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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水泥路干净平坦、直达农家，

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安谧恬静，一

面面文化墙寓意生动、创意十足，一个个

村（居）广场宽敞平整、热闹非凡，绿树红

花相映，鸟鸣清脆婉转……一幅幅美丽的

乡村画卷让人心旷神怡。眼下，在山南的

各个村落，这样的图景比比皆是。

近年来，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对生

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积极谋划落实，

得益于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

参与、辛勤付出，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推进，

一个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实现了华丽蜕

变，让雅砻儿女尝到了村（居）环境改善、

生活品质提升的甜头。

“过去在村子里是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现在，

经过人居环境整治，村里不仅建有专门的

厕所和垃圾桶，配备了垃圾车和洒水车，

还有保洁员负责全村环卫工作。环境好

了，人人也都变得讲究了。”仲夏时节，走

进贡嘎县红星社区，只见绿树掩映着白墙

青瓦，精致的藏式楼房错落有致，一面面

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村庄巷道、房

前屋后鸟语花香、干净整洁，放学的孩子

们背着书包在夕阳下快乐奔跑……记者

很难将眼前所见和村民描述的画面联系

起来。

“我们村是 2006 年从老村搬到这个地

方 的 ，以 前 的 老 村 交 通 不 便 、居 住 环 境

差。搬迁后，红星社区就坚决把整治村容

村貌、改善人居环境作为让大家安居乐业

的一项重要内容。多年来，村里建设得越

来越好，大家集体意识越来越强，都在为

村庄美化作贡献。”居委会主任扎桑谈起

村里的变化，感慨颇多。

如今，放眼雅砻大地，无论是漫步雅砻

河畔，青山绿水之间，还是走进乡间村落，

穿行在新居古村之中，都能让人感受到乡

村的环境整洁，村庄美丽，乡风文明……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农牧民群众的希冀正逐步在人居环境整

治的浪潮中变为现实。

厕所是衡量一个地方文明的标志，直

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健康和生活品质，也关

系到一座城市的面貌和形象。

“以前的厕所一个土坑两块板，蚊蝇

成群、臭气熏天。现在的厕所，崭新的瓷

砖、时尚的洁具，一按冲水按钮，粪便经过

卫生旱厕无害化处理，没有臭味，没有苍

蝇，家里也干净多了。”琼结县琼结镇东嘎

社区的村民巴桑连连称赞道。

厕所虽然小，谁也离不了。厕所问题

是基本的民生问题，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重点、难点，也是乡村重要的文明窗口，

体现着乡风文明和宜居水平。巴桑家的

厕所改造，是山南市“厕所革命”的缩影。

从犹豫到下决心、从观望到参与，老百姓

争先恐后地进行厕所改造，“厕所革命”大

受欢迎。

“大家看到干净卫生的如厕环境后，

思想悄然转变，从顾虑到认同、支持，从

‘要我改厕’到‘我要改厕’，开启了农村群

众生活新篇章。”琼结县政协主席仁增多

吉说。

“ 厕 所 革 命 ”改 变 的 不 仅 仅 是 气 味 ，

更是卫生观念、生活方式上的彻底变革，

进而改出美丽宜居乡村。近年来，山南

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以“厕所革命”为

重点，狠抓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农村人居

环境短板，内提质量，外树形象，营造卫

生清洁、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村（居）环

境 ，让 新 农 村 不 仅 有“ 颜 值 ”，更 有“ 气

质”，不断提升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从景点到全域，从城区到乡村，从数

量增加到质量提升，从管理机制完善到

思想认识转变，“厕所革命”由表及里、由

点 及 面 不 断 夯 实 着 美 丽 山 南 的 文 明 底

色。

变 美 是 乡 村 需 求 ，关 键 还 在 如 何 变

富。

一个个特色农业产业园掩映山间，一

个个乡村旅游项目吸引游人纷至沓来，处

处涌动的发展热潮激发出美丽乡村产业

的生机与活力。

农 牧 区 要 发 展 ，资 源 是 基 础 。 在 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中，山南市不是简单地

停留在将土墙木瓦变成新式楼房，而是

对资源进行充分挖掘和创造，变资源优

势为生产力优势，变生态优势为经济优

势。

风光旖旎的错那县勒布沟，过去在崇

山峻岭中，与世隔绝。现在，这里依托优

质的旅游资源，架桥修路盖新房，开旅馆、

卖特产、办高山茶场，家家户户吃上了“旅

游饭”，让农牧民的左口袋装下“旅游钱”，

右口袋放入“产业金”。

“我们这里建设得越来越美了，文化

广场、滨江大道全都建成了，水、电、路、

网等设施一应俱全，每家每户都购置了

新电器、新家具，现在我们边境村不比城

里差。”错那县麻麻门巴民族乡麻麻村群

众 平 措 加 央 高 兴 地 说 ，“ 和 我 小 时 候 相

比，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不

光如此，我们这里还重点发展乡村旅游

业和高山茶场，集体经济搞得红红火火，

而且各类基础设施还在加速升级中，游

客也越来越多，旺季时，我家‘农家乐’都

不够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可能一蹴

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要坚持久久为

功、善做善成，着力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

丽乡村，让广大群众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山南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黄卫军说。

从面子“靓”到里子“美”，不仅仅是环

境美了，更事关农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如今，“美丽乡村”已经成为山南的一

张新名片，古老土地上的乡村田园让人更

加心驰神往。

美 丽 乡 村 入 画 来
—山南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亮点纷呈

本报记者 马静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山南市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入手，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强化环保意识、注重生态之美，并结合

农牧民安居工程、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建设等，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图为山南市错那县错那镇亚玛荣村山乡美景。

本报记者 马静 摄

山乡美景

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今

年以来，芒康县积极动员各方力

量，重点对村容村貌、生活垃圾、

污水、厕所、村庄规划与建设管护

上狠下功夫，取得了良好成效。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33 个行

政村实施道路硬化工程，累计硬

化道路 377 公里，16 个村在建农

村道路硬化工程；无乱搭乱建村

庄 26 个，主要道路已安装路灯村

庄 25个，建设健身场所 25个，3个

行政村被评为生态文明村庄，2个

行政村被评为自治区级“传统古

村落”称号。

通过“村收集村处理”“村收

集、乡处理”“村收集、乡转运、县

处理”的模式，在全县 52个行政村

实施生活垃圾处理，配备垃圾处

理设施 191 个，保洁人员 389 人；

全县已有 5 个村庄完成改水、改

厕、改厨任务，县政府所在地嘎托

镇居委会、达许村和竹卡村已完

成污水管网设施工作；今年上半

年，全县共清理各类河道长度 30

多公里，清理河道淤泥 2000余方。

截至目前，全县共建有公厕

106 座，其中旅游厕所 27 座，其他

厕所 79 座；2020 年，全县拟建 8

个农村公厕建设，现已完成 8 个

点的选点测量工作；农村户厕改

造 2019 年计划完成 970 户，现已

完成验收 750 户，2020 年计划完

成 1111户，现已完成 350户。

全 县 共 完 成 村 庄 规 划 编 制

任务 35 个村，正在编制 23 个村，

完成乡镇建设规划 16 个，实现人

畜分离 3150 户，涉及农牧民群众

19800 余人；全县共有专业化、市

场化管护队伍 6 个，财政支持建

管村庄 24 个，现有管护队伍村庄

23 个，设有管护岗位 3702 个，将

人居环境纳入村规民约的村庄

37 个，将人居环境纳入驻村工作

队“7+1”的村庄 21个。

昌都市芒康县

聚焦重点难点整治人居环境

近年来，芒康县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群众生活的环境得到

大幅度改善。

图为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传统民居。

本报记者 万慧 摄

本报巴宜电（记 者 张猛 王

珊）与全国的乡村类似，垃圾处

理问题一直是林芝市朗县仲达

村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一大难

题，分类处理、回收利用是解决

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仲达村结

合农村牧区环境整治工作，推出

“垃圾兑换超市”有偿回收新模

式，让村民从中得实惠，走出了

一条农村垃圾治理新路径。

超市以矿泉水瓶、易拉罐、

废旧报纸、塑料制品、玻璃酒瓶

等生活垃圾为主要兑换原料，同

时也收集废旧电池、农药瓶等有

害垃圾；兑换物品以酱油、醋、洗

洁精、牙刷、肥皂等日常生活用

品为主。

“垃圾兑换超市”有偿回收

新模式在兑换中树立乡村文明

新风，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三赢。在生态效益

上，逐步改变着村民原来随手丢

弃垃圾的不良习惯，有效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在社会效益上，收

集的大量农药包装物、废旧电池

等垃圾，既有效减少了农残、重

金属和白色污染，又增加了村民

的额外收入，群众主动参与处理

垃圾的意识显著增强；在经济效

益上，一方面超市的可回收利用

垃圾的销售利润反哺垃圾兑换

超市进行物品采购，另一方面超

市收集垃圾的效率相当于雇佣

了 3 名乡村保洁员，而投入的费

用仅相当于 1 名保洁员，实现了

“花小钱办大事”的目标。

林芝市朗县仲达村

垃圾兑换超市 换来净美乡村

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近

年来，卡若区坚持“先易后难、先

点后面、示范引领、有序推进”的

原则，持续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切实提高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效。

完善基础设施，健全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按照“户分类、村

收集、乡转运、区处理”的原则，

逐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设施建设，先后建成卡若区生

活垃圾填埋场 3 座、垃圾转运站 8

座，日处理规模达 371 吨/天，覆

盖 72 个行政村 373 个自然村；配

置农村生活垃圾转运车 173 辆，

生活垃圾收集装置 1888个。

坚持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遵循“有害单放、

可用回收、投放易行”的原则，选

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卡若镇左巴

村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

源化利用试点工作。同时，积极

与市政等部门沟通协调，规划设

置建筑垃圾堆放点，投放分类垃

圾桶 50 余个，逐步建立环境卫生

保洁长效机制。

加大宣传力度，培养群众垃

圾分类意识。严格落实门前“四

包”责任制，按照“双联户”管理

办法，将定时清理生活垃圾、定

期维护公共设施变为群众的自

觉行为；向 13 个试点小区居民发

放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资料 5000

余份，在试点小区显眼位置制作

并摆放生活垃圾分类引导标识

牌 16个。

健全建管机制，确保管护工

作持续推进。制订《卡若区生活

垃 圾 减 量 分 类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卡若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积分兑换实施方案》等，用规章

制度更好地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卡若区试点行政村通过

安排垃圾分拣员和第三方回收

公司定期上门收购，回收可利用

垃圾 2000余公斤。

“我今年快 70 岁了，过去的几十年里，

村里都是‘满眼脏’，做梦也没想到能变成

现在的‘一眼净’！”措美县哲古镇卓德村

村民扎西多布杰说。谈起卓德村的变化，

他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表示对现在的

生活十分满意。

顺着平整宽阔的水泥路，走，路两边

是一幢幢藏式农家小楼，围墙被粉刷一

新，楼顶上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以前房

前屋后的杂草变成了美丽养眼的花坛，一

面面“四讲四爱”的宣传画悬挂在墙头，一

段段环境整治口号在乡间传唱……

以前的卓德村房屋低矮破旧，街道拥

挤脏乱，污水在家门口横流，垃圾随处堆

放，生产、生活不便。

如今，房换了，房屋变成了漂亮的二

层小楼；路通了，去泽当只要 1 个多小时；

水通了，带来了清洁和便利；电通了，村里

的夜晚更亮堂了；网通了，随时都能跟亲

朋好友视频通话，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

卓德村的人居环境变好了，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增强了。

走进村民次仁罗布的家，宽敞的院子

打扫得干干净净，木柴整齐地堆在墙角，

院子里花草散发的香气让人心旷神怡，屋

内也被主人收拾得干净整洁。“村里那么

干净，我家里当然也要收拾得漂漂亮亮，

现在无论在家里，还是到街上，我们心里

都很舒爽。”次仁罗布笑着说。

说起变化，卓德村党支部书记央金卓嘎

最有发言权。她说：“之前，群众习惯把各种

垃圾倒在家门外，晴天垃圾上全是苍蝇，雨

天污水横流，村里的环境卫生越变越差。在

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人很容易生病！”

一次探亲休假的机会，央金卓嘎路过

乃东区赞堂居委会，看到全村靓丽整洁，

她 很 惊 讶 ，赞 堂 居 委 会 曾 经 也 是“ 脏 乱

差”，怎么现在这么干净、整洁。她坐不住

了，“别的地方都能搞得那么漂亮，卓德村

也不能落后！”

央金卓嘎立即召集村“两委”班子、驻

村工作队和“双联户”户长，一起想办法、

出主意，研究怎样才能改善卓德村人居环

境，让群众的干净整洁意识从“家内”向

“家外”延伸，利用走村入户、村民大会，讲

政策、聊发展、讲卫生，广泛动员群众积极

参与到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中。

“环境卫生就如乡村的脸面，只有我

们把村子的‘脸’洗干净了，村子的形象才

会好。”央金卓嘎常常对村民们说。

刚开始开展环境整治，个别村民不理

解，认为这是面子工程，央金卓嘎没有理

会，而是带头清理垃圾、整理卫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垃圾乱飞、污

水横流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有特色的美丽新农村。“现在到处都干

干净净，清清爽爽，生活比城市还惬意。

这么好的环境，我们都不忍心乱扔垃圾

了，看到个别人破坏环境，大家都会出来

制止！”村民贡觉告诉记者。

如今，不算大的卓德村，民风淳朴、村

容整洁，村务财务公开，邻里和谐、乡风文

明，形成了改造靠群众参与、发展靠群众

推动、矛盾靠群众化解的可喜局面，“群众

的事情群众办，全村的工作全村干”已成

为这里的常态。

记忆中的乡村，乡愁中的田园，正在

经卓德村群众的巧手，编织成美丽幸福的

家园。一个天蓝、地绿、水清、路畅、人旺、

业兴的美丽卓德已然呈现。

卓德村的蝶变

本报记者 马静

昌都市卡若区

多举措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