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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动员群众参与推进乡村振兴

的过程中，让大家逐步形成共识。动

员，不仅仅停留在参与层面，更重要是

带动广大村民转变意识，养成习惯，达

成“自己的家园自己建”的共识。

佛山市政协委
员、丹灶镇妇
联专职副主席

黄淑兰

为了转变党员的思维，一方面社区

党总支部组织了党员外出学习，到不少

优秀的村居进行交流，了解别人的保洁

方案，刺激了党员的思想；另一方面，村

居还召开人居环境整治动员会，派发《致

社区居民的一封信》。

丹灶镇建设
社区党委书记

杜宏奇

要探索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将乡村

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管护与宣传发动有

机结合起来，探索村（社区）制定乡村振

兴、人居环境管护公约，以奖代罚的方式

引领村民主动参与，巩固整治成效。

南海区政协委
员、南海珍丰农
业发展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潘小燕

如果只是纯粹从提升环境的角度去

提升环境，就算投入资金也未必能做好、

做长久。关键还是要扭转村民的观念，

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各人把自家

的一亩三分地管好，环境自然也就好了。

南海区政协
委员、丹灶镇
文化发展中
心副主任

杜嘉俭

党员带头、群团发力、社会响应、群众参与

如何动员各方力量？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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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下听民意聚民智 乡村振兴“声”入人心
政协丹灶镇工委会聚焦推动乡村振兴管护力量，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8 月 2 日，“委员聚
焦”协商议政活动在丹灶
镇建设社区榕树下举行，
政协委员、职能部门代
表、社区干部等齐聚一

堂，围绕“推动乡村振兴管护力量，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主题
畅所欲言，议出了乡村振兴发展，也议出了村民期盼。

一旁“围观”的村民，时而三两交谈，时而驻足观望，委员
们一个个事关乡村越来越美的好建议，像盛夏里一缕清风
“声”入人心。

“丹灶，是一个人来了就不想

走的地方。”作为“委员聚焦”台上

访谈嘉宾，佛山市政协委员、丹灶

镇妇联专职副主席黄淑兰谈起对

丹灶的印象，如此感叹。作为一名

土生土长的丹灶人，黄淑兰也见证

了乡村振兴下的“丹灶蜕变”。

黄淑兰从两方面介绍了丹灶

的变化。从大环境来说，今年丹灶

治水工作提质增效，水环境质量大

幅提升。其中，2022年丹灶完成

11.6公里碧道建设，南海中小企

业工业园以及南沙工业园“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等任务治水成效明

显。

另一边，丹灶乡村的田间巷口

也悄悄地发生改变。黄淑兰谈到，

小而美的“四小园”巧妙地散落在

房前屋后，装扮了乡村环境。截至

2022年 11月，丹灶共建有超

600个“四小园”，其中建成小花园

159个、小公园 164个、小果园

126个、小菜园151个。出门见

绿，处处皆景，一个个“四小园”，尽

显生态宜居的乡村美。

推进乡村振兴，要动员社会各

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

性。“这些力量，有党员、有包括工

青妇在内的群团力量、也包括‘一

老一小’力所能及的付出，还有众

多社会上可以动员的力量等。”黄

淑兰谈到，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在

乡村振兴建设中，党员带头、群团

发力、社会响应、群众参与，共建共

治共享的理念已经逐步成为共识。

丹灶要如何发力推动管护力

量发展？黄淑兰认为，可以从三种

“力量”层面发力。

首先，要关注家庭的力量。黄

淑兰认为，家教家风在社会基层治

理中起到关键作用，家庭是社会的

最小细胞，只要家庭广泛参与，才

能调动社会广泛参与；其次，是注

重志愿服务的力量，倡导志愿精

神，志愿服务与村居“双向奔赴”，把

志愿服务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

工作一体谋划推进，镇村社三级同

频发力，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社区治理等

方面充分发挥志愿力量；还要重视

支持宣传的力量，让“自己的家园

自己建”在机制的推动下，成为一

种公民意识，养成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一名本土志愿者，南海区

政协委员、丹灶镇义工联星级志愿

者关其玲在台下“抢麦”发言，要充

分调动起社会力量，每个村居组建

一支自发性的乡卫生保洁小分队，

不定期在村里面开展巡查，为美丽

乡村贡献一份力量。

近年来，丹灶镇推进乡村振

兴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少村居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设社区

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委员聚焦”

台上访谈嘉宾，丹灶镇建设社区党

委书记杜宏奇介绍分享了建设社

区如何发动党群力量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的经验做法。

建设社区位于丹灶镇南部，

总面积1.8平方公里，辖下1个经

济社，现有企业25家，以小五金加

工制造业为主，集体经济收入来源

主要是农业、土地承包收入以及物

业出租收入等。是一个经济相对

薄弱的社区。自2019年开始，建

设社区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中心

工作全面推进。

“以前在农村，村前塘有污水，

房前屋后有杂物，卫生环境并没有

跟上物质生活的提高。”杜宏奇谈

到，为了进一步改善村民的生活，

社区班子多次开会探讨该问题，最

后统一思想，决定为村民创造一个

“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经过努力，建设社区在人居

环境整治方面累创佳绩：在2022
年佛山市第三季度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考评中获得了第三名；2022
年南海区第四季度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考评中获综合成绩第一名；

2023年南海区第二季度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考评中获得第二名，并

且获得了区奖励50万元。

人居环境虽然取得一定成

效，但也存在反弹现象，建设社区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杜宏奇看来，通过几年的

人居环境整治发现，清、拆、建都

不难，最难的是如何长期保持村

内的干净整洁，由“一时美”向

“时时美”转变。建设社区探索

出一条适合自身的路子，目前村

内新建了 17个分类垃圾房，用

于垃圾投放。此外，建设社区还

取消上门收取垃圾，撤销居民门

前摆放的垃圾桶，垃圾由社区居

民自行投放到指定的垃圾房，保

洁范围扩大到整村的大小街巷、

屋与屋之间的间隙，每天清扫两

次，绿化管养移交，由保洁公司

负责养护。

接下来建设社区将如何继续

保持、继续美化社区的环境？杜宏

奇谈到，下一步建设社区将继续在

保持“干净整洁”的基础上努力提

升，推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分制

奖励机制，每年从经济社提留一定

比例的收入，以户为单位进行人居

环境考核奖励，利用现阶段的市、

区、镇的人居环境奖补资金，提升

社区的基础设施，推动社区实现乡

村振兴2.0。

作为“委员聚焦”台上访谈

嘉宾，南海区政协委员、南海珍

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潘小燕长期深耕丹灶镇乡村振

兴工作，她谈到，美丽乡村建设

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比如项

目资金缺口较大，群众参与度、

支持度有待提高和项目后续维

护管理压力大。

乡村振兴建设是系统工

程，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后期

管护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潘小燕谈到，目前

美丽乡村建设的资金来源主

要为财政补贴、村级自筹等，

由于近年来财政压力紧张，

部分项目存在较大建设资金

缺口，特别是部分已启动的

项目资金未能按期支付，导

致出现很多风险问题。

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村

民的主动参与。潘小燕谈

到，在很多乡村规划、基础设

施、环境整治等具体工作中，

村民参与率较低，缺少主动

性、参与性，个别存在“政府

干，群众看”等现象，一定程

度影响了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项目后续维护

管理压力大是南海不少乡村

面临的难题。潘小燕坦言，

部分美丽乡村建设的美，往

往是昙花一现，由于缺乏后

续的维护，部分项目容易出

现管护缺失的现象。

如何加强维护和管理，

避免项目反弹，是摆在村居

面前的难题。潘小燕认为，

一方面，要加强资金管护投

入，探索村居收益分配制度

改革，从集体收益中提留一

定比例资金用于乡村振兴项

目、人居环境整治后续的管

护经费；另一方面，还要加大

人才管护培育，在“育”上出

力，依托高校师生团队组成

专业“智囊团”在人居环境整

治方面施才奉献、提供智慧

担当；同时组建村居“工头队

伍”担任人居环境整治“技术

顾问”，发挥“传帮带”作用。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如

果乡村人才、资金等要素一

直单向流向中心城区，长期

处于失血状态，振兴就是一

句空话。一直在基层工作的

南海区政协委员、丹灶镇文

化发展中心副主任杜嘉俭对

乡村振兴感触颇深。

杜嘉俭坦言，农村工作

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要

转变环境必须先转变人的

观念。“我们文化部门通过

深入了解农村现状，发挥自

身职能优势，创作排演出反

映村民思想实际，带动村民

转变观念的文艺小品，以百

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广

大群众除陋习、讲道德、树

新风，助力乡村文化治理。”

杜嘉俭说，文艺小品区别于

生硬的说教和填鸭式的灌

输宣传，更能让村民产生共

鸣，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的效果，在看似不

经意间转变村民的思想观

念。

文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最基础、最深沉、最持久

的力量。杜嘉俭建议，可以

实行乡村文化艺术修养课堂

和文艺导师结对驻村计划，利

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

读书驿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等文化阵地组织区内文艺

家面向村民开展文艺创作、书

画艺术、舞蹈曲艺培训讲座等

活动。同时，文艺导师结对驻

村计划，由村（居）提出需求和

闲置的载体空间，让文艺家工

作室进驻村居，既提升美化村

容村貌，也为文化赋能乡村振

兴出谋划策，构建共治共享共

建格局。

杜嘉俭还用6个字“近、

便、学、需、用、熟”来总结了

这个计划的特点。“近”——

家 门 口 的 乡 村 文 化 宫 ；

“ 便 ”—— 价 格 便 宜 ；

“学”——当好社会教育角

色，陶冶孩子性情，提升自我

认同感；“需”——满足基层

群众对艺术培训的需求；

“用”——用好社会团体和文

艺 队 伍 来 服 务 基 层 ；

“熟”——创造机会、创熟，推

进基层治理。

“乡村振兴只有厚植文

化，才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

增强村民凝聚力。”杜嘉俭畅

想，加强美丽乡村长效管护，

一定能实现乡村振兴。

除了注入“人文”内核，

南海区政协委员、丹灶镇社

卫中心主任何立华在台下

“抢麦”从另一方面给出意见

建议。“乡村振兴除了要做好

基础设施、文化建设，还要注

重乡村的卫生健康工作，各

方面工作要有机的结合起

来。”何立华谈到，目前丹灶

镇拥有南海八院和社卫中心

两大医疗卫生机构。其中，

社卫中心目前下辖16个社

区卫生服务站和2个卫生服

务延伸点，全镇实现“15分

钟医疗卫生服务圈”。

何立华建议，丹灶镇要

继续做好各方面的医疗卫生

调查工作，每个村成立公共

卫生委员会，提升村民健康

意识，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培

养村民良好的医疗健身习

惯，实现全民健康助力丹灶

镇美丽乡村建设。

加强资金管护投入 加大人才管护培育

如何加强乡村振兴项目后续维护管理？03

实行乡村文化艺术修养课堂和文艺导师结对驻村计划

如何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文”内核？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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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户为单位进行人居环境考核奖励

如何解决人居环境整治反弹难题？02

■委员聚焦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