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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郑 红 本版图片由芦浦镇提供

芦浦高速出入口前，景观公园绿意盈盈，装点沿途的风景；西
塘村尖山片旧路焕新颜，三角梅点缀其间，扮靓乡村风情；井头村
荒地变“绿洲”，打造功能多样的口袋公园，群众茶余饭后有了休
闲好去处……

村社“大变脸”，人居环境“持久美丽”。这一幕幕的喜人变化，
源于玉环市芦浦镇坚持“花小钱、办实事”理念，深入实施我爱我
家·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不让每一寸土地裸露，

不让每一块土地闲置”为主
题的“微改造、精提升”活动，
整治的触角涉及村庄、田园、
河流等，积极打造“花园式芦
浦”，不断改善群众生活品
质，擦亮美丽乡村底色。

人居环境大提升人居环境大提升 乡村颜值再提乡村颜值再提““靓靓””

芦浦芦浦：：开启和美乡村开启和美乡村““美颜美颜””模式模式

党员责任区，常态化接受群众监督。

““和美芦浦和美芦浦””彩色稻田航拍图彩色稻田航拍图。。

井头村王家小区打造“口袋公园”。

西塘村“和美庭院·家风
家训示范带”。

美丽田园航拍图美丽田园航拍图。。

党员志愿者正在清理垃圾。

道路“白改黑”，提升百姓出行舒适度。

在西塘村文化礼堂附近，有一条“和美庭
院·家风家训示范带”，沿线25户创成“和美庭
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每户的庭院仿佛

“百草园”，花草树木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治愈
系风景引人驻足。西塘村作为三角梅示范村，
院中路旁，随处可见三角梅争妍斗艳。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芦浦镇充
分发挥镇村两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妇女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独特优势，深入开
展美丽庭院“净化、绿化、美化”创建活动，
从“一花一草”“一景一物”“一砖一瓦”入
手，使庭院环境实现从“整洁外在美”到

“特色内涵美”转变。同时，开展庭院星级
评比，让群众干有标杆、学有榜样，为全面
推进美丽庭院创建工作提供引领、示范。

“微改造、精提升，就是要花小钱、办实
事。”芦浦镇党委副书记应君彪介绍，该镇深入
推进“花园芦浦·村村有品”行动，全面排摸村
级闲置土地，改造点位45个，因地制宜打造精
品项目，如“口袋公园”，田间菜园，停车场等。

5月，芦浦举办“热血小将美丽节点制
造营”活动，由年轻干部组成的7支队伍深
入芦岙村，就“如何用小经费完成大改造”

“怎样就地取材、变废为宝”等诸多问题进
行积极思考，和当地村民一起，将乱堆乱
放点，打造成富有特色的乡村节点。

印蓝亭等队员打造的乡野风情廊获得
一等奖，他们用不锈钢架、绿植、信封等打造
出一堵集休闲、娱乐、学习为一体的音乐墙。

小微园区紧靠金山村村部，车流量人流量
较大，停车问题成为该村一大难题。为此，增设停
车位成了金山村“村级小品”打造的“重头戏”。

该村紧急谋划，将村部前的一块石渣
堆放场地改为临时停车场，既解决了乱堆
放等环境问题，也能为缓解停车难出把
力。前不久，这个临时停车场投用，新增停
车位近百个，获得附近村民的一致好评。

“公厕干净、不臭，用起来很舒服。”村民
王林才对井头村黄家片的公厕赞不绝口。

这座公厕主体用青砖灰瓦，外观素
雅，四周绿植环绕，内部的墙面、地板干
净，闻不到异味。一场“公厕革命”，芦浦的
63座公厕变身舒适的“轻松驿站”。该镇以

“村+镇+农水部门”的出资模式，聘请第三
方物业公司台州井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管理全域公厕，并对其监督考核。

织绣乡村“方寸美”

秋日的西塘河，水面宽阔，碧波荡漾，
不时有水鸟在湖中游弋、戏水。西塘村尖
山文化礼堂附近，河岸边花草色彩艳丽，
村民迎着和煦的秋风，悠闲散步。

“自从有了沿河游步道，大家一边散
步一边赏景，十分惬意。”该村民对游步道
的建设赞不绝口。

沿河游步道的建设，是芦浦镇美丽河
湖创建成果的一个缩影。

西塘河全长5.158千米，起点为井头村，
终点为万安外闸，流经井头、芦岙、西塘、分
水、红山5个行政村，为芦浦河系主要河流。

近年来，该镇围绕“安全、生态、美丽、富
民”的治理目标，积极推动西塘河美丽河湖创
建工作，通过西塘河系整治工程，进行河道综
合整治、新建护岸及改建交叉建筑物，增强河
道排涝及抗冲刷能力。建设1.2公里长的游步
道，美化河道两岸景观，不断改善水环境，营
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生态环境。

流畅、岸绿、景美，去年西塘河创建成
省级美丽河湖。为了维护创建成果，该镇
高质量落实“河长制”，严格实行“一河一
策”的管护责任，创新推出无人机巡河，充

分利用河长巡河App，高空瞭望平台、无人
机等数字化巡河手段实行动态巡查，实现
24小时在线管理、巡河无盲区，打造集“智
慧治水+制度治水+质量治水”于一体的

“三治叠加法”，实现河道长效管护。
“西塘河有人在使用地笼捕鱼，马上处

理。”近日，芦浦镇工作人员用无人机巡查河
道发现这一情况，第一时间通过无人机喊话
方式及时劝阻，并通知村里工作人员前去制
止和没收地笼等工具，显著提高巡查效率。

引进井头村级共富项目台州井园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河道保洁，该镇还为
专职河道保洁人员配备电子定位手表，要
求上班时间必须佩戴，督促他们履职尽责
做好巡河工作。

不仅如此，芦浦还积极推广“绿水币”制
度，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治水的积极性，提高
群众的知晓度、满意度、参与度。同时，全面
启动“全民齐动员·守护门前河”行动，发动
基层党代表、人大代表、志愿者与中小学生
等参与巡河、发现问题、报送问题、监督治水
护水工作，形成西塘河水环境治理长效机
制，确保美丽河湖治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营造优美水生态

近日，西塘村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五大
领域行动——路面“白改黑”完成施工。该
镇西塘村的西塘大道长约 3公里。这条十
多年前修好的水泥路，经过长时间的风吹
雨打，已经出现了多处坑洼、破裂，特别是
下雨天，几步一水坑，对群众出行造成不
小的影响，成为居民口中的“烦心路”。

一直以来，不少村民向村里反映这一问
题，希望可以对道路进行修缮。为解决群众最
关心的人居环境难点，该镇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为契机，投资约470万元，对西塘大道和村
道的水泥路面进行夯实修复，路基稳定后铺上
沥青，以此提升群众出行舒适度和道路颜值。

“路更宽了，出行也更方便了，真是一件大
实事。”看着新铺的路面，村民老林竖起大拇指。

如今，趁着人居环境整治的“东风”，
越多的“民生路”修到群众的心坎上。金山
村老道路年久失修，存在不同程度的破
损，加之，近年来小微企业园落地村口附
近，使得交通问题“雪上加霜”，今年上半
年，该村投入资金 43万元，对村级道路进
行修复和硬化，使得道路面貌大大改善。

近几年，随着垃圾分类深入开展，大家
对人居环境提升的需求不断提升。芦浦聚

焦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共创洁美家园，让
农村美丽又宜居。各村制订人居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计划，划分环境卫生网格片区，分
片包干，将责任分解到人，落实专人专管，
村庄内外整洁有序，无卫生死角，尤其是村
口位置、村民中心、文化礼堂、桥下空间等
重点场所要保洁到位，无乱搭乱建、无乱堆
乱放、无乱涂乱贴、无杂物、无积水。

在西塘村尖山片，新上岗的垃圾分类
房整洁光鲜，路旁不见垃圾满溢的情况。西
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为林说，该
村率先导入“生活垃圾智慧监管云平台”，
数字化手段记录每日垃圾收集数据，确保
垃圾分类到位。“村民们自觉地做好垃圾分
类，也不乱扔垃圾，村道特别干净。”

为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提升
问题整改成效，该镇坚持常态化、高频次、
高效率的巡查。该镇社会事务办联合镇纪
委深入辖区各村，不定期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回头看”检查。在督察现场，检查组对照
问题清单，逐项核查整改落实情况，对环境
问题整改不力的村，进行问责。根据《芦浦
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规定，
该镇对涉及村开出数张“千元罚单”。

提质升级农村道

鸟儿叽喳，稻浪飘香。眼下，西塘片1120
亩的水稻连绵不绝，一夜风起，稻田经过润养
陆续披上金黄的外衣。秋风拂过，将田间的稻
谷吹得沙沙作响，农户们开镰秋收，谷粒满仓。

如果早些天来，从高处俯瞰，还可见到
金黄色与紫褐色两个品种的稻子“书写”出

“和美芦浦”四个大字，字的下方还有高山、
农舍等图案，与稻田周围的山水相互交融，
构成美丽乡村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据悉，这批紫褐色的水稻取种于浙江农科
院，经过图案设计、定点测绘、秧苗栽植、田间管
理等环节，最终形成立体感强的精美稻田艺术。

近年来，芦浦镇引导推进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集中流转，努力做好承包户和土地流
转农户的有效衔接，为双方“牵线搭桥”，通
过农业招商与经营主体合作，推动土地规模
化、集约化利用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有效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西塘村以村干部包干田地，逐块入户对接，
实现全村田地流转率近100%，村集体以每年
800元/亩向户里承包，共承包15年。再由村级统
筹安排对外承包，基本实现无零散化种植。

该镇将田间农用棚整治作为五大领域“清
网”行动之一，3月开展对各村田间地头的简易

棚巡查，通过联合执法形成整治合力，拆除田
间杂乱简易棚，清理田间垃圾。邀请小塘村菜
农参与现场观摩会，学习农用棚规范用法。

截至目前，全镇拆除 28个临时棚，改
造12个临时棚。改造后的田间简易农具棚
采用统一样式、外观及颜色，该镇利用无
人机定期开展田间巡查，营造出环境优
美、安全规范的田园环境。

清澈的溪水，休闲的垂钓人。今年夏
天，井头村稻虾共生基地吸引了不少游
客，他们坐在田埂上钓着小龙虾，不时传
来欢声笑语，一幅别样的田园风景图。

井头村在去年成功试行“稻虾共养”后，把
赚到的第一桶金用来扩展“钓虾”生意。依托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村里在河塘上种起了浮台水
植，还搭建了沿河游步道，不仅为美丽乡村“增
色添彩”，还成了芦浦有名的网红打卡地。

聚焦农村公共区域无人管理和管理低
效等问题，该镇建立农村公共区域环境整治
党员责任区工作制度，按照“因地制宜、就近
选择、不留空白”的原则，将村级公共区域划
区定责，同时，设立责任区星级考评团，让党
员身上有指标，肩上有责任，常态化接受群
众监督，合力成为乡村环境“红管家”。

打造美丽田园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