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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靓新家园 村村有招法
静海区精准施策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

■ 本报记者 徐杨

大鸨觅食与人类劳作同框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张鹏

《天津日报》联合津云新媒体，带您上山采
摘，奔赴田园，一路追寻天津乡村的大美风光
与宝藏好物，从产品到风景再到风土人情，全
方位展现新农村的新风貌，将山田间的美食带
到您身边。

乡村走读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村居错落有致、道路整洁、河水清澈……在
静海区很多村民的眼中，村里的环境越来越美
了，垃圾清理了，坑塘干净了，房前屋后种上了
各种花草树木，住着越来越舒心。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是百姓的殷切期盼。

近年来，静海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民生
福祉作为根本出发点，持续在全面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水平，改善农村环境等方面下足功
夫，精准施策、精细落实，全力打造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有力有效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

小积分
将“村里事”变成“家家事”

在大丰堆镇前明庄村与双塘镇周家院村，
“积分制”正成为乡村治理的有力杠杆，撬动村
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热情。
“前明庄村聚焦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

升等关键领域，以‘积分制’为依托，引导村民主
动参与环境整治和村级治理，维护公共秩序，积
极参加创卫志愿活动，为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
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郭振勇说。
11月6日一大早，前明庄村积分超市人头

攒动，村民们热烈地讨论着积分兑换事宜。村
“两委”认真核实登记后，村民们根据自己的存
折积分兑换到了洗手液、牙膏、肥皂等心仪的物
品，兑换现场有条不紊、热闹非凡，每位村民的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想不到把自家房前屋后打扫干净,就能

获得积分,并且还能用来兑换生活用品,这个
‘积分制’真好,以后更有干劲了！”提起“积分
制”工作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前明庄村村民张
明勇喜悦地说。
周家院村同样因“积分制”而焕新。午后，

阳光正好，村民李永敏像往常一样，约着几位邻
居前往健身小广场。途中，瞧见人行道上的废
纸，他不假思索地停下，弯腰捡起，丢进旁边的
垃圾箱。这看似平常的“举手之劳”，已深深融
入村民们的日常习惯。
“身为周家院村的一员，守护村庄环境，是

咱每个人的责任。”李永敏坚定地说道。据介
绍，周家院村大力推行“积分制”管理后，村民
们踊跃投身于除草、清理广告等志愿服务活动，
累积积分，兑换各类日用品，形成了良性循环。
如今，漫步在周家院村，无论是平整干净的

水泥路，还是错落有致的民居，或是生机盎然的
街边绿植，无不令人赏心悦目。这里不仅是村
民安居乐业的温馨家园，更是大家在共建共享
中收获满满幸福感的心灵归处。
“为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我们村推行‘积分制’管理模式，设立‘积
分超市’，制定‘积分制’管理细则，按照‘一户
一档’建立积分台账，村民通过参与村内组织
的清除村内杂草、小广告，修剪树枝，清理房
前屋后、胡同死角卫生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获取积分，兑换日常生活用品，唤醒村民的
自治意识，持续提升村容村貌和乡风文明治
理水平。”周家院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瑞阳介绍说。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路边杂物没了，房前屋后宽了，街道绿化也多
了。”身为周家院村的原住民，村民莫奇龙既是
这片土地“旧貌”换“新颜”的见证者，更是积极

投身其中的参与者与最终的受益者。
据介绍，为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目前，

静海区18个乡镇351个村庄在乡村治理中推广
运用“积分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
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基层治理工
作由“村里事”变成“家里事”，不断增强广大农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包片到户”
持续扮靓乡村容颜

冬日，漫步在唐官屯镇后小屯村的乡间道
路上，干净整洁的环境令人心旷神怡，村民们喜
滋滋地说，提升人居环境，村里有妙招！
原来，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长效

化,后小屯村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包片到户工作
机制，通过实行网格化管理、定期开展志愿服务等
方式，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改善中来。

“我们将村庄划分为多个区域，每个区域明
确由几户村民负责，形成固定的责任片区。这
些负责的村民就如同‘片长’，要对自己所管片
区内的卫生状况进行全方位监管与维护。无论
是道路两旁的杂草清理、垃圾捡拾，还是沟渠内
杂物的疏通，都在其职责范围内。而且要求‘片
长’定期巡查，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组织本片村
民进行处理，若是遇到较大的环境整治任务，如
集中清理卫生死角、搬运大量垃圾等，则由村里
统一协调，其他片区的村民也会过来支援帮
忙。”后小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平介
绍说，通过这种方式，充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
与责任感，使得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精心呵护，每
一个角落都能保持整洁干净，从而让村庄的人
居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提升。
村民王俊杰告诉记者，这些年村里一直在

完善基础设施，现在环境越来越好了，大家的思
想觉悟也越来越高了，谁家门前要是不干净都
觉得不好意思。
不仅如此，后小屯村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了星级卫生考核标准，通过美丽庭院评比、文明家
庭评选等一系列活动，带动更多群众共同参与到
村庄的亮化、净化、美化、绿化中来。
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在陈官屯镇潘村，这里从房屋美化，
农村道路硬化、净化到塑造具有乡土特色
的景观……真正实现了村庄形态与自然环
境相得益彰。
来到村里，一处处农家院落窗明几净，三五村

民围坐在村内小路旁时而闲聊、时而开怀大笑，为
热闹的农家生活增添了几分情趣。从前房前屋后
乱堆乱放的杂物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墙
画和干净整洁的柏油马路。
“现在我们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大家的精气

神儿也越来越足，生活别提多滋润了！”谈及村里
的变化，村民孙桂华满心欢喜地称赞。
优美的环境并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潘村持

续打好人居环境整治这场“硬仗”换来的。
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栗晓精介绍说，

在农村人居环境改造过程中，党员干部都以身作

则参与到清整、宣传等活动里，村民们看在眼里，
逐渐由“看着党员干部干”转变为“与党员干部一
起干”，形成了环境整治齐抓共管的局面。村里也
探索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党员干部按照“包片”原
则，明确各自职责，并通过开展“最美庭院”“创卫
宣传”等活动，在村里营造讲文明、美环境的浓厚
氛围。
同时，潘村还紧盯乡土味道，以农房为主体，

塑造具有乡土特色的自然景观。不仅扮靓了村庄
环境，还丰富了村民们的内心世界。“随着基础设
施的不断完善，村里的风景也变得越来越美了。
村民们闲暇之余有地方散散步、做做运动，我们很
有成就感！”栗晓精说。
后小屯村、潘村扮靓人居环境是静海区整治

人居环境、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静海区各乡镇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

星级卫生考核标准，通过常态化卫生清整、美丽庭
院评比、文明家庭评选等一系列活动，带动更多群
众共同参与到村庄的亮化、净化、美化、绿化中
来。同时，积极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持续提升村民
的生活品质，改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打造美丽
宜居的村庄新面貌。

文明乡风
浸润和美乡村

近年来，静海区各乡镇以党建为引领，立足本
地实际，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之机，大力推进乡风
文明建设，着力提升辖区居民文明素养，使共建美
好乡村、共享幸福生活的理念深入人心。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

堡垒。作为基层党组织，就是要带领乡亲们的生
活越来越有奔头。”杨成庄乡东寨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温玉臣对记者说。
走进东寨村，看到的不仅是干净整洁的村庄

环境还有完善的基础设施。
村内农家书屋窗明几净，各类书籍在架上排

列有序，村民们认真地翻阅，陶醉于书海之中，
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农闲时我们经常组织村
民到这里来学习科学理论知识、种植养殖技术。
村民们闲暇时也都自发地喜欢到这里来。”温玉
臣介绍说。
村民们告诉记者，近年来，东寨村“两委”分片

包干，组建专业保洁队，并开展多样化志愿服务活
动，营造出全员参与环境整治的浓厚氛围，推动乡
村“颜值”不断攀升。
人居环境焕新颜，文明乡风润心田。随着人

居环境的优化以及健身广场、农家书屋、老年活动
中心等文体设施的相继启用，东寨村村民的物质
水平与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了显著提升。
温玉臣介绍说，东寨村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之机，让旧村焕发新颜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参
与，形成乡风文明新风尚，确保人居环境整治成果
看得见、稳得住。
据介绍，东寨村在乡村治理中激发乡贤活

力，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阵地，凭借乡贤德行
好、文化素质高、影响力强的优势，培育文明乡
风。同时，通过常态化开展家风家训展示以及各
类文明评选活动，用身边榜样引领群众，以好家
风塑造好民风。
从唐官屯镇鲁辛庄村、后小屯村到梁头镇东

河头村、西贾口村，从杨成庄乡东寨村、宫家屯村
到台头镇北二堡村、中二堡村……静海区正持续
推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静海区相继开展了村庄环境清洁春、秋
冬季行动，并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宣传与
农村路域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聚焦全域清洁
化、农村公厕管护及村容村貌提升等核心要点，全
面铺开全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力求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质量，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为静海区
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筑牢根基、提供有
力保障。
同时，凭借精细化、常态化治理模式与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志愿活动双轮驱动，静海区积极引
导广大群众踊跃投身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在村容
村貌改造进程中，围绕移风易俗、创文创卫等主题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与评比活动，让文明乡风如春
风化雨，悄然浸润每一个乡村家庭。

“1、2、3、4……”近日，蓟州区南部平原的青
甸洼中，蓟州区林业局湿地和野生动物保护部
门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野生鸟类监测工作，此次
的监测对象是青甸洼的“老朋友”——大鸨。
“大鸨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今天监测

的这个种群共有10只，近几年冬季都在蓟州区
越冬。大鸨对生存环境要求十分苛刻，而且警
惕性很强，看到有人接近后立刻就会飞走，这次
能拍摄到，机会极为难得。”蓟州区林业局野保
站站长张尧介绍。
大鸨已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在世

界范围内的种群数量都普遍处于下降趋势，中国
的种群总数仅有300—400只，很多地方都已绝
迹。因为很多习性与鸵鸟近似，大鸨有着“欧亚大
陆的鸵鸟”之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飞行鸟类之一。
据了解，蓟州区地处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

的过渡地带，北部山脉纵横，中部山水环绕，南
部蓝绿交织，具备“绿水青山”的生态本底特征，
是集山、水、林、田、湖、草、湿地于一体的国家级
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中湿地资源较为凸显，共有
湿地总面积157.42平方公里，对维护华北地区
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鸟类等野生动物
的栖息、迁徙和停歇创造了良好的生境。
“前几天，在我们区的于桥水库，我们还拍

到了震旦雅
雀。”张尧兴奋
地展示着手机
里的照片，只
见照片中一只
黑顶白脖，黄
色小嘴的震旦
雅雀正在芦苇
枝上栖息，漆
黑的眼眸很是
警觉。张尧介
绍，震旦鸦雀
是中国特有的
珍稀鸟种，被
称为“鸟中熊
猫”，已被列入
国际鸟类红皮
书，为全球性濒危鸟类。
每年春、秋候鸟迁徙季节，数十万的鸟类

在蓟州区境内捕食、栖息、停歇、翱翔，成为东
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站、越
冬地和繁殖地，被鸟类爱好者称为——鸟类的
“中转机场”。今年，蓟州区还首次观测到了猛
禽白尾海雕和凤头蜂鹰，并初步确定了它们的

筑巢繁殖区域。据了解，这些猛禽是食物链上
的顶级物种，是生态系统健康向好的“指示器”。
根据蓟州区今年湿地和野生动物监测记

录，全区范围内大鸨、黑鹳、白枕鹤、反嘴鹬、白
琵鹭、金雕、红隼、普通鵟、日本松雀鹰等国家
一、二级保护鸟类数量均在稳定增长。
目前，蓟州区湿地管理机制不断完善、执法

力度不断加大，同时跟进实施湿地修复工程，不
断强化洼区和库区等重要鸟类栖息地的巡护和
科普宣教，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进一步提升，立
体结构更加稳定，生物多样性丰富度逐步上升。
据了解，今年年底前《蓟州区湿地保护规划》将
正式发布实施，推动蓟州区湿地生态资源的保
护达到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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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明庄村村民张明勇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后喜笑颜开。
▲后小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平（中）在村民

家中讲解“包片到户”。

▲潘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墙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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