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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了“颜值” 增了“气质” 美了环境富了村民

———贵阳贵安深入开展农村“五治” 赋能乡村振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梁婧 梁超 徐其飞 文 / 图

乡间小道干净整洁， 农家庭院清爽

宜居，特色农业欣欣向荣……日前，行走

在贵阳贵安广袤的农村大地上， 随处可

见舒适惬意的田园风光、 喜笑颜开的农

村居民。这一幅幅动人的乡村画卷，生动

展现出贵阳贵安农村“五治” 工作深入

开展以来，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

品质不断升级。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贵阳贵安把农

村“五治”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治

理工程、作风工程，持续推动，惠及民生。

实践中，贵阳贵安结合主题教育，将农村

“五治” 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抓手， 通过精准

推进“治房、治水、治垃圾、治厕、治风” ，

持续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全市上下

一盘棋，握指成拳一条心，各地各级各部

门多措并举推进各项整治工作， 聚焦生

态美、村庄美、产业美、生活美、风尚美，

全力提升乡村“颜值” ，涵养乡村“气

质” ，建设美丽乡村，贵阳贵安呈现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生动图景。

核心提示

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因古井得名，

悠悠岁月中，泉水从古井汩汩涌出，一路

奔流而下，环绕大半个村寨，衍生出布依

族人傍水而居的生活场景。数百年来，这

口古井从未干涸，流淌至今依然清澈，不

仅滋养了世世代代的龙井人， 更孕育出

山清水秀的旅游村。

每隔几天，60 多岁的罗万芬就会和

村里的其他保洁员一起， 沿着泉水流淌

的水渠一路清理下来，确保水渠清洁、泉

水不受污染。

“从小就喝这井里的水长大，村里人

都念着她的恩情。 ” 罗万芬边干活边说，

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喝上了自来水，可

大家保护古井的自觉性却丝毫不受影

响。为此，村里还专门为古井设置取水区

和洗菜区， 严格预防井水因生活生产遭

受污染。

喝龙井泉水，听古老传说，看风俗表

演，品田园风光，成为龙井村乡村旅游的

魅力所在。随着越来越多农家乐的兴起，

招待游客产生的厨房油污也成为污染古

井的潜在隐患。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龙井村针对

农家乐专门采取“化粪池 + 隔油池 + 污

水管理” 的治理方式，坚持油污分离、防

微杜渐。

村口的“乡愁布依” 是村里最早修

建隔油池的农家乐。 “厨房油污经隔油

池过滤后实现油污分离， 污水排入市政

管道， 从根本上杜绝了影响古井的可能

性。 ”“乡愁布依” 农家乐经理王松说。

以点带面，龙井村已经将该做法向

全村推广，村里绝大部分农家乐均修建

了隔油池。 同时，政府向每家农家乐都

发放油水分离器，为“治水” 再上一道

安全阀。

多项治水措施的保护下， 汩汩泉水

静静流淌， 哺育着龙井人， 吸引着外来

客，成为龙井村最美的风景。

同时，优质的水资源也引来招商引

资项目。“龙井村不仅有龙井，还有叫化

井等共七口井。” 龙井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龙德国说，最近，有上海的公

司看中龙井村的水资源，有意在此投资

建设特色饮品生产基地项目，等这个项

目落地，村寨将变得更美、村民将变得

更富。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听闻龙井之名

而来，一睹千年古井风貌，感受村寨田园

风光，龙井人几乎家家户户吃上“旅游

饭” ，齐心协力闯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当前，花溪区结合主题教育，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实打实地研究提出思路办

法和政策举措，推动全区的农村“五治”

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截至目前，花溪区“治房” 突出“一

张底图、 一个规划、 一套政策、 一个系

统”“四个一” 工作运用，盘活农房 150

栋，保障好“分类处置、复垦复绿” 等工

作落实落细。 “治水” 依托饮水项目实

施，对 5 个乡镇实施污水治理再提升，确

保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率 稳 步 达 到

56.5%；“治垃圾”“治厕” 提前完成 30

个自然村寨收集点建设、109 户户用卫生

厕所巩固、119 个问题厕所整改等任务，

全力做好进度保障。“治风” 成功劝阻滥

办酒席 77 起，无天价彩礼情况，无丧事

办理超 3 天情况。

10 月 30 日， 白云区都拉布依族乡

上水村村委会旁的上水村可回收物收

集点， 村保洁员田应毕正在为村民进

行可回收垃圾积分登记。 扎捆、上秤、

过磅……田应毕一边对可回收垃圾进

行称重，一边在《上水村可回收垃圾登

记表（2023）》上记录。

“纸壳 1 斤可以积 1 分、瓶瓶罐罐 5

个积 1 分。 这次总共积 12 分，你来看一

下，我这边登记对的哈。 ”

“晓得晓得，登记好就行，放心的。之

前用积分在这里兑的洗洁精都还没用

完。以后遇到什么可以回收的，还是拿到

这里来，都习惯了。 ”

……

田应毕说 ：“1 分积分可以兑换 1

颗糖 ，8 分可以兑换香皂或洗洁精 ，20

分可以兑换牙膏，最高是 70 分可以兑

换一袋大米……现在有不少村民来这

里投放可回收垃圾、积分登记，湿垃圾

就地处理、干垃圾统一收集处理，大家

垃圾分类的意识越来越强了。 ”

上水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莫

任会介绍，上水村是一个以种植业、旅游

业为主的美丽布依族村寨。近年来，上水

村以市级美丽乡村示范点建设、 农村

“五治” 工作等为契机，大力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基础设施不断夯实、乡村环

境越发美丽。特别是农村“五治” 工作开

展以来， 上水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强化

实干担当，全力改善生产生活环境。

“但一开始大家意识不够 。 比如

‘治垃圾 ’ ， 能丢到垃圾斗已经不错

了，更不要说还要分类 、分开投放。 ”

莫任会说，对此，村“两委 ” 从加大宣

传动员着手，开展入户走访，召开党员

大会 、村民坝坝会 、村民小组会 ，并通

过大广播小喇叭等方式开展宣传动

员，提升农户垃圾分类意识。 村干部也

走出去参观学习、吸取经验，尝试采用

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的方式提升群众参

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在市、 区各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

上水村还新建起了垃圾分类可回收物

分拣间（收集点），设置其他垃圾收运

点 38 个、投用垃圾斗 47 个、可回收垃

圾桶 6 个、有害垃圾桶 1 个，配备 10 人

的农村保洁队、一台专门用于垃圾清运

的车辆， 村里还支出经费准备了大米、

洗洁精、抽纸巾等生活日常用品，作为

鼓励村民开展垃圾分类兑换的小礼品。

“现在大家意识提高了，也会自觉践

行垃圾分类，村里条件越来越好、环境越

来越美，我们村民也要好好爱惜保护。 ”

田应毕说。

这只是白云区大力推进农村“治垃

圾” 工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一个缩

影。 通过大力推进各乡镇农村 “治垃

圾” 工作，目前全区 5 个乡镇 244 个自

然 村 寨 的 垃 圾 分 类 设 施 覆 盖 率 为

100%；建设完成乡镇可回收物及有害垃

圾收集点 4 个，村级可回收物及有害垃

圾收集点 51 个。

精准“治房” 。 全面完成“清” ，已完成农房确权登记

27500 宗；实现规范“建” ，农村建筑工匠培训任务完成

1222 人；实现依法“管” ，宜居农房整治完工 10000 户，整

治危房 4028 栋。 重点聚焦“用” ，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完成

954 栋， 开发全省首个市级闲置农房盘活平台 “村村”

APP，形成“622+1”“811+N” 等盘活模式，全面推进农村

闲置房屋盘活利用工作。

突出“三水同治” ，精准“治水” 。 今年实施农村供水

保障工程 14 个，规模化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农村人口比例

达 63.64%，100 人以上集中式供水工程覆盖率 98.01%；实

施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91 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提

升工程 16 个，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预计将达到 53%以

上；黑臭水体治理 12 条，实现黑臭水体动态清零。

突出“五个环节” ，精准“治垃圾” 。 按照“五个环

节” ，采取“五点减量法” ，改善提升村寨收集收运点 400

个、建成农村有机垃圾协同处置试点项目 2 个，30 户以上

的自然村寨实现垃圾收运体系覆盖率长期保持 99%以

上，基本实现农村垃圾源头分类、外运减量。

突出“三个同治” ，精准“治厕” 。 农村户厕新（改）

建厕 6329 户，新建农村公厕 17 座，持续巩固农村改厕成

果；积极推进贵州省改厕模式示范试点建设，聚焦厕所粪

污及生活污水共同治理， 建成农村治厕治水同治示范点

14 个；探索搭建农村卫生厕所长效管护机制，建成长效管

护站 14 个，实现“建管用” 一体化推进。

突出“移风易俗” ，精准“治风” 。 围绕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其他不办“三个重点” ，全面推进移风易俗。 婚事

新办 17288 起、 丧事简办 30533 起， 劝阻办理其他酒席

2688 起。推进殡葬改革，农村公益性生态公墓提质改造完

工 29 个，新建完工 13 个，持之以恒推动移风易俗，有效

治理陈规陋习，乡风文明明显提升。

■“五治” 小故事

“张大姐，又来积分啦！上次兑换的东西用完不得嘛？”

“李伯，你家水电维修的单子已经下单了，收费绝对

公平合理，等会儿就派人到你家头看看去。 ”

……

近日，息烽县石硐镇农村人居环境管护服务站里，该

站负责人郑传照正在给前来咨询服务的村民解答问题。

作为全省首家农村人居环境管护服务站， 该服务站旨在

做好农村“五治” 后续管护。 自今年 2 月设立运营以来，

帮助村民解决了不少“急难愁盼” 问题，被大家亲切地称

为“乡村管家” 。

“‘乡村管家’ 服务很好，方便、实惠、又放心。 ” 何家

洞村村民周灯园日前想请工人拆修自家的老屋， 市场要

价为 6000 元，他电话联系石硐镇农村人居环境管护服务

站下订单，结果只花 1000 多元就完成了老屋拆修。

“这里还可以帮忙清掏厕所， 第一回点单可以享受

免费服务 1 次，之后就是每次清淘五六十元一次。 ” 村民

何大姐说。

郑传照介绍，作为公益性微盈利服务机构，服务站按

照“支部 + 公司 + 村集体 + 农户” 的“四位一体” 模式

管理，按照“保本微利，服务群众” 为收费标准，为村民

提供下水道清污、旧房拆建、水电路网维修等服务。

“我们还给村民发了‘明白卡’ ，有需求可以打电话

下单，让村民以低价格享受到好服务。 ” 郑传照介绍，服

务站还助力“治垃圾” 工作，帮助清运当地农村生活垃圾

100 余吨， 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物近 50 吨；

出资购买了洗洁精、 洗衣粉等生活用品， 用于各村村民

“五治” 积分兑换工作。

农村“五治” 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久久为功的乡村

治理民生工程。 “我们将发挥好‘乡村管家’ 的作用，做

好农村‘五治’ 工程的后续管护，确保‘五治’ 有实效、更

长效。 ” 郑传照说。

“乡村管家” 来服务

确保“五治” 长效化

贵阳贵安“五治”工作成效显著

■数据点击

村美民富� 好风景孕育好“钱景”

曾经，不少村寨因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等

原因出现“空村”“空房” 现象，很多闲置农房因长

期无人居住而逐渐破败，但在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

马头村却是另一番景象。

近日，走进马头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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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渡河畔，绿树掩映下，一间木房古色古香。 这

原是村民罗跃坤家的老房子，已荒废多年，但在农

村“五治” 的驱动下，乡村环境越来越好，吸引来自

贵阳市区的“城里人” 将其长期租下，改造成为“第

二个家” 。

在马头村，不仅闲置的老房子越来越成为“香

饽饽” ， 越来越多农家乐和民宿更是受游客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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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陈正勇对于“治房” 有自己的理解。

同在普渡河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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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看到村里的乡村旅游越来越火热， 我就有了把房子

用起来的念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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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便开启了爆满的迎客模式。

改造宜居农房，盘活闲置资源，让“空房子” 变

为“金屋子” ，让“光坝子” 变为“美院子” 。 “得益

于闲置农房盘活，我们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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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住满了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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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堡布依族

乡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全乡 2023 年度宜居农房改

造建设任务 100 户已全面完工，其中，松树林组就

有 60 户。

结合主题教育， 乌当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绩观，问需于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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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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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

时，乌当区结合旅游产业化发展，挖掘地方文化，推

进农旅融合，打造童梦溪田等新业态，让“环境” 变

“风景” ，“风景” 变“钱景” ，推动乡村美起来，村

民富起来。

激活资源�“空房子” 变身“金屋子”

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保洁员清理水渠。

白云区都拉布依族乡上水村可回收物收集点。

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马头村农家乐吸引众多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