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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建立健全环境治理全
民行动体系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也是
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
态环境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全民
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汇聚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
强大合力，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新篇章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成都市青白江区全面
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等工作的部署要求，以完善保障
监督机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加强
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为重点，在积极
探索构建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方
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新时期，如何构建完善环境治理
全民行动体系？青白江区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针对公众参与

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环境信息公开、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提升公众生态环
保素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精心
部署，精准施策，精细实施，大力营造
全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良
好氛围，形成“环境治理，人人参与；
美好环境，共建共享”的新格局。

健全长效保障监督机制

新时期，构建环境治理全民行
动体系，关键在制度建设。青白江区
多措并举、多向发力，着力健全生态
环境公众参与监督、信访投诉和举
报反馈奖励机制；着力规范公众参
与环境管理；着力完善环境信息公
开制度；着力加强舆论监督；着力强
化社会监督；着力提升生态环境保
护宣传队伍的综合能力水平等方面
持续发力，构建环境治理全民行动
体系建设的长效保障监督机制，推

动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建设迈上
新台阶。

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参与

一是充分发挥区级有关部门、各
镇（街道）、园区管委会整体联动作
用，严格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加
快构建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二是
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
组织作用，积极动员广大职工、青年、
妇女等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三是积极
引导环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进一步
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在提升公众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促进公众参与生态环
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多
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

大力营造全民参与良好氛围

青白江区严格按照上级关于构

建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的部署安
排和总体要求，积极探索健全完善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长效机制，
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力度，着力提高公民生态环保素养，
积极动员引导公众主动支持、积极
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一是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基
础教育。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全民
教育和党政领导干部培训体系，加
快打造具有青白江特色的生态文明
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大力培育普及
生态文化，增强公众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和自我约束力，引导公众以正
确的观念和较高的能力水平积极参
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建设中。二
是大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教实践
活动。积极探索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教育的新渠道、新模式、新方法，结
合六五环境日、全国生态日、“4·22
世界地球日”等环保主题日宣传，精

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
近群众生活的各类宣教实践活动，常
态化开展环保设施公众开放、中小学
生环保主题征文比赛、环保大讲堂、
环保“十进”等品牌活动，持续加大
生态环境保护法普、科普、德普宣传
教育力度，着力提升宣传教育的覆
盖面和普及率。三是充分发挥各类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正面宣传引导
作用。加大生态环境公益广告宣传
力度，引导规范媒体、文创企业开展
生态文明和环保科普宣传；不断提
升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传播
力、影响力、美誉度，让公众真切感
受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引发社会
共鸣，转化为全民行动自觉。四是大
力推广绿色生活方式。积极引导公
众自觉践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
范（试行）》，从关注生态环境、节约
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选择低碳

出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
呵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
监督举报、共建美丽中国自觉成为生
态环境保护的倡导者、行动者、示范
者；积极开展绿色创建活动，推行绿
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居住，推广环
境标志产品、有机产品等绿色产品，
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
生活方式；深化“碳惠天府”机制建设
深化行动，精心打造一批“碳惠天府”
机制低碳应用场景，提升碳普惠用户
覆盖面，让公众真正成为生态环境的
保护者、建设者和受益者。

创新无止境，发展更绿色，生态
更优美。我们将以构建新时期环境
治理全民行动体系为契机，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生态治理与保护，以生
态文明建设新成效助力城乡融合发
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人居更优美的
生态画卷。

“这一片原来是坡坎地，高低不
平，现在田坎也加宽了，方便农机开
进田里耕种。”初冬时节，在四川绵阳
市三台县西平镇响石板村 4组，专程
从外地赶回来帮老父亲收豆子的杨
志诚指着自家院坝外那片经过砼网
格加固变成梯田的平地，憧憬着将来
返乡种地的场景：等不再打工，他也
将驾驶农机耕田种地。

做好“耕地”文章
守护“天府粮仓”

西平镇是三台县的人口大镇、农
业大镇，素有“粮仓古镇”的美誉。随
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西平镇面临土
地碎片化、利用低效化、劳动力短缺
等问题。

让土地不撂荒，让零碎的土地成
“良田”，农发行三台县支行坚决扛起
政策性金融政治责任，积极落实“藏
粮于地”战略部署，主动贴近服务，全
面谋划“农地文章”，建立省、市、县三
级行联合办贷机制，成立项目营销小
组，及时召开项目评审会查短板补缺
项，指定专人全流程跟踪，加班加点
推进项目落地生效。

2021年初，经自然资源部批准，
西平镇纳入全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镇，这也是全省 20个国家级试
点项目之一。该项目总投资约 17亿
元，其中自筹资金 3.56亿元，农发行
三台支行优化整合政策、资源、效益
优势，支持项目贷款 13.5亿元。

该项目涉及 20个村，将对 5万

余亩的土地进行整治、地力培肥、配
套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建
设，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
助力农田提质增效，为筑牢“天府粮
仓”夯实耕地基础。
“通过小改大、坡改平，田块平

整利于机械化耕作，后期将对田块
下的沟渠、河道进行清淤和维修，方
便灌溉。”项目负责人杨维介绍，项
目包括撂荒地、坡改梯、旱地、格
田、水田、配套道路、山坪塘、提灌
站、蓄水池、沟渠等，还将对该镇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配套设施及产业建
设项目，如河流生态保护和修复、修
建提灌站等方面进行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提升。

做好“宜居”文章
让群众住上好房子

在高运柏聚居点，只见一排排新
居掩映在青山绿树丛中，平坦的水泥
路直通农家小院。家家户户房前屋后
的园子里，种满了青绿的蔬菜和应季
花卉，好一幅乡村美景图。
“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政策真的

好，让我们住上了好房子，过上了好
日子。”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村民
彭长明很是感慨。

如何盘活农村土地，让群众过上
幸福美好生活？杨维介绍，西平镇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通过拆旧
地块、拆迁农户等方式，整理复垦
6000余亩城乡建设用地，利用增减
挂钩将节余的指标反哺农村，推进集

中住房、农贸市场、活动广场等建设，
彻底改变项目区域内农村居民的住
房条件和生活环境。
“增减挂钩项目总投资 9.43 亿

元，涉及西平镇 25个行政村，8957户
农户，复垦规模 6212.14亩。”杨维介
绍，该项目主要进行图斑内农户拆旧
补偿、复垦、集中安置点建设等，目前
对拆除后的宅基地进行复垦复耕面
积达 200余亩。
“实施增减挂钩项目不仅要考虑

建新、拆旧、复垦，还要注重同步培育
产业，坚持产村相融、产居互动，围绕
中心村、聚居点同步发展富民产业。”
农发行三台支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群
众入住新居后，将原本零散的地块整
理成集中连片的土地，推动现代农业
规模化发展、产业化发展，通过政策
引导、经济帮扶等措施鼓励农户发展
特色种植业、养殖业、休闲农业，做到
安居与发展并重，多途径增加农民收
入。

做好“产业”文章
助力百姓共同富裕

沿着西平镇的乡村公路行进，随
处可见“点土成金”的蝶变之美，砼网
格规整后的田地一块接一块，不见了
破败的土坯房坯，取而代之的是绿油
油的蔬菜基地。

近两年，通过全域土地整治及村
集体土地流转，西平镇麻石桥村高水
平建成全国丘陵山区花生机械化三
台示范基地，积极开展新品种转化与

推广，建设 10亩五彩花生、秋季花生
优质示范点，采取“龙头企业 +合作
社 +农户”模式，与周边 11个村签订
花生订单种植合同，带动水果花生种
植面积扩大到 3000亩。

眼下，花生收获后的土地上，青
菜郁郁葱葱，村民们正忙着收割。“土
地流转挣了钱，在基地打工每天再挣
几十元，时间灵活，家也照顾了，不比
在外打工差，划算得很。”村民吴素琴
笑着说。

近年来，西平镇以全产业链发展
为抓手，构建起“订单种植 +花生加
工 +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加
速花生产业成势见效，全镇花生种植
面积达 1.1万亩，预计总产值达 4500
万元。“土地整治后，对发展花生产业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麻石桥村村民
吴理华说，大面积种植便于机械全程
操作，省时省力还能节约一大笔人工
费用。

据了解，西平镇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试点项目还将完善农业产业园、低
温仓库、大米加工中心、良种研发培
育中心等产业设施建设，通过农产品
深加工等方式延伸“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加快农业转型升级，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夯实群众增收
基础。

此外，该项目聚焦西平镇悠久历
史文化，对文物建筑进行修缮，有效
地保护文物古迹，打造乡村文化基因
保护的典范。同时，让资源价值转变
为产业价值、让乡村旅游从“好风景”
变为“好钱景”。

近日，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曾家山农旅
文特色产品交易中心正式启动运营。当天，
该中心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记者看见，已经
有不少摊主抢先入驻，摊位上摆满了新鲜的
蔬果、肉类等，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购买。
“新市场位置好，交通物流很便利，而且

配有上、下货专区，旁边还有停车场，进出货
也很方便。”经营果蔬批发生意的刘泽斌说，
以前的农贸市场位置比较偏僻，摊位都是自
己搭建；现在新的交易中心设施设备齐全、
摊位规范卫生，人流量也很大，安全稳定的
经营环境让他对以后的生意充满了信心。

据曾家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交易中心
地处曾家山汉王后街，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
资金建设而成，建筑面积 2422.63平方米，主
要建有水果蔬菜交易区、肉类交易区、服装
交易区、干货交易区、特色文旅商品展销超
市及配套设施等，是曾家山“品类齐全、设施
完善、服务规范”的综合型农旅文特色交易
平台。投入运营后，将全面承接原曾家镇老
旧农贸市场疏解，优化城镇功能布局，不断
为城市消费升级、民生保障、乡村振兴发展
提供强大助力。
“东西”协作促发展，乡村振兴焕新颜。

近年来，朝天区曾家镇依托东西部对口协作
项目资金帮扶，大力开展乡村规划建设，改
善人居环境，在示范村建设、产业发展、民生
事业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项目实施，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及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完
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走进曾家镇大竹村东西部协作乡村振
兴示范点，只见铺设了青石板的人行步道干
净平整，街道两旁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整齐
排列，独具特色的木栅栏，干净整洁的农家
小院，家家户户门前的微花园、微菜园、微果
园更是为冬日增添了不少生机和色彩。
“以前铺的石板老化风化了，地面坑坑

洼洼的，出行很不方便，往往是晴天一身灰，
雨天被溅一脚泥。现在铺上了青石板，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不仅出行更便利，环境卫生
也改善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说起街
道路面的变化，大竹村恒晟超市的老板彭显
贵赞不绝口。
“村子越变越美、越来越好了。院外的这

些栅栏和花池都是政府出钱修建的，到处干
干净净，在这样的村里生活养老，是我最满
意的事。”切身感受着家乡的变化，大竹村九
组 80岁的严永英老人说，家中儿女也曾要
接自己到城里养老，但看着周边环境不断变
美，她便坚定了在村里生活养老的决心。

村在景中，景在村中。大竹村美丽的“颜
值”和乡愁的背后，是东西部协作共同推动
乡村发展，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满足乡村群
众生活期盼，幸福质感不断提升的最佳写
照。

据了解，大竹村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示
范点建设项目共安装太阳能路灯 120盏、建
花台花池 2000平方米、打造提升了巾帼创
业基地，同时，该村将产业发展与宜居乡村
两手抓，依托村里现有的蔬菜产业园区，为
当地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务工岗位，实现了生
态与经济、产业与就业同步发展。

如今，在曾家镇的各个乡村，一幅幅“有
产业、有颜值、有乡愁、有活力、有福祉”的生
动图景，正在变成当地群众可感可触的现实
体验，让人们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

新时期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建设的创新与实践
成都市青白江生态环境局包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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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金鹭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绵阳市三台县：

擦亮“农地银行”品牌
做活“土地”文章助振兴

□刘玉明本报记者吕婕

11月 27日，位于渠江
边的四川省华蓥市明月镇白
鹤咀村被飘渺的薄雾缭绕，
使初冬的乡村呈现出一幅迷
人的水墨画卷，宛如人间仙
境。
刘南贤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云雾乡村
水墨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