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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欢

摘  要 ：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

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2003 年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绩。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作为今年三

农工作的一大任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其中一项突出短板，浙江的做法和经验对内蒙古建设美丽乡村

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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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工程”的浙江经验及对内蒙古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等

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矛盾，浙

江省于 2003 年启动实施“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

“千万工程”），先后经历了示范

引领阶段（2003—2007 年），整

体推进阶段（2008—2012 年），

深化提升阶段（2013—2015 年）

和转型升级阶段（2016 年至今）

四个阶段。其主要内容是以村庄

规划为引领，以垃圾处理、污水

治理两大前置性工程为突破口，

下大力气整治村庄环境，完善农

村基础设施 ；用 5 年时间，对约

10000 个行政村全面进行整治，

并将其中约 1000 个行政村建设

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一、浙江“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一）“千万工程”的主要

做法

1. 全域整治人居环境，建设

绿色宜居乡村。第一，从农村

垃圾分类、集中处理入手，采

用“农户分类、村庄收集、乡

镇转运、区县处理”的方式，

对生活垃圾进行资源化、减量

化、无害化处理。第二，针对

农村河湖水系生态环境，开展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

供水、抓节水行动。第三，以

“六边三美三化”（在铁路边、

公路边、村边、城边、山边、

水 边 等 区 域 洁 化、 绿 化、 美

化，实现城美、村美、房美目

标）行动为抓手，对乡村道路

进行硬化。

2. 发 展 美 丽 经 济， 以 产

业发展支撑美丽乡村建设。第

一，打造以绿水青山为依托的

绿色经济。转变高资源消耗型

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关停遍

地开花却对环境污染极大的小

矿山、小水泥厂等。第二，推

动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

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养生运动

等新业态。第三，发展农村数字

经济新业态。截至 2019 年末，

浙江全省建成电商专业村 1720

个。

3. 挖掘文化内涵，以乡村

文化建设提升乡村文明。第一，

搭建文化载体。依托旧祠堂、老

戏楼、古书院、闲置校舍等建设

文化礼堂 ；实施乡村文化展示工

程、培养文艺人才队伍，引导各

村建设乡村舞台、文体活动场

所。第二，保护传统古村落。修

复传统建筑、弘扬历史文化、创

造诗情画意的人居环境。第三，

弘扬乡土文化。挖掘整理名士乡

贤、民俗风情，提炼地域文化传

统、民间技艺、非物质文化遗

产，设立能人榜、道德廊、孝悌

祠、学子墙宣传先进人物事迹。

（二）浙江“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的经验

项目来源 : 本文为内蒙古党校课题《“千万工程”的浙江经验及对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的

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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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始终坚持以绿色发展理

念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17

年来，浙江省通过广泛的学习宣

传，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理念融入人心。可持

续发展、绿色发展等理念贯穿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全过程，为增加

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奠

定基础，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

美丽乡村注入动力。

2. 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激发农民参与意愿。美丽乡村建

设参与和互动的主体是农民，乡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根本保证是农

民参与，因此，农民参与是弥合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结

构性裂痕的重要机制。浙江省特

别重视倾听群众、动员群众、满

足群众需要，在“清洁庭院”行

动中，积极鼓励农户清理房前院

后卫生，“美丽庭院”行动则侧

重鼓励农户种植花草、提升庭院

景观。

3. 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规

划引领。“因地制宜、规划引领”

是浙江省推进“千万工程”的重

要原则。城乡一体编制村庄布局

规划，注重彰显山区、丘陵、盆

地、平原、滨海等不同地方村庄

的特色与个性。明确“重点建设

中心村、全面整治保留村、科

学保护特色村、控制搬迁小型

村”。没有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

前，不能匆忙上马整治工程。

4. 始终坚持有序改善民生

福祉，先易后难。从群众反映最

强烈的问题做起，从户厕改造、

街巷硬化、污水治理，到村庄绿

化、形象提升，再到完善公共服

务、美丽乡村创建，最后再做产

业培育，先易后难，不吊高群众

胃口，不提超越发展阶段的目

标。坚持整治力度、建设速度与

财力承受度、农民接受度相一致。

5. 始终坚持系统治理，政

策连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充分发挥规划在村庄发展、工程

建设、配置资源等方面的基础作

用，充分体现地方特点、文化特

色，将诗画田园景观和现代生产

要素融为一体。不搞短期政绩，

避免造成“前任政绩、后任包

袱”。推进“千万工程”注重建

管并重，同步抓好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和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二、内蒙古提升农村牧

区人居环境的现状、问题及

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内蒙古城乡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

距，城乡发展不均衡，尤其是农

村牧区人居环境差。历届自治区

政府高度重视这一状况，出台了

针对性政策。

（一）内蒙古农村牧区人居

环境现状

2014—2016 年， 自 治 区 政

府决定实施“十个全覆盖”工

程，大幅提升农村牧区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水平。截至 2016 年

末，内蒙古“十个全覆盖”工程

惠及农牧民的范围广、力度大

（见下表），农牧民享受的福利前

所未有，农村牧区基础设施极大

提升，公共服务有了很大改观。

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内

蒙古 2018 年印发了《内蒙古自

治区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 动 方 案（2018—2020 年 ）》，

以农村牧区垃圾和污水治理、

“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为突

破 方 向。2019 年 3 月 又 启 动 了

“十县百乡千村”示范建设，选

择 全 区 12 个 旗 县、100 个 苏 木

乡镇、1000 个村嘎查作为示范

点，要求率先高质量完成三年行

动目标。

经过“十个全覆盖”工程

和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内蒙

古农村牧区水、电、路、网、房

等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截

至 2016 年 末， 8.67% 的 村 生 活

数据来源 ：内蒙古统计局。

表   “十个全覆盖”工程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项目

拥有自己住房的农牧户

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的乡镇

使用净化自来水的农牧户

通公路的村

通电的村

广播电视户户通

有医疗卫生机构的乡镇

有执业 ( 助理 ) 医师的乡镇

有卫生室的村

有执业 ( 助理 ) 医师的村

有图书馆的乡镇

新建和修建便民连锁超市

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

60 岁及以上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的城乡居民

享受高龄津贴人口

占比

98.01%

83.12%

29.68%

96.33%

99.80%

25.52%

99.61%

98.58%

84.26%

53.08%

92.65%

10669 个

17.35%

209.41 万人

24.7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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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水集中处 理，41.26% 的 村 完

成改 厕。至 2019 年底，全区有

26.2% 的旗县开展农村牧区生活

污水治理试点，36.9% 的旗县建

立了污水处理长效机制，农村牧

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22.4%。

截至 2020 年 4 月，61.3% 的行政

村（嘎查）基本建成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

（二）内蒙古提升农村牧区

人居环境存在问题

1. 前期规划及后续管护不

到位。目前的规划多为层层制定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方案，很少有

专业技术人才参与规划 ；基层缺

乏具体的全域布局规划、污水处

理规划及落实方案指导，导致重

复建设、多余建设，造成浪费。

改厕工作重建轻管，农牧民普遍

担忧化粪池的安装质量、外溢和

渗漏、维修、收运等管护问题。

2. 配套资金缺乏，融资渠道

单一。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属

于民生工程，投入巨大但短期经

济回报低，资金筹措压力大，目

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社会资金

参与度低，部分地区由于缺少资

金投入，污水处理设施严重不足。

3. 基本区情导致技术应用

难度大。内蒙古地广人稀，牧区

牧民居住分散，污水量小，收集

难度大。冬季气候寒冷，水冲厕

所存在防冻难度大、污水处理生

物菌过冬难的问题 ；缺少技术机

构，对改厕的技术指导和服务能

力滞后。

4. 未把人居环境整治与产

业发展有效结合，发展可持续性

不强。村庄厕所、排污系统建好

了，缺乏产业支撑也做不好长期

维护。内蒙古美丽乡村建设目前

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且存在人

居环境整治资金挤占产业发展资

金的情况，导致农业产业培育存

在巨大短板，以产业发展为美丽

乡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不足。

（三）内蒙古农村牧区人居

环境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 农牧民主体地位没有完

全体现。农民参与是乡村环境整

治的根本保证，但一些地方只盯

着整治标准，不考虑农牧民实际

生活需求。比如要求农牧民的柴

火堆、干草垛必须用机器打成草

墩，推高了成本 ；要求煤炭堆必

须洁净规整、牲畜粪便不能乱堆

乱放，脱离了农村牧区实际，导

致群众不愿参与。

2. 缺少统筹规划。各级政

府部门依然存在着统筹规划力度

不够的问题，导致职能分割，资

源错配。例如，缺乏规划与专业

人才参与割裂，管护缺人与农牧

民参与割裂，缺少资金与社会资

金参与割裂，区情复杂与鼓励技

术应用割裂，美丽乡村建设与产

业发展割裂。

三、内蒙古学习浙江经

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政

策建议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2019 年 7

月 15、16 日考察内蒙古时指出，

“ 要 继 续 完 善 农 村 公 共 基 础 设

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把乡村

建设得更加美丽。”我们要深入

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坚

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原

则，学习推广浙江“千万工程”

的经验做法，聚焦短板，加快推

进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

（一）学习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考察

内蒙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贯彻到政策调研、制定、

执行、评估的全过程。把绿色产

业作为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支撑

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具有内蒙古

风韵的乡村休闲旅游，推动发展

农家乐，重点打造高端精品民

宿。培育农村新业态，重点发展

“美丽产业”。

（二）学习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在村庄建设的过程中让农

民自己掌握主动权，如何整治、

如何规划、谁来施工、谁来管

理、谁来监督等各个环节的问

题，都要农民自主决定，政府不

能“替”农民做主。村庄规划要

充分吸收农牧民的意见 ；工程建

设不能侵犯农牧民利益或加重其

负担 ；运营、管护要吸收农牧民

参与，既解决了农牧民就业和收

入问题，也实现了长效管护。

（三）学习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必须坚持规划先行

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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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已分类划定中心村、历史文化

村、一般村、空心村。在优化村

庄功能方面要统筹考虑产业发

展、用地布局、居住环境。厕

所、垃圾房（箱）、污水管网等

的规划要充分论证、科学合理，

避免重复建设折腾农牧民，村庄

总体规划要组织大专院校、规划

院、设计院等技术力量下乡编制

规划、提供技术支持。

（四）学习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要善用社会资本

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专业

优势，尝试实行“项目制”，将

人居环境整治细分为多个专业项

目，采用项目承包、合作社承

包、PPP 合作等模式，由专业公

司负责村庄厕所、垃圾站、化粪

池等的施工安装、运营维护，拓

宽运行维护经费筹措渠道。

（五）学习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要坚持系统治理，政策连贯

在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的 基 础

上，内蒙古启动实施“十县百乡

千村”示范建设，将试点村作为

改善人居环境的突破口，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带动全区高质量完

成三年行动任务 ；三年行动方案

今年到期后，应将整治内容扩展

到畜禽粪便、化肥农药面源污

染、村庄清洁、县域乡村布局规

划，以及公共服务、乡村文化、

绿色产业发展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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