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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资金投入机制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被列
入各级财政预算，市财政每月拿出专项资金，用
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活动经费。同时，积极整
合部门资金，做到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
排、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形成合力。此外，鼓励
社会各界捐款引资，把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
第一要务，拓宽村级经济增收渠道，不断加大村
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

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按照村庄总人口千分之
五的比例，配备保洁员和管理员，建立保洁管理
经费奖补机制，将保洁管理经费列入了财政预

算，从而保障了保洁管理员工资待遇，使基层管
理队伍得到了加强。

严格督导宣传发动 在媒体上公开举报电
话，设立专题专栏和曝光台，展示整治成果，曝
光存在问题，公布责任查究结果。截至目前，全
市共发放简报 25期，媒体曝光 30多次，有力促
进了工作的开展，先后对工作滞后的3个乡镇进
行通报批评，对16个乡镇（街道、管委会）实施了
监督管理，进行了责任追究。

落实制度奖优罚差 严格按照《新郑市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周观摩月评比

细则及奖惩办法》（新农组〔2014〕4 号）文件要
求，每天进行日督查，每周五对各乡镇（街道、管
委会）进行现场观摩检查评比，每月最后一周
（周五）进行月综合评比。根据日常督查情况、
工作配合情况和周现场观摩检查评分情况得分
进行月综合评比排名，对前 3 名给予资金奖励
（第一名10万元，第二名5万元，第三名3万元），
挂红旗并在全市通报表扬；对后三名给予资金
处罚（最后一名5万元，倒数第二名3万元，倒数
第三名 1万元），挂黑旗并由其主要负责人在电
视台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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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郑市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目标，以新型城镇化
工作布局为统揽，以建
设田园城市、美丽乡村
为导向，坚持“规划统
领、分类施治、突出特
色、以民为本”的原则，
调动一切力量，一步一
个脚印把美丽乡村建
设推向新的阶段，努力
实现“两安三化”（农
民住房安全、农村人口
饮水安全和道路硬化、
环境净化、村容美化）、

“三无一规范一眼净”
（村内及周边无垃圾堆
放、无污水横流、无杂
物挡道，日常生产生活
物品堆放规范有序，主
次干道两侧环境干净）
的目标，初步探索出一
条农村环境集中整治
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新
路径。

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建设美丽乡村，是
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
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如何推进好、落实好？
新郑市坚持“规划统
领、分类施治、突出特
色、以民为本”的原则
不动摇。

坚 持 规 划 统 领 。
坚持新型城镇化建设
总体规划不动摇，强化
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实现在规划统
领下的人居环境改善
和提升。

坚 持 分 类 施 治 。
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
规划，围绕中心镇区、
新型农村社区、南水北
调移民村、规划保留村
布局，分类制定工作导
则、整治标准、目标任
务，科学有序推进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坚 持 突 出 特 色 。
把握好新型城镇化发
展特点和规律，从实际
出 发 ，不 搞“ 千 区 一
面”；同时注重保护好、
利用好农村乡土文化
和自然风貌，保持田园
风光，推动农业生产、
农村生活、文化旅游、
产业经营协调发展。

坚 持 以 民 为 本 。
明确领导责任，加大资
金投入，建立长效机
制，强化督导奖惩。听
取群众意见，尊重农民
意愿，动员和依靠广大
农民群众清洁家园，切
实抓出农民群众受益
的整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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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改善人居环境，清洁家园在行动”活动现场。

经过整治，群众生活得更舒心了。

农村垃圾实行
“村收集、乡清运、
市处理”，做到垃圾
日产日清。

农村专职护
路员的辛勤劳动
实现了道路的绿
靓净美。

辛店镇阳光花园社区整修后的美丽街心花园，为社区增色不少。

薛店镇常刘中心
社区里干净整洁的林荫
小道，成为居民散步休
闲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