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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金山镇龙山村层林尽染，千山万壑流碧，风景如诗如画。
驱车沿着村东头的公路一路前行，一座座美丽民居犹如一幅幅山水画卷在行人眼前渐次展开：安静整洁的院落，潺潺流动的

溪水，绿色如黛的青山……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让人流连忘返。
在南川，像龙山村这样的“桃花源”越来越多。
近年来，南川区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在规划示范上出

新，在环境整治上求美，在长效机制上破题，着力打造“村美、人和、共富”的现代版“桃花源”。
如今，行走在南川的广袤山川，星罗棋布的和美乡村正轮番上演一场既增“颜值”又添“价值”的美丽实践。

在规划示范上出新，在环境整治上求美，在长效机制上破题——

南川 建画里乡村 留梦里乡愁

农舍白墙黑瓦，美丽的手绘文化墙，标准的

垃圾分类系统，水泥便道四通八达……走进大观

镇铁桥村的于家院子，别致的农家小院错落有

致，美得令人沉醉。

“以前的于家院子是破屋旧院，如今院内外

的花花草草和青石栏杆让整个庭院显得古香古

色。环境整治让我们受益。”村民李继寿十分感

慨，如今，他用自己的房舍办起了“兰亭茶语”茶

室和农家乐，每到周末都有游客前来。

近年来，于家院子实施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

升。如今，村民住上了安全住房、用上了无害化

卫生厕所、开通了户用天然气，生活垃圾实行集

中收运、生活污水实行集中处理，而且农家书屋、

休闲广场等设施一应俱全。

类似这样的变化，在大观镇金龙村朱家院子

也随处可见。灰瓦白墙的农舍规划有序，整洁干

净的马路延伸到农户，房前屋后的花园打理得井

井有条……

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村子环境的变化显而

易见，形成了从一处美到处处美的升级蝶变。远

看，这些村的外观大致一样，走近细看，每个村其

实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亮点。

这是如何做到的？答案在于规划先行，既注

重因地制宜，又强调分类推进。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南川区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说，为解决“发展不均衡”难题，南川

针对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

并类等镇村实际，184个行政村因地制宜编制完成

村庄规划，同时，为解决“规划无特色”难题，当地基

于区位、交通、生态、民俗等特征，科学划定生态、生

活、建设空间，合理布局村级建设用地，有效引导村

民聚集点、乡村旅游服务点、康养体验点等选址。

如金山镇金狮村沿柏枝溪形成传统民居“三

合院”“四合院”布局，形态疏朗有致、山水交融；大

观镇梅花园古色花香，与周边亲子乐园、乡村酒店

规划相得益彰；德隆镇茶树村、银杏村依托千年古

茶树、古银杏打造现代民宿、热门景点。

此外，为解决“示范难复制”难题，南川在人

口规模大、辐射能力强的乡镇，率先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四清”“五改”“三规范”示范创建，形

成可借鉴、能复制、易推广的经验做法。

同时，根据发展现状、地域特色分三类区域、

三级档位推进整治，努力将示范经验分类扩面推

全域，形成既共性推进、又各有侧重的错位发展

格局，提升打造一批特色精品村、美丽宜居村、干

净整洁村，建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专项示范

到综合示范的示范引领体系。

如今，大观片区已成为全市首批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美丽乡村示范片，大观镇中江村获评全国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成为其他村子借鉴学

习的典范。

如何从一处美到处处美？
规划先行打造示范点分类推进

“出门见花，抬头见绿，环境美起来，厕所卫

生了、道路硬化了、路灯更亮了、饮水也安全，生

活大改变。”说起现在的日子，三泉镇窑湾村村民

黄忠贤感叹不已，“条件是越来越好了，相信明天

还会更好……”

窑湾村位于南川东南部，青山环绕，与金佛

山、睡佛山森林公园等旅游景区咫尺之遥，环境

整治后的小山村更加清爽、祥和。该村负责人

说，要是夏天来，村里全是丰收的果树特别好

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村里正研究借着整

治的东风，发展乡村旅游业，让村民富起来。

补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短板后，村子环境

优美了、农村颜值高了、生活方便了，发展乡村旅

游、特色产业、休闲农业等等就有了先决条件，农

村才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要美丽也要富裕，南

川以环境为基，产业为魂，正让美丽环境变出更

多“美丽经济”。

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一方面，

当地，以改厕、改房、改路和治水、治土、治污为抓

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

由村向镇拓展，补齐环境整治短板，推动村容村

貌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为促进生态美向生产美转变，按

照“以产业升级促进环境提升，以环境提升推动

产业升级”的思路，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推动

产业富民相结合，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农

业、都市休闲农业、生态康养等绿色产业，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正切实把生态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让绿水青山变出更多的金山银山。

近年来，在重点发展南川米、大树茶和蓝莓

“一主两辅”乡村产业基础上，南川全区各乡镇结

合自身产业优势，正积极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

坚持“一乡一产业”“一乡一特色”。目前全区一

半以上乡镇已建立起主题鲜明、个性突出的乡村

旅游特色项目，基本形成以大观生态农业园区为

核心，一主多辅的休闲农业发展格局。

农村变美，农民变富，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更强。南川聚焦乡村振兴的美丽实践，立足特色

化，面向同城化，在推进现代化郊区新城高质量

发展中实现新作为，正书写一份和美乡村建设的

高质量发展答卷。

如何从生态美到生产美？
补短板变美丽环境为“美丽经济”

每天早上起床后，南城街道三汇村村民李

则民料理完家务事，总会习惯性地拿起扫帚清

扫庭院，用垃圾桶装好垃圾，就直奔附近的垃圾

点倒掉。

“打扫庭院习惯了，邻居家的门前都很干净，

有人还主动将道路边的垃圾清扫，村里环境变美

了，我们再不保持就太说不过去了。”曾是村里清

洁卫生最差一户的李则民一家，如今变得勤快了，

不良的卫生习惯也改掉了。指着组里的光荣榜，

他满是骄傲：“现在我可长期是组里的最清洁户！”

从最不洁净到洁净之家，南川在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过程中，广大群众也转变了观念，提升了

素质。

农村基础设施的管护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为让农民群众

真正树立主人翁意识，从过去的旁观者、局外人

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管护者，南川坚持政府主

导与群众主体相结合，以群众为主体，采取多种

措施，让群众广泛参与进来，使得环境整治工作

事半功倍。

比如，在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过程中，南川区按照生活垃圾资源化、减

量化、无害化处理的总体要求，对农村生活垃圾

进行源头减量和集中处理。村民们先将垃圾分

门别类投放进垃圾桶里，再将垃圾分类处理，同

时通过可回收垃圾奖励回收，易腐垃圾堆肥返

田，其他垃圾集中处理的方式来解决农村垃圾问

题，让村民既是受益人，也是主导者。

除此之外，该区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大力开展农村居民文明素质提升行动，创新

实施文明实践积分制度，持续开展洁净家园、乡

贤议事、知礼明德、志愿服务、家风传承、文明旅

游“六大行动”。

不仅如此，为实现环境整治从一时美到持续

美，一方面，南川依托保洁公司等第三方实现专

业运维，规范管理农村垃圾收运和污水处理运

行，实现“投、建、运、管”一体化；另一方面，激励

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

建多元化、多形式投融资机制，破解公共财政对

农村投入不足的短板。如今，南川通过调动各方

力量建立了长效的管护机制，实现了基础设施有

人管、管长久。

如何从一时美到持续美？
调动各方力量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链接>>>

数读南川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农村“厕所革命”●

共实施39496户农户完成无害化

卫生厕所改造，建设农村公厕58座。

●行政村生活垃圾●

有效治理 184个行政村实现

100%覆盖，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村125个。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累计完成乡镇污水管网建设

151.2公里，实施乡镇污水处理厂技

改工程30个。同时，千人聚居点污水

处理设施覆盖率达100%，农村生活

污水得到治理的农户覆盖率达80%。

●村容村貌整治提升●

改造农村危房3594户，整治提

升旧房7000户，建设村民小组通畅公

路1850公里，建设入户道路822公
里，安装庭院灯10860盏，实施村庄

绿化8215亩，创建绿色示范村庄57
个，建成村级文体活动场所243个。

●村规划编制●

184个行政村完成规划编制，村

规划编制覆盖率达100%，培训农村

建筑工匠236名。

●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累计回收废弃农膜 1152.99
吨、肥料包装物271吨，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 91.52%，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达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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