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房” 方面，聚焦“清、建、管、用” 四篇文

章，深化“治房” 规划、制度、监督体系。截至目前，

已完成农村建筑工匠培训 43 人； 宜居农房改造

600 户；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住宅 60 栋；建成农村

宅基地审批管理信息系统，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

更加高效规范。

“治水” 方面，聚焦“农村饮水、生活污水、黑

臭水体” ，坚持“三水同治” 。 截至目前，羊昌镇黄

连村饮水提升改造工程已完工， 新场镇供水保障

工程完成进度 96%，2 个集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管网提升工程完成 57.11%，3 个行政村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工程完成进度 87.68%。

“治垃圾” 方面，推行“五点减量法” ，推进

农村垃圾源头减量，全面提升农村垃圾就地处理

能力和水平。 截至目前，已完成农村垃圾收集收

运点提升改造 30 个， 发放垃圾分类桶 1700 余

个、垃圾斗 150 个，农村收运体系实现 100%全覆

盖，农村垃圾外运减量达 78%。

“治厕” 方面，因地制宜“统筹治厕治水、室

内室外、公厕私厕” 三类同治。 截至目前，提升改

造 165 户和问题整改 71 户，均已完工，完工率达

100%。

“治风” 方面，围绕“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

他不办” ，用好“两书一约一会” ，采取“二听”

“三看”“四狠抓” 的工作方法，清“民俗” 、淳

“民风” 、减“民负” 。 截至目前，1 个提质改造农

村公墓和新建 2 个农村公益性生态公墓已全部

完工。

■数说“五治”

乌当区“五治” 工作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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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民房变农家乐、民宿，城里人改造老旧

民房长住成为新村民……现在的农村， 尤其是

与城区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农村，城市“后花

园” 的特性尽显，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

推进“农村” 五治，应以前瞻性思维进行谋

划。 既要留住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也要

为乡村招贤纳士、发展旅居等产业留足空间。 既

要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更应具备超前眼

光，确保能满足未来发展需要。

人是最活跃的因素， 人的流动对城乡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城乡加快融合的背景下，

村民可以进城成为新市民， 城里人也应可以回

乡成为新村民。 我们应与时俱进，加快推进体制

机制改革， 促进更多的人和优质资源向乡村涌

流，让乡村振兴更具活力。

以前瞻性思维推进农村“五治” ，还应从市

场经济发力， 尽可能开闸引入市场活水， 用政

策、 资源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到农村， 发展研学、

旅居、 文创等产业， 降低财政投入压力的同时，

还能带来先进理念， 有利于促进城乡双向赴奔，

多方共赢。

以前瞻性思维推进农村“五治”

■记者手记

“我承诺，坚持深入群众，贯彻群众

路线。 ” 在马头村一干净整洁的民房

前， 挂着一个书本大小的红色牌子，上

面印有鲜艳的党徽，以及“中国共产党

党员” 几个大字。 牌子上，清楚地写着

该党员的个人信息、 结对联系户信息，

以及个人承诺。

“党员就该把身份亮出来， 就该发

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 新堡布依族乡农

村“五治” 工作人员张蓉介绍，“当初设

计这个牌子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让

党员在农村‘五治’ 中担当作为。 ”

乌当区农村“五治” 专班工作人

员葛凌凌介绍，乌当区始终把农村“五

治” 工作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民生任

务和发展任务来抓，强化党建引领，全

面听取民意，坚持规划先行，重在狠抓

落实，党建引领和党员在“五治” 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头村村民 、 党员唐发玉说 ：

“农村‘五治’ 是一件大好事。 作为

党员，除了全力支持，还要做好村民

的思想工作，团结村民力量，共同把

好事做好。 ”

新堡布依族乡还通过党员干部推

行“三心” 经验做法，把网格化社会治

理机制和农村“治风” 工作有机结合，

将全乡划为 15 个网格， 建立村党组

织、村委会、村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

红白理事会“五位一体” 平台，鼓励党

代表、党员全部入网，开展“挂铭牌、

亮身份、践承诺” 活动，通过全面摸排

清楚掌握群众需求，按照“一村一策”

进行规划和实施，确保农村“五治” 治

在刀刃上。

此外， 新堡布依族乡还依托联村

党委建设，建立“一季度一督查一通报

一例会一测评” 党建工作机制，推行党

员亮身份、村党支部书记每周上讲台，

以季度述职倒逼支部作风改进， 提升

农村“五治” 工作效率，治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以政治为魂，强化党建引领亮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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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岗村， 有村规， 家家户户都来

遵；议事会，不独断，大事群众说了算；

理事会，管宴请，喜事丧事要备案；红白

事，办三天，每桌四百标准线……” 在

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王岗村，这一朗朗

上口的顺口溜， 辖区老少妇幼耳熟能

详，能脱口而出。

将村规民约编成顺口溜， 通俗易

懂、很接地气，便于口口相传。“这样的

村规民约简短又好记。 ” 王岗村村民花

兴江说。

今年以来，王岗村一共办了 5 起

酒席 ， 其中 3 起是结婚 ，2 起是老人

过世，都是规范办理。 王岗村的文明

新风由何处“吹来” ？ 这还得从该村

积极制定和推行村规民约说起。

针对婚丧嫁娶、环境整治、人情消

费、封建迷信等问题，王岗村村民进行

了深刻的大讨论。 从村民意见最大、反

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村“两委” 多次

召开群众会、 村民小组会， 将群众关

心、关注、关切的滥办酒席、天价彩礼、

厚葬薄养、高额礼金等问题充分协商，

修改制定村规民约， 让村民在自治中

“唱主角” 。

“规” 出乡风文明好景象，“约”

出乡风文明新风尚。 “以前很多人好

面子、讲排场，遇到红白事都喜欢大操

大办，每年打工的收入还不够吃酒。现

在大家都严格遵守村里的规定， 办酒

席更加文明了，人也轻松了，发展的信

心也更足了。 ” 花兴江说。

乌当区各村寨以 “一约一会” 为

依托，构建起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将

乡贤寨老、党员等纳入红白理事会，将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 等

纳入村规。 同时， 依托普法工作，把

《民法典》等相关知识送到乡村，提升

乡村法治水平。

在全面提升乡村法治水平的前

提下 ，各村还结合实际，自主创新，进

一步营造文明乡风。 王岗村设置村民

积分兑换“银行” ，实行村“红黑榜”

管理，将村民遵守村规民约、遵守酒席

办理规定等内容纳入， 实行积分量化

考评，村民根据积分进行礼品兑换。 同

时，乡党委、政府在乡集镇打造“文明

示范店” ———勤农社。 村民在村里兑

换不到的大件物品， 可凭积分在勤农

社兑换， 构筑从村到乡的便民服务体

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

以“小积分 ” 撬动“大文 明 ” ，

推行“积分 ” 方式调动了村民参与

农村“五治” 的热情 ，村民也把村里

的事真正当成“自家 ” 的事来办 ，初

步形成了德治、法治、自治融合的治

理格局 。

以法治为本，完善村规民约树新风

B

曾几何时，因为农村人外出务工等原

因，很多乡村成为“空村” ，很多民房因为

长期无人居住，而加速损坏，显得破败。

如今，走在马头村，见到的却是另

一番景象。

在普渡河畔，绿树环绕中，一间木

房古色古香。这本是村民罗跃坤家的老

房子，已荒废多年。在农村“五治” 的驱

动下，乡村环境越来越好，吸引了来自

贵阳市区的一对夫妇将其长租下来，亲

手改造成为“第二个家” 。

如果说罗跃坤家的老房子能够出

租，是因为越来越好的乡村环境，那么一

家家农家乐和民宿受到欢迎， 则是乌当

区的精心谋划。

“房子怎么治？ 对闲置农房来说，用

起来，有人住进来，就是最好的治理。” 马

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正勇说。

乌当区以全面推进农村“五治” 为

契机，依托当地的自然山水和丰富的康

养资源， 探索多方式盘活农村闲置资

源，积极打造产业民宿、文化民宿、地域

品牌类民宿，激活闲置资源。

普渡河畔， 一家名为 “松溪听月

楼” 的农家乐格外引人注目。 一栋气派

的四层建筑依山而立， 布局精美的庭

院， 古朴雅致的长廊……而几个月前，

这些农房还处于闲置状态。

“这栋房子修好 10 多年了，但一直

都没有使用。今年村干部挨家挨户宣传

农村‘治房’ 政策，而且看到村里的乡

村旅游越来越火热，我就有了把这些房

子用起来的念头。 现在看来，这个决定

是对的。 ”“松溪听月楼” 经营户韦明

亮说， 在投入 80 余万元对闲置房屋进

行改造提升后，今年 5 月农家乐正式开

业，并开启了爆满的迎客模式。

改造宜居农房， 盘活闲置资源，让

“土房子” 变为“金屋子” ，让“光坝

子” 变为“美院子” 。“得益于闲置农房

盘活， 我们的民宿接待能力从去年的

150 人， 增至现在的 500 余人。 今年夏

天，我们村的避暑旅游非常火爆，每家

民宿都住满了重庆、湖北、广西等地的

旅居游客，供不应求。 ” 陈正勇说。

今年以来，新堡布依族乡有序开展

宜居农房建设，组织和鼓励群众对既有

农房实施“一分、三净、五改” 工程，打

造独具布依建筑风貌的民居。 同时，鼓

励农户积极参与建设“三小园” ，即菜

园、果园、花园，合力推动乡村旅游高质

量发展。 “目前，全乡 2023 年度宜居农

房改造建设任务 100 户已全面完工，竣

工率 100%，其中松树林组就有 60 户。”

新堡布依族乡有关负责人说。

随着农村“治房” 工作的深入开展，

如今的乌当区， 一间间民居在绿水青山

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漂亮， 乡村环境和群

众生活品质实现双提升。此外，乌当区还

结合旅游产业化发展，挖掘地方文化，推

进农旅融合，打造了童梦溪田等新业态，

让“环境” 变“风景” ，“风景” 变“钱

景” ，乡村美起来，村民富起来。

以善治为先，激活闲置资源促增收

C

今天的马头村，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走进罗跃坤家中，庭院干净整洁，

在长满绿树的花池里， 菊花开得正艳。

花池之下，却另有乾坤，藏着乡村优美

人居环境的“密码” 。

“其实这个花池下面， 是一套无动

力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以前，生活污

水都是排进化粪池，比较麻烦。现在，可

以通过管网收集到无动力污水处理设

施，省心又干净。 ” 罗跃坤说。

在农村“治水” 工作中，乌当区坚

持饮用水、 污水、 黑臭水体 “三水同

治” ，全力保障群众饮用水安全，因地

制宜优化污水处理方式，结合各村常住

人口数、日处理污水量等情况，合理采

用三格沉淀、科技除污、湿地修复等办

法，坚决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不断提升

农村水环境质量———

针对集镇周边村寨， 采取就近接入

集镇集中排污管道；针对旅游景区、居住

集中的村寨，采取接入小型污水处理站、

生态湿地进行处理； 针对居住较为分散

的村民组， 采取无动力分散式污水处理

系统、“大三格” 和“小三格” 化粪池就

近处理后还田还土，实现资源再利用。 其

中，松树林村民组今年已安装 23 套无动

力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以前村里也有

人工湿地处理，但管理繁琐，效果不好。

现在采用的无动力分散式污水处理技

术， 主要是利用材料良好的润湿性和载

菌能力等， 在不加入空气的情况下就可

以为微生物提供栖息地， 而微生物以水

体中溶解性有机物为食料，进行分解，从

而净化废水。 ”陈正勇说。

通过科技手段提升“治水” 水平，

远不止于此。 在普渡河的治理过程中，

乌当区坚持用好巡河 APP，落实河长制

管理， 组建了 7 支志愿队义务巡河，及

时掌握管辖河道上水环境、 水生态、水

排放的情况，发现问题即时汇报，实现

全程全息可控在控。

此外，在民宿推介、农产品加工与

销售、乡村治理等方面，都可以看到乌

当区坚持科技赋能、与时俱进的追求与

努力。

以智治为要，坚持科技赋能强治理

D

4

生活污水不见了， 脏乱地变小花

园；危旧房屋不见了，闲置民房换新装；

垃圾乱放不见了， 分类处理美乡村；大

操大办不见了，文明乡风扑面来……10

月底， 记者沿着整洁的乡村柏油路，走

进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马头村，只见清

澈的普渡河穿村而过，村道整洁、民房

有序、产业兴盛，美丽乡村的新图景正

徐徐铺展。

这是乌当区推进农村“五治” 赋能

乡村振兴的精彩缩影。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 贵阳

贵安农村“五治” 工作启动以来，乌当

区充分利用辖区内农村与中心城区距

离近、交通便利等优势，推进农村“五

治” 和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颜值与

群众幸福指数日渐提升。

“农村‘五治’ 一定要依靠群众，

不能由政府包干。 以“治水” 系统来

说，如果全部由村组织负责维护，村

民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就不会那么爱

惜。同时，也将增加村里的负担。” 陈

正勇说。

乌当区坚持以自治为基， 想方

设法从机制上依靠群众力量。

“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难在后

期的管理和维护。 ” 陈正勇说，“我们

采取的模式是，由乡、村统一管好项目

的规划、建设、验收。通过验收之后，就

移交村民，由用户自己用自己管。 ”

民宿改造也是如此， 村里负责

规划、指导，由村民或者市场主体自

主管理和经营。 以罗跃坤家的民宿

为例，通过农村“五治” ，村里帮助

他家打造了优美的庭院， 提供发展

民宿的技术指导。 但建成之后，由其

自主经营，并接受村里监督。

“移交给村民是要充分激发村

民自治力量。 移交不等于放手不管，

遇到问题，乡、村会积极给予帮助解

决。 ” 陈正勇说。

村里的污水处理系统、 道路维

护、 乡村民宿， 都移交到村民的手

上，把责任落实到个人。 这样做的好

处在于，一是让村民融入到“五治”

工作大局中， 真正成为参与的一分

子；二是有效减轻乡、村管理压力，

同时约束村民， 让他们更加注重保

护各个工程；三是促进村民自管，有

利于实现长治长效，把农村“五治”

的后半篇文章书写得更好。

“移交不是移交所有权，而是使

用权和管理责任，谁用谁管，谁受益

谁管。 ” 陈正勇说，“村民自己也知

道，如果管不好，出了问题，影响的

是自己。 一方面，他们更爱护。 另一

方面，一旦发现有问题，哪怕是小问

题，他们也会主动去查看。 无法解决

时，也会第一时间向村里反映，让我

们可以尽快发现问题。 ”

村民韦明亮说：“每家管好每家

的，全村自然就好了。 ”

善于调动群众，就会赢得民心，

就会赢得未来。 农村“五治” 带来

的， 不仅是美丽的乡村、 兴旺的产

业， 还有广大村民为家乡更好发展

的主人翁意识。 行走在乌当农村的

土地上，不仅看到了农村“五治” 新

成效，也看到了农村发展新未来。

以自治为基，激发内生动力促长效

E

保护好水资源及生态环境，已成为马头村村民的共识。

山清水秀的马头村。

在马头村随处可见宣传农村“五治” 工作的标牌。

王岗村吸引四方游客慕名前往。

别致小景在王岗村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