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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伴随着和煦春风，走

在良登村，入眼是街道整洁、流

水潺潺、绿树成荫。良登村农村

文化馆外，以往用拖拉机迎娶新

娘、在广场晾晒霸王花的场景通

过一幅幅照片再次呈现，良登独

特韵味扑面而来。

村容村貌是农村的“形”，也

是乡村振兴的“底”。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场硬仗。近年来，南海把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

脏乱差的乡村顽疾逐渐得到根

治，群众环境卫生观念悄然发生

变化，为南海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了有力支撑。

良登村貌便是南海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的缩影。

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过程中，良登村各自然村之间道

路硬底化率达100%，农村无害

化卫生厕所覆盖率100%……

一个个肉眼可见的变化，不断提

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南海，发生翻天覆地变

化的农村社区共计292个。过

去几年，南海区、镇、村三级联动

发力，全力推进农村厕所、污水

治理、垃圾治理等八大工程，在

打好打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

行攻坚战上取得阶段性成果。

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

建设等工作，村民对乡村振兴工

作实现从不解到理解再到支持

的跨越式变化。

在北沙社区，志愿力量成

为社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2022年起，

各个经济社党支部每月组织党

员、村民代表、股东

代表等开展人居环境志

愿服务，用坚实的行动引

导更多村民自觉参与其中。目

前，该社区累计超1600人次参

与人居环境志愿服务。

量的变化引来质的飞跃。

2023 年 ，南 海 区 以 总 分

99.612的成绩，在全市五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考评排名第

一。在镇街排名方面，全市前五

名中南海独占四席，里水镇、西

樵镇、大沥镇、狮山镇分获第二

到五名。

农村人居环境稳步向好，

日常长效管护仍不能松懈。南

海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罗伟海介

绍，今年南海将分40个典型村

和182个非典型村两大板块进

行考评，共计划开展8批次检

查，实现222个涉农村居考评

全覆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

构+区农业农村局、各镇（街道）

派员交叉检查的方式进行，设置

红榜、黑榜以及进步榜、批评榜。

检查评分标准对比往年增

加了村级工业园环境项目，将结

合美企行动注重提升村级工业

园环境，也增加了内河涌、渠道、

村前塘项目的分数，进一步提升

村居水体环境，具体包括村容村

貌、构（建）筑物、基础设施管护

等七大项。

值得一提的是，南海正着

力研发数字乡村平台，提供一屏

观全村、一图治全村服务，不断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促使南海乡村由“一片美”走

向“整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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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苗入坑，挥楸培土、覆土

浇灌……在“百树添绿、万树成

景”植树活动现场，党员干部、村

民、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

足，不一会儿，一棵棵紫花风铃

迎风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明

年这个时候，紫花风铃就要开出

花了。”村民们笑着畅想。

从青山绿水田园中挖掘乡

村美感和亮点，南海给出了答

案，提出了四项重点任务：以“乡

村绿化”提升“人居环境”，以“千

万补贴”带动“百村添绿”，以“万

人参与”促进“万树成景”，以“典

型培育”带动“示范引领”。由上

至下，从社会到个人循序渐进地

推动乡村绿美建设升温。

具体来看，在整体规划层

面，印发《关于开展乡

村绿化促进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的通知》，把

乡村绿化与村容村貌整治统筹

推进，结合维护提升“四小园”进

行植绿添绿，将乡村绿化项目纳

入农村人居环境管护机制。

在资金保障层面，明确按照

区镇 6:4比例共同出资安排

2000万元的南海区乡村绿化

苗木采购专项资金，组织各镇

（街道）发动各村（居）通过先种

后补的方式开展乡村绿化，推动

全区222个涉农村（居）应种尽

种、见缝插绿。

在社会引导层面，发挥志愿

引导作用，积极发动企业，乡贤等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绿化行动，在

企业开展“美企行动”，掀起“百村

添绿·万树成景”“我为南海种棵

树”的植绿添绿热潮。

在示范引领层面，重点指导

“典型村”通过乡村

绿化抓好人居环境

提升，应绿尽绿，并

强调要发挥典型村

的示范引领作用。

截至 4月 8日，12

个省级典型村累计已投入

资金180万元，举办乡村

绿化美化活动45场次，新增种

植苗木9032株。

今年以来，全区共投入资金

1850余万元，发动超13万人参

与绿化美化，新增植树10万余

棵，打造主题林超630片，绿美成

效可观可感，绿美乡村遍布南海。

绿美“画卷”绘出乡村产业

发展新貌。在大沥凤池社区，人

文气息和高颜值环境吸引许多

青年回村创业，该社区党委书记

陈伟津开心地说：“旧房子被改

造成网红餐饮店、欧式庭院工作

室等，大大激活社区流量。”

而在丹灶沙水村翰林湖，面

积约1.3公顷的油菜花田成为

“可以卖的风景”，每年吸引大批

游客到此赏花踏青，直接带动当

地住宿、餐饮、农产品销售。

从“摆脱脏乱差”逐步提升

为“追求乡村美”，南海人对农村

优美人居环境的期待，始终离不

开“绿”。罗伟海表示，接下来，

南海将持续做好资金保障，加快

补贴资金申报；结合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乡村绿化空间；选树绿

美树立典型，激发绿美主体意

识；推动农文旅深融合，鼓励发

展绿美经济，让绿色、美丽渗透

群众生活。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把

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位置，优化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

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将镜头聚焦到南海，经过农

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不断绿美的循序渐进

后，乡村环境实现“由量到质”的

提升。接下来，如何取得“从有

到优”的长足进步，带动“百千万

工程”走深走实？南海早有谋

划。

首先要解决的，是随着美丽

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村庄规划

建设暴露出一些典型问题。罗

伟海坦言，以往各村居或多或少

存在使用与周围风格大相径庭

的墙绘、过度建设人造景观等情

况。更有甚者，照搬城市模式，

想将农村建成城市，或脱离乡村

实际，盲目追求高、大、上。

在罗伟海看来，“乡村建设

行动推进的路径可以百花齐放，

但乡村建设行动绝不能乱来，否

则就会损害群众的利益，影响乡

村建设行动的效果。”

3月，新一轮乡村建设的战

鼓擂响。南海印发《南海区乡村

建设负面清单（试行）》（以下简

称《清单》），梳理出乡村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共性和个性的问题，

制定乡村建设“五不能、五不准、

十不宜”负面清单。譬如，针对

项目建设，不宜照搬城市模式，

避免修建大牌坊、大门楼、大广

场、大公园等尺度过大的“形象

工程”。

如果说，《清单》既是与

2018年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有效衔接，又是对新

时期村容村貌提升工作的具

体要求。那么典型村创建培

育则是建设基于乡村肌理的

“乡村美”，打造“南海模样”的

田园牧歌。

南海提出，2024年全区新

增40个典型村。根据《南海区

2024年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

村培育工作要点》，南海将围绕

典型村硬软件“10个一”建设要

求，结合落实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绿化美化、乡村治理”等年

度重点任务，引导美丽乡村建设

与各镇街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人

文底蕴相匹配。

答好镇域考卷，南海站得更

高，看得更远。“产业振兴是基

础、人才振兴是关键、文化振兴

是动力、生态振兴是支撑、组织

振兴是保障。”乔吉飞说，要实现

“五个振兴”，要处理好“城市扩

张”与“乡村发展”，“素质提升”

与“专业赋能”，“物质满足”与

“精神富足”，“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政府主导”与“集体主

责”的关系。乡村可以成为人

民身有所栖、心有所依的精神

家园。统筹/南海融媒记者梁慧恩

文/南海融媒记者梁慧恩周钊泷汤晓冰通讯员南农宣

图/南海融媒记者方智恒陈志健

4月16日，南海区2024年农
业农村重点工作现场会召开。面对乡村
振兴这道考卷，南海提出要答好人居环境
整治基础题、绿化美化加分题、典型村培
育必答题，加速美化乡村发展环境，打造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深
化‘绿美南海’建设，强化乡村振兴示范引领，为现
代化活力新南海建设筑牢‘三农’底座。”会上，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乔吉飞这样表示。

如今，南海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一个个村
庄不断刷新“颜值”，成为助力“百千万工程”的美丽

成果。人们再一次对南海乡村未来充满期待。

以乡村“含绿量”
增加发展“含金量”

“一片美”到“整体美”
南海人居环境大变样

以“典”促联动
做好“和”“美”大文章

在桂城夏南一社

区，红墙上的粤剧花

旦涂鸦，悄然融入到

悠然的乡景中。

小朋友穿梭在里

水大洲村的稻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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