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卫正芳 摄影报道
春天，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马场垣乡

下川口村欣赏桃花灼灼；夏天，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布尔塘山下体验采摘快乐；秋天，在海东市乐
都区王佛寺村打卡乡野间的小院品味咖啡；冬天，在
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卓扎滩村感受冰雪乐趣……
在海东，一年四季，每个村都有属于自己的美。

从“一处美”向“一片美”，从“环境美”向“生活
美”，从“外在美”向“内涵美”……乡村的美丽变化
在海东各地接连上演。

一村一落皆是景，乡村环境美如画。海东市在
开展和美乡村建设中，立足实际、因村制宜，严格按
照乡村规划，以产业富民强村为主线，以改善乡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基础，统筹推进乡村建设、
乡村发展、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由点及线、连线扩
面，不断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幅村
美民富产业旺的和美乡村新画卷跃然眼前。

污水处理、道路硬化、河道整治……在和美乡
村建设中，海东市结合村庄道路房屋布局，以项目
建设夯实发展潜力，高效破解项目建设短板，落实
财政衔接资金、支农资金、东西部协作资金，分别实
施项目 463 个、251 个、118 个，项目联农带农 7.3 万
人。2024年全年统筹2.78亿元，实施灾区农牧业灾

后恢复重建和特色产业发展项目 64 个，已完工 61
个，完工率达95.31%。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
海东市各县区从细处着手，向实处出发，以“绣

花功夫”推进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持续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稳步刷新村容村貌“高颜值”。

在全市主要河流沿线、乡村旅游景点、乡镇政
府所在地及周边部分村庄开展生活污水治理试点，
推动城镇污水管网和服务向周边村庄延伸，共修建
农村污水处理站36座，有效改善了农村生活污水乱
排乱放问题，目前，全市生活垃圾有效处理行政村
占比达到 94.6%，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管控的行
政村占比达到 24.4%。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科学
选择改厕模式，分步推进厕所革命，推广卫生厕所，
解决农村厕所“脏乱差”问题，不断推动农村改厕工
作提档升级，累计建成农村卫生厕所 13.8万座，极
大改善了农村群众的如厕环境。扎实推进村庄清
洁行动，集中整治3102次、出动车辆1.52万台次、清
理垃圾3.17万立方米。配备农村保洁员6139人，评
选清洁村庄400个。

一批沉寂多年的老村庄重现昔日光彩，绿色村
庄逐渐成为招引产业的“香饽饽”。

和美乡村，不仅看“颜值”，更要看“内涵”。

2024年 9月，海东市互助县东和乡首家积分超
市在元山村正式开门营业，18平方米的超市内，整
齐排列在三层货架上的商品分别被按照不同积分
档次分区域有序摆放，每样明码标“分”，村民可凭
借参与志愿服务、移风易俗、乡村振兴等行为赢得
相应的积分前来兑换脸盆、扫帚、床单被罩等生活
用品。

“维护村庄环境、参与村里的活动、孝敬老人等
都可以获得积分，都能在这个超市兑换日用品。”

“真没想到把自家庭院打扫干净、收拾整洁了，不仅
自己住着舒适，还可以获得积分兑换物品。”村民纷
纷说道。

自积分制推广以来，全市按照布局合理、功能
多样、充满活力、运行规范原则，建成并投入运行爱
心超市共146个，各村因地制宜将人居环境整治、矛
盾纠纷调处、村级公益事业、志愿服务活动、尊老爱
幼及高额彩礼、婚俗殡葬改革、邻里纠纷等内容纳
入积分制管理范围，制定了正、负面清单及相应分
值，小小积分成为激发全体村民主动参与基层治理
和建设美丽家园的内生动力。

如今的海东，绿水青山各有锦绣，和美乡村建
设步伐铿锵。山清水秀间，人们的生活更滋润了，
乡村振兴的底气也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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