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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政协好声音 九大建议助振兴

西樵儒溪村：绘就绿色生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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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
之年，南海区政协将乡村振兴作为
2019 年的重大调研课题，两个多
月来，深入南海各镇街“把脉”，
到佛山四个兄弟区“求方”，并对
标先进赴浙江省“取经”。那么，
他们究竟取回了哪些“经”？为答
好乡村振兴时代考卷他们有哪些好
计谋？下面一起来看看！

沿着儒溪村蜿蜒的进村大

道一路向前，古朴的石桥、潺潺

流水、绿如华盖的大榕树、骄阳

下艳丽的花儿犹如画卷般徐徐

展开，一步一景，温馨雅致。南

海区西樵镇儒溪村位于西樵山

南，现有鱼塘 6000 亩，村民们

世代以耕种养殖业为生。桑基鱼

塘是村里最天然的美景，也是村

民赖以生存的基石。要实现乡村

振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基本

的保障。近年来，儒溪村通过大

力整治环境卫生，提升村居“颜

值”，为乡村振兴奠定良好基础。

正开展乡村振兴第二批示范村创建工作

由推动群众参与变成群众主动参与 “三板斧”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美丽乡村塘栖村的“加减乘除法”

今 年， 区 财 政 拟 拨 付
12. 9715 亿元作为“南海区乡村
振兴建设专项资金”，集聚全区
资源重点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品牌。

南海区按照“试点先行、
典型示范”的思路，在全区范
围内选取了 10 个村居作为南海

区乡村振兴第一批示范村，选
取了三个连片示范区重点打造。
目前正开展乡村振兴第二批示
范村的创建工作。

全区举行各类培训考察班 52
次共 3400 人次。同时，丹灶镇正
在创建南海区乡村振兴培训中心。

“ 初 步 完 成 拓 宽 炮 楼 路
口 的 挡 土 墙 施 工， 感 谢 鱼 塘
主 的 支 持， 延 期 灌 水。” 儒
溪 村 党 委 书 记 陈 旺 弟 自 去 年
11 月 起， 就 常 在 微 信 朋 友 圈
发 布 村 里 清 理 卫 生 黑 点 的 进
展。 其 中 一 次 记 录 是 6 月 25
日 对 工 程 进 展 的 汇 报： 村 民
主 动 配 合 施 工 进 度， 延 迟 十
多 天 为 鱼 塘 灌 水， 为 挡 土 墙
施工腾出时间。

陈 旺 弟 总 是 说， 乡 村 振
兴 是 箭 在 弦 上， 不 得 不 发。
2019 年 初， 儒 溪 村 成 立 了 乡
村振兴工作小组，配备了 2 名
后勤人员，并物色了十几名村
民，组成 2 支临时清理队伍，
投入到儒溪村的人居环境整治
当中。“村里干净了，环境变
美了，村民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们应主动行动。”陈旺弟说。

今 年 5 月， 儒 溪 村 村 民
初步完成了上儒片区的整治，

清理了垃圾杂物，拆除有碍观
瞻的建筑物，砍伐了杂草杂树，
并重新栽种鲜花绿树，砌上花
基围栏，移走占道的电线杆，
回收破旧的垃圾桶，还将三边
杂地实现了硬底化。目前，儒
溪村正在推进下儒和江边片区
的整治，预计今年 10 月内完
成全村 6 大片区 21 个经济社
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更让她欣慰的是，自从
开 展 卫 生 黑 点 整 治 工 作， 村
干 部、 党 员 志 愿 者、 村 民 拧
成 了 一 股 绳， 投 入 到 这 场 美
村 美 居 大 行 动 中。“ 以 前 是
我 们 要 群 众 做， 现 在 是 群 众
要 我 们 做， 追 着 我 们 去 做，
很 多 村 民 都 自 觉 投 入 到 清 理
队 伍 中。” 陈 旺 弟 说， 村 民
们 对 环 境 要 求 也 越 来 越 高，
环 保 意 识 也 在 不 断 增 强。 如
今， 家 家 种 树、 户 户 有 花 已
成为儒溪村的新景象。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李华 通讯员 叶宁 徐玉玺 黄剑青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梁雅诗

大沥加强整治 
提升城市颜值

大 沥 镇 是 连 接 广 佛 两 市 中 心 城 区
的重要纽带。为进一步加快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大沥以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为目标，按照“干净、整洁、有序”
要求，在全镇辖区范围内铁路、高速公
路、国道、省道沿线，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专项行动。

该行动以垃圾清理、卫生保洁、牛
皮癣清除以及违章建筑物清拆、建筑物
外立面整治等为主要内容。经过前段时
间的整治，辖区内铁路高速国省道沿线
环境卫生有了不少改善。通过加强“沿
线”整治，大沥期望带动城乡环境整体
提 升，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逐 步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强治理

落实“三张清单”制度：将部门及
社区整改完成的问题，列入正面清单。对
于存在工作难度的问题，列入努力清单由
乡村振兴办召开联席会议商讨解决方案，
职能部门跟进解决。对于屡禁难止的问题、
无法整治的黑点，列入负面清单，申请上
级支持，协调处理。镇乡村振兴办、相关
职能业务部门分别对清单建档立册，一单
一档，实行数字化管理。

严抓流程与考核：规范大沥镇“三
清三拆三整治”及沿线环境卫生整治督办
处理机制流程，严格按照“交办、督办、
曝光、考评”长效机制落实整治任务。对
全镇 42 个社区（尤其是铁路国省道沿线
社区）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

●提颜值 

推动城市出入口形象提升。高标准
实施广佛、禅桂接壤区域的出入口综合
提升工程，从灯光、标识、绿化、立面
等方面进行改造和美化。重点启动广佛
高速松岗出入口、泌冲出入口等以及广
三高速上亨出入口的整治提升项目，以
及桂和路、广佛路、禅炭路、广佛新干
线、穗盐路、桂澜路北延线等道路的“门
户”形象提升工程。

推动重要交通节点形象提升。清理
沿线区域的乱搭建、乱停放、乱倾倒等
现象，解决乱占用问题，并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对桥下空间进行合理设置，亮
化美化，铺种绿地和花草。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李翠贞 通讯员 高淑贤

乡村振兴
力争前列

给乡村振兴提九项建议

党建引领 党员有责

打造强有力的村（居）两委班子，
启动“明星村官培养计划”，培养
有担当、有魄力、有能力、有号召
力的村书记；为无职党员设岗定责，
对村内绿化、河涌、公共区域卫生
实行党员监督包干制。

规划先行 连片打造

补上乡村规划欠账，坚持高起
点谋划，拿出符合南海实际的乡村
振兴规划体系，根据乡村山水田林
湖特点去设计，体现岭南水乡特色，
留住乡愁；不要只种盆景，要有连
片打造的统筹思维，通过聚点成线、
连线成面 , 打造美丽乡村的“全景
画卷”。

分类施策

一村一策

在制定乡村振
兴政策和规划过程
中，按照城中村、
城郊村、纯农村分
类施策，切忌一刀
切，要按照“一村
一策”去设计，体
现“一村一品”。

夯实基础 改善环境

人居环境的改善，是
当前南海乡村振兴最紧迫
的任务，要全力推进“截
污到户、雨污分流”工作
和“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
通过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感受得到的环境改善，换
取群众对乡村振兴工作的
支持。同时，要积极推动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选好试点 集中资源

在乡村振兴第二批示范村的创建中，
要选好试点，不要只盯基础较好的历史文
化名村，要做到各种类型的村都有覆盖，
各种类型的村都有样板。同时，学习浙江
省“千万工程”平均每个村财政投入 3000
万元以上的经验，南海要集中人、财、物
等资源，全力打造一批示范村、精品村。

建管结合

巩固成效

改变过去乡村
重建设、轻管理的
局面，对建成投用
的基础设施、美丽
乡村的建设成果要
有 长 效 的 管 理 机
制，要建立起激励
机制和考核约束机
制。

政府引导 全民参与

改变过去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
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
性，学习浙江“三治融合”经验，搭
建群众参与的平台和渠道，比如成立
百姓议事会，让村里事百姓议；成立
“民间监理”队，监督家门口乡村振
兴工程；发动村民参与村规民约的制
订，在群众门口悬挂自家家训。

发动乡贤 汇聚力量

学习浙江经验，可
启动“乡贤+”计划或“乡
贤回巢”计划，为乡村
振兴凝聚“乡贤朋友圈”。
一方面让“乡贤经济”
为乡村发展注入资金活
力，另一方面，凝聚乡
贤智慧和号召力，助推
乡村振兴大业。

强化宣传 讲好故事

做好乡村振兴系列政
策的宣传、宣讲工作，将
政策宣讲精准到基层的每
一名干部、每一个党员、
每一位群众，打造乡村振
兴培训中心和培训课程；
讲好南海乡村故事，对乡
村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事、
经验做法要充分挖掘好、
包装好、宣传好。

政 协 好 声 音

    西樵儒溪村。

珠江时报记者 / 章佳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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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儒溪村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展“三清三拆
三整治”工作的正面典型，吸引了市、区、镇及其他村居前来调研
学习。对于儒溪村的经验做法，陈旺弟以“三板斧”来概括，其核
心就是做“人”的工作，围绕发动群众展开。

●第一板斧
用好党员、经济社长、社委、代表和妇委等基层骨干

年初，儒溪就组织村中的党员干部到先进地区学习。
在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期间，发动党员干部带头清理卫生黑点。
期间，村民看到了党员干部的用心，继而用行动表达对村委工作的
支持，包括自发捐献物品，主动配合清理卫生黑点等。

●第二板斧
通过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与

大半年来，陈旺弟坚持用微信“直播”儒溪村的卫生黑点清理工作
及群众反响。今年，儒溪村发行了乡村振兴特刊《儒风溪韵》, 一方
面可发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的良好约束作用；另一方面也可引
导村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使其由内心生发出热爱家乡、心系乡
土的热忱，并不断转化为振兴乡村的强大正能量。

●第三板斧
动用一切可用的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儒溪村先后举办了多个大型活动，动用党员、妇女、家校、文艺组
织等一切可用的社会力量，助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陈旺弟用六个
字总结儒溪村开展乡村振兴的经验：不要等，用心做。“不要等有
人来帮忙才行动，也不要等钱到账以后才开工。”

浙江省余杭区塘栖村位于
城乡结合部，在建设美丽乡村
的过程中，其“加减乘除”的
做法值得借鉴。

2016 年，借着余杭区综合环境
大整治的东风，塘栖村做起了
“减法”

——拆除村里的违建、不
雅建筑仅用了 60 天，拆除面积
共计 40200 平方米。在拆除过
程中，村里提出“官富带头”，
村领导干部、党员、企业家、作
坊主带头拆除，村党委书记唐国
标带头拆了自家的一栋辅房。

违建等建筑拆除后，塘栖村开
始做建设美丽乡村的“加法”

——选定核心区进行外立
面的统一改造、打造 Y 型主通

道等。

在外立面整治过程中，塘栖村
做起了化解矛盾的“除法”

——通过请上来、走下去
两种方式，做通村民的思想工
作。更关键的是，让一切公开
透明，“外立面统一整治工程
招投标前期所有流程跟正常招
投标一样，就是开标到村里，
施工单位由政府城建部门推荐，
选谁由老百姓定。老百姓的印
象分加上招投标下浮率，谁分
最高谁得。”唐国标说。

如今，塘栖村美丽乡村核心区
成效初显，该村做起了“乘法”

——美丽乡村建设开花结
果，引来农家乐、民宿、运营公司、
投资公司，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