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版
2021年12月6日 星期一

责编 华卫 E—mail:aqwbss@126.com国内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
年 行 动 方 案 （2021—2025 年） 》
（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5 日正
式向社会公布。《行动方案》 明确
到 2025 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
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
进步的行动目标，是“十四五”
时期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行动
指南。

2018年中央印发《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至今农村环
境整治成效如何？此次印发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
（2021—2025年）》有何深意？

从“摆脱脏乱差”到“追
求乡村美”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
进司司长李伟国表示，三年行动
方案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农村长
期存在的脏乱差局面得到扭转，
农民群众环境卫生观念发生可喜
变化，满意度明显提升。人民对
农 村 优 美 人 居 环 境 的 期 待 ， 从

“摆脱脏乱差”逐步提升为“追求
乡村美”。

——整治工作全面推开，阶段
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农村厕所革
命取得积极进展，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68%以
上，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

行政村比例超过90%，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达25.5%。

——农村脏乱差局面得到扭
转，农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全国
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
环境美化了、产业发展了、收入增
加了、乡风和谐了，美丽环境转化
为经济发展动力。

——农民环境卫生观念显著增
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整出了好
环境，还整出了初心、民心，整出了
群众对政策的拥护、对干部的信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涉及
面广、内容多、任务重的系统工
程，不仅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
持久战。李伟国表示，从检查验
收、调度调研等情况看，与乡村全
面振兴和农民群众生活品质改善要
求相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不
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例如
工作进展还不平衡、技术支撑不
足、农民参与不充分、长效机制不
健全等。对于这些问题，“十四五”
时期将采取有力措施，下大力气加
以解决。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迈
入新征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
学院原院长唐华俊认为，《行动方
案》的实施，标志着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已经进入了系统提升、全面升
级的新阶段。三年行动的成果将进
一步巩固拓展，农村人居环境的区

域发展将更加平衡、基础生活设施
将更加完善、管护机制将更加健
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将
迈入新的征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环境
学院院长朱信凯说，从“三年行
动”到“五年行动”，从“整治”
到“整治提升”，深刻体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彰显
了党中央、国务院持续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的战略定力和坚强决心，
积极回应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建设
美丽乡村、过上高品质生活的热
切期盼。

朱信凯说，《行动方案》 紧扣
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
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任务，进
一步完善政策举措、健全体制机
制，在已有整治成果基础上采取更
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针对性的安
排、更加规范的方式。

坚持求好不求快

唐华俊表示，按照 《行动方
案》部署，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
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要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中西
部有较好基础、基本具备条件的地
区要持续完善，地处偏远、经济欠
发达的地区要有明显改善。这充分
体现了新发展阶段要把坚持数量服
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
快的原则要求贯彻始终，保持战略
定力和历史耐心，不断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质量。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十四五”时期将深入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全面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逐步普及农村卫生厕所，重点推动
中西部地区农村户厕改造，合理规
划布局农村公共厕所，切实提高改
厕质量，加强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

二是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分区分类推进治理，重点整治
水源保护区和城乡结合部、乡镇政
府驻地、中心村、旅游风景区等人
口居住集中区域农村生活污水，开
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基本消除较
大面积黑臭水体。

三是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水平。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与利用，以乡镇或行政村为单位
建设一批区域农村有机废弃物综合
处置利用设施。

四是整体提升村容村貌。深入
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行动，加强乡村
风貌引导，促进村庄形态与自然环
境、传统文化相得益彰。

五是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
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基本建立有制
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
督的村庄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

从“摆脱脏乱差”到“追求乡村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迈入新征程

12月5日，西南大学园艺园林
学院的学生在进行果苗嫁接比赛。

当日，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举行首届
园艺技能大赛，30名同学参加了
种苗嫁接和果树修剪两个项目的
技能比拼。此次比赛旨在增强农
学专业学生的科研实验和实践动
手能力。 新华社发

园艺学生赛技能

新华社三亚12月5日电 记
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
研究所获悉，“探索一号”科考
船5日顺利结束第21个科考航次
第二航段。截至目前，全海深载
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共计搭载
我国27名科研人员进行了21次
万米深潜。

“探索一号”科考船完成航
段科考任务后从马里亚纳海沟返
航，于 12 月 5 日抵达三亚南山
港，历时 53 天。据介绍，该航
段期间，“探索一号”搭载的

“奋斗者”号共下潜23次，其中
6次超过万米。同时，参航科研
人员采集了一批珍贵的深渊水
体、沉积物、岩石和生物样品，
为对比开展不同深渊特种环境、
地质与生命等多学科研究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此外，该航段还开
展了“悟空”号全海深无人潜水
器、全海深玻璃球和声学释放器
等深海仪器装备的万米海试。

据悉，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
10 家单位的 60 名科考队员参加
了该航段科考任务。

“奋斗者”号已完成
21次万米深潜

新华社太原12月5日电 记者
日前从太原市教育局获悉，从2022
年秋季学期起，太原市将全面推行
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目前，
全市27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先行先
试，实行试点带动。

据了解，太原市将全面推行入
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强调幼儿
园和小学的双向衔接。幼儿园围绕

儿童入学的关键素质培养优化“一
日活动”，帮助儿童做好入学准备。
例如，在大班第二学期适当增加每
周集体教学活动的数量和单次时
长，适当缩短午睡时间等，增加小
组式、探究式、体验式活动安排。

小学实施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
入学适应教育，将入学适应教育纳
入教学计划，改革教育内容和教育

方式。例如，在一年级设置过渡性
活动课程，防止和纠正超标教学、
盲目追赶进度的错误做法等。

同时，教育部门将加大综合治
理力度，市、县两级教育部门联合相
关部门对接收学前儿童违规开展培训
的校外培训机构予以严肃查处，并将
其列入黑名单，黑名单信息将纳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太原市推行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