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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绿”追“美”满目新
——歙县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歙县始终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作为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抓
手，坚持突出精品理念，通过精致化
建设、精美化呈现、精细化管理，形
成全员发动、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
工作格局，助力乡容村貌出新彩、亮
新颜。截至目前，累计完成 200 人
口 以 上 美 丽 宜 居 自 然 村 整 治 287
个，建成和美乡村省级中心村 150
个，入选 2024 年度全省农村改厕提
升长效管护机制示范县创建名单。

歙 县 由“ 拆 ”入 手 ，对 明
显 有 违 村 庄 风 貌 、影 响 村 庄
肌 理 的 猪 圈 、旱 厕 等 进 行 拆
除，对残垣断壁、乱搭乱建整
治清空，腾出空间，打开村庄
视 野 。 2023 年 以 来 ，累 计 拆
除猪圈、旱厕等 3481 处，清理
乱搭乱建 7760 处，清理无功
能建筑面积 31028平方米。

歙县坚持将美学创意融

入乡 村 肌 理 ，巧 做 就 地 取 材
塑节点“加法”。利用房前屋
后 闲 置 的“ 金 边 银 角 ”地 ，融
入 乡 土 、乡 韵 、乡 趣 元 素 ，打
造“ 歙 ”美 五 小 园 ，已 建 成 特
色小菜园、小果园、小茶园、小
花园、小乐园等 2500 余处，增
加 绿 化 面 积 ，大 力 提 升 乡 村

“颜值”。
歙 县 深 挖“ 一 村 一 花 ”

“一村一标”“一村一业”等乡
村 特 色 元 素 ，推 进“ 歙 ”美 五
小园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乡
风文明建设等融合。建设“一
村一品”特色村 130 个，围绕

“ 一 村 一 主 题 ”打 造“ 居 竹 问
政”“侨乡槐塘”等“颜”“值”并
存村庄 60 余个，使“歙”美五
小园由表及里、由内到外提档
升级。

“理”出思路“见缝插绿”

歙县坚持示范引领，充分
发挥妇女先进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建立“村干部创领+党
员带头+巾帼志愿推动+群众
响应”的工作机制，由“点”及

“面”开展“歙美庭院”创建工
作，完成步步皆景、处处怡情
的“ 歙 美 庭 院 ”示 范 户 3000
户，制作“歙美庭院她来说”微
视频 2个。

歙县突出生态优先，积极
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 ，高 标 准 推 进 人 居 环 境 整
治。深化推广“三池系统联动”
污水处理模式，采取 AAO 一体
化智能净化槽工艺，粪污经两
级厌氧池生物降解后，流入两

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在微生
物、滤料和植物共同作用下，有
效去除有机物、氮磷等污染物，
实现改厕与治污有效衔接。目
前，累计实施项目点 214个。

歙县聚焦美化提升，推进
“大景区·花满城”行动，开展
“四旁四边四创”绿化提升行
动，探索推进“国企+村集体+
社会资本”“国企+村集体+农
户 ”等 模 式 ，打 造 一 批“ 小 而
精 、小 而 特 、小 而 美 ”的 特 色
节点，建成“万仞花屏”“天子
问政”等 300 余处微景观。深
化“ 绿 美 江 淮 ”行 动 ，2024 年
度创建绿美乡镇 2 个、绿美村
庄 4 个。

“改”善面貌“留白增绿”

歙县纵 深 推 进“ 党 建 +基
层 微 网 格 ”，构 建“ 乡 镇 — 村
— 村 民 小 组（自 然 村）”三 级
网 格 治 理 架 构 ，以 村 民 小 组
或自然村为单位全县设置微
网格 1979 个。发挥网格工作
力量将长效管护纳入村民自
治，对村庄进行片区划分，组
建“ 包 片 干 部 +网 格 员 +村 民
组 长 +老 党 员 +村 民 ”评 议 小
组 和“ 联 村 镇 干 +监 委 会 ”审
议 队 ，构 建 全 县 党 建 引 领 全
员共建“一张网”。

歙县以“生态美超市”建设
作为主要抓手，打造“美丽新
安江，百里大画廊”志愿服务
品牌。建立“生态美超市”会
员和信用积分融合管理标准，
实行“五统一”建设运营模式

（统一建设标准、统一兑换标
准、统一采购配送、统一回收
处理、统一线上管理）。今年
以来，建 立“ 生 态 美·信 用 好

超市”61 家，建设固定兑换点
位 101 家 ，覆 盖 全 县 村 庄 占
比 达 到 65% 以 上 ；参 与 兑 换
群众 74655 人次，兑换可回收
垃 圾 227.3 吨 、不 可 回 收 垃 圾
2419.9吨。

歙县以积分制为杠杆，探
索开展绵潭村“旅游分红+善
治 积 分 ”收 益 分 配 模 式 试 点
工作。以户为单位建立积分
档 案 ，通 过 制 定“ 善 治 积 分 ”
细 则 ，N”评 议 模 式 ，实 行“ 正
负 面 清 单 ”对 农 民 日 常 行 为
进行评价形成积分。“善治积
分 ”奖 励 资 金 由 村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和 县 属 国 企 共 同 筹
集，根据基础积分+当年度考
核 奖 惩 累 计 积 分 集 中 发 放 ，
实现“积分改变习惯、美德深
入人心、邻里关系融洽、树立
文明新风、全民共建共治”的
目标。

·徐梦婷·

“抓”实长效“应绿尽绿”

抓住农田水利建设黄金期
岁月已晚，万物诉寒。当前全

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冬春农田建设
关键时期，全国冬春农田水利暨高
标准农田建设视频会议对有关工
作作出全面部署。抓住农田水利
建设黄金期，加大投资投劳力度，
将会为来年江河安澜、农业丰收打
下一个好基础。

蓄水如蓄粮、修堰如修仓。今
年以来的情况表明，凡是农田水利
建设工作扎实的地方，抗灾排涝能
力就比较强，农业收成就比较好。
目前，从北往南，江河湖库陆续进

入枯水期，农闲时期水利工程灌溉
防洪任务减少，为农田水利建设施
工提供了难得条件。要抓紧修复
今夏以来水毁灾毁农田设施，进行
沟渠清理、整修，在明年汛前打通
易涝地区农田“毛细血管网”。要
统筹修复水毁水利设施、农村供水
设施、农田灌排设施，优先安排资
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能力，保障
农村人畜饮水和农作物时令灌溉
需求，确保明年开春农业生产顺利
进行。

施 工 黄 金 期 ，要 用 好 真 金 白

银。目前，围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增
发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供
应充足。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
力度，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抵御自然
灾害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
增强农业生产韧性，更好稳定农业
生产的“压舱石”作用，稳预期、稳经
济。要多点发力，支持高标准农田
建设，落实省级支出责任，完善多元
化投入机制，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的前提下，引导、鼓励社会投
资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入，把预

算内资金、特别国债资金的杠杆作
用发挥好。

冬春农闲，田闲人不闲。水利
工程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规模
大、资金规模大、劳动力需求大，可
以带动农民特别是脱贫群众就业
增收。农民是农田的使用者，对农
田的好坏、工程的优劣，有最直接
的发言权。要多征求种地人的意
见，多吸收农村劳动力参与，充分
调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
积 极 性 。 农 田 水 利 建 设 ，重 在 建
设、难在管护，要让农民群众积极
参与建、管、护、用，让农田水利建
设成为提高农业产能、增加农民收
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一大
抓手。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新华社北京11月 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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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着 青 石 板 铺 就 的 观 景 步
道，行走在金黄色的稻田边，循着
香气走入田边的咖啡馆，望着满
目秋色，品一杯温热的拿铁，咖啡
杯上一行小字写着“人间忽晚，山
河已秋”——在黟县塔川村，一间

“ 村 咖 ”仿 佛 是“ 麦 田 中 的 守 望
者”，静待游客走进色彩缤纷的塔
川之秋，领略徽派民居与层林尽
染的魅力。

已 有 2000 多 年 建 制 史 的 黟
县，是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传
承地之一，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
宏村闻名遐迩。塔川村曾经名不
见经传，但凭借村居与乌桕树等
红叶林相互掩映的物候景观“塔
川秋色”，这里正在成为黟县新的
热门目的地。 2021 年，塔川秋色
入选全国首批“天气气候景观观
赏地”，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秋。

“塔川秋色”进入最佳观赏期，塔
川村的稻田里、观景平台上，游客
摩肩接踵，纷纷拍照打卡留念。

如何引导游客在最佳观赏期
与美景“双向奔赴”？2017 年，黟
县气象局开展塔川红叶观赏期预
报工作，通过公众号等渠道向公
众发布相关信息。据黟县气象局
局长章威介绍，通过对乌桕树生
长 习 性 及 历 史 观 测 资 料 统 筹 分
析，气象部门建立了综合预报模
型，通过对气温、降水、日照等指
标的观测分析，进行红叶景观预
报。

黟县四季温和，雨水丰沛，清
新空气、适宜温度等气候资源成

为 发 展 康 养 旅 游 的 良 好 基 础 。
2023 年，在第二届中国气象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上，黟县经评审论
证 ，适 宜 开 展 季 节 养 生 、避 暑 避
寒、日光理疗、气候保健、天气景
观观赏、旅居等度假康养活动，获
得全国首个“气候康养旅居示范
区”称号。

“ 获 得‘ 气 候 康 养 旅 居 示 范
区’称号对黟县旅游的带动作用
十分明显。”黟县副县长饶罡明告
诉记者，通过对乡村闲置房屋的
升级改造，黟县打造了一批康养
度假酒店和民宿集群，不仅吸引
了长三角地区的“银发游”群体前
来康养旅居，还让黟县成为艺术
专业学生采风写生、一线城市“数
字游民”前来工作和生活的理想
目的地。

在黄山关麓帐篷客酒店，一
座气候康养旅居环境综合监测站
实时采集负氧离子、PM2.5、紫外
线等数据，游客拿出手机扫一扫
即可查看当地的气候生态指标。

“我们的目标客群是来自上海等
城市的游客，他们十分注重健康
的生活方式，期望在乡村生活中
舒缓身心，对于生态环境的各项
指标十分关注。有了这些精确的
监测数据，游客能够直观感受到
黟 县 生 态 环 境 与 气 候 资 源 的 优
势，更愿意常来常往。”酒店负责
人朱景荣说，今年国庆假期，酒店
有 5 天 都 是 客 满 状 态 ，来 黟 县 体
验慢生活、康养旅游的人越来越
多。 ·朱金宜·

黟县：

“ 气 象 +”催 生 文 旅 新 气 象

进入冬季，休宁县鹤城乡的村
民 都 会 制 作 一 道 传 统 特 色 美 食
——麻糍。对于许多人来说，麻糍
不仅仅是一道香糯的美食，更是一
种故乡情怀，家乡味道。

在鹤城乡朱家坑村，村民都
在忙着做麻糍。先将精选的优质
糯米淘洗干净，浸泡 12 个小时以
上 ，再 烧 起 土 灶 大 锅 将 糯 米 蒸
熟。起锅之后，要将蒸熟的糯米
趁热放入一个石臼中，随即用特
制的木棍反复舂捣，直到把糯米
完全捣成泥状。

村民王利平说：“要想麻糍做
得香，重要的一点是糯米饭一定要
在锅里蒸透，然后放在石臼里，舂

捣的时候一定要快，要不然冷了就
舂得不细腻，吃起来就没有什么嚼
劲，味道要差许多。”接着 将 炒 熟
的芝麻撒在案板上，把舂捣成糊
状 的 糯 米 放 在 芝 麻 上 ，继 而 压
扁 、切 块 ，一 道 香 甜 可 口 的 传 统
美食就做好了。

刚做好的麻糍，冒着热气，糯
米香与芝麻香融在一起，咬下去满
口生香。在当地，香甜可口的麻
糍，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道
特色美食。

秋收冬藏，当地村民在晴暖
的冬日制作麻糍，在品尝美食的
同 时 ，也 饱 含 着 丰 收 的 喜 悦 之
情。 ·宋建忠 盛红兵·

晴暖冬日 麻糍飘香

初冬时节，黟县处处是景，步步如画，大批游客来此观赏游玩。图为
游客在塔川村游览赏秋。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