管”。为扎实推

进农村改厕工作，扈胡镇坚持建管并重，制定

“一村一户一方案”，建立“一户一档案”，把农

村改厕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工作相结

合，统筹规划、合理部署，在抓好改厕质量提

升的同时，突出抓好后续管护机制建设，着力

解决农村改厕“最后一公里”问题。

农村改厕，一头连着民生，一头系着文

明，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内容。从增强群众参与“主动

性”、厕所改造“实用性”、管理维护“长效性”

着手提升农村“厕所革命”工作质效，并通过

同步建立厕所粪污有效处理、长效管护机制，

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助力乡村振兴。

（程孝孝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霍邱县扈胡镇：“厕所革命”助力乡村振兴

裁剪、熨烫、缝纫

……4月 16 日，在位于

蒙城县楚村镇新塘村的

锦宇服装厂生产车间，

机器发出的“哒哒哒”声

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坐

在缝纫机前加紧赶订

单、忙生产。

工人柴瑞杰是本村

人，去年9月来到厂里上

班。“一个月能挣 4000

多元，从家到工厂只要

几分钟，上班顾家两不

误。”柴瑞杰说起现在的

工作，喜不自禁。

“企业的入驻不仅

带动近40人在‘家门口’

务工，拓宽了群众增收

渠道，还为村集体带来

每年 15 万元的租金收

入。”新塘村第一书记邱

晓瑞告诉笔者，2022年

该村申请资金将闲置校

舍改造成标准化厂房，

2023年成功招引了一家

服装加工企业入驻。

近年来，新塘村通

过盘活资产、土地流

转、劳务服务等方式，

实现了村集体经济从

无到有、从有到多的飞跃。2023年，该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70.2万元。

“村里没有钱，想为村民办些实事都力

不从心，更别说让村民过上好日子了。”提及

从前，邱晓瑞感慨地说。

新塘村有耕地5000余亩，但由于基础

设施落后，加之产业基础薄弱，村集体经济

增收乏力，曾经一段时间，村集体账户上只

有光伏项目收益分红一项资金。

为改变这一现状，该村经多方考察论

证，探索实施“党支部+种植大户+农户”发

展模式，鼓励农户将土地流转至村集体，村

集体再统一发包，交由种植大户种植，除农

户获得土地租金外，村集体还能获得一定的

劳务服务费。

“推进土地集中流转，不仅带动种植产

业发展，还实现村集体、农户双增收。”邱晓

瑞说，2023年仅此一项，为村集体带来12.6

万元收入。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直接受益的还是

村民。修村路、装路灯、建污水管网、美化村

庄环境……村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我们立足各村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制

定‘一村一策’，持续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的有效路径，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楚村镇相关负责人对笔者说，去年全

镇平均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6.6万元。

（任 雷 王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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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蒙城县庄周

街道后娄村，错落有致的民

居与河流、绿地、树木等相

映成景，构成一幅和美乡村

生态画卷。近年来，蒙城县

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将绿色发展与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相融合，不断

改善乡村面貌，打造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提升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通讯员 胡卫国 摄

和美乡村绘就和美乡村绘就
生态画卷生态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