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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治在行动

工作措施———

确保组织领导到位。 乡里再次明确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班子成

员、村两委成员具体抓的领导机制 ，签订目标责任书 ，建立台帐 ，明确了责

任、标准和时限。

确保宣传发动到位 。 要通过悬挂横幅 ，张贴标语 ，签订门前三包等形

式，广泛宣传 、营造浓厚的整治氛围和强大的整治合力 ，力争人人行动 、个

个参与。

确保机制奖惩到位。 乡里制订了《环境卫生考评办法》，明确了严格的

奖惩规定，一天一汇报 ，一周一通报 ，并定期不定期检查评比 ，并将检查结

果与各村年终考评、工资发放和工作奖三挂钩。

工作措施———

该镇要求西水寨、中水寨、东水寨、杨庄、西五村、刘村、大刘庄、秦厂

8

个

村在三天内将树木重新按照高标准重涂， 沿线两侧所有的垃圾再一次清理并

黄土覆盖，干线两侧墙体粉刷。

将杨庄村建设成一个高标准示范村。 解决嘉应观景区西围墙外的脏乱

差现象 ，

3

日内墙体粉刷结束，

5

日内砌好景观墙，

10

日内建好高标准的垃圾

分类场。

建立长效机制。 各村卫生管理制度、环境卫生整治领导小组和保洁员名单

2

日内上墙，

5

日内建好各村的垃圾填埋场，各村最少配一辆垃圾清运车。

下周二全体班子成员带领各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集中对所辖的

17

个村

逐村进行检查。

工作措施———

加强宣传 ，营造氛围 。 利用各种形式活动 ，加大环境卫生工作的宣传力

度，树立了广大群众文明意识，倡导文明新风新理念。

加强领导，确保实效，明确一把手工程，强化责任意识，落实监管职责，制

定工作计划，形成整治合力。

加强长效管理，健全制度。 都建立环境卫生管理、垃圾堆放等长效管理机

制，并成立了以老党员，有威望的群众为监督员的监督机构 ，确保垃圾日产

日清 。

加大投入 。 要求各村积极想办法多方筹措专项资金 ，确保环境卫生集

中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

加强长效机制考核。 各村针对本村实际，实施考核制，并将各责任干部负

责街区的卫生检查结果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

工作措施———

宣传再深入。 利用广播、标语、宣传单，再宣传再发动，使全乡家喻户晓，让

群众充分参与。

力度再加大。 把集中整治活动作为全乡的中心工作，集中人力、物力、财

力，全力以赴，克难攻坚，打好这场攻坚战。

责任再落实。 机关干部包村，村两委干部包路段、包街道，逐村建立台账。

全乡

21

个村，一周一排名，一周一通报，连续两次在全县村庄排名中，位于后

十名的村，支部书记引咎辞职，责任干部停薪待岗。

投入再加大。乡里设一等奖

5000

元，设二等奖

3000

元，设三等奖

2000

元，

主要干道每米补

2

元，主干道保洁员每人每月补

600

元，新设垃圾掩埋场的每

亩补

500

元，达到标准的村，随时以奖代补。 主干道、村主大街、树木全部高标

准粉刷涂白。

工作措施———

在全镇范围内尽快召开一次环境卫生整治推进会。

对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实行以奖代补制度。同时和镇村干部工资挂钩，对完

不成任务的，给予经济处罚，并取消年终评优评先资格。

进一步坚持班子成员包区、机关干部包村、村组干部包户包路段责任制，明

确工作任务，强化责任落实。

组织专门人员高标准粉刷辖区内电线杆，做到标准统一、涂刷齐整。

组织工商、派出所、地税所、城镇办等职能单位对马营、小马营市场进行高

标准整治，严禁占道经营，杜绝乱扯乱挂，更换破损广告，实行干部包商户责任

制，限期进行整改，对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商户，严厉打击，坚决予以取缔，确保

整齐划一、环境整洁。

工作措施———

12

月

7

日至

9

日， 组织机关干部、 村组干部对各村环境卫生整治情

况重新全面排查治理。

对新孟路原岗段、新孟路贾作牌对面，新孟路蔡庄段，新孟路益庄段，

乡政府所在地垃圾和乱堆乱放现象集中人员彻底清理。

安排清洁员按照制度 ，对所辖区域进行全天候保洁 ，发现垃圾 ，立即

处理。

宣传动员群众，爱护环境，美化环境，形成人人参与保护环境的氛围。

各村建立垃圾掩埋场，让群众生活垃圾有去处，解决群众生活问题。

9

日，乡班子成员带队对各村卫生整治情况进行了检查评比。

10

日上午，通报了各村整治评比结果。

工作措施———

周密安排 。 召开全乡环境卫生整治大会 ，统一干部思想 ，进一步凝聚人

心，明确任务，在全乡掀起环境整治的高潮。 把环境卫生整治，作为考核新一

届村两委班子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狠抓落实。 党委政府要求

,

各村必须彻底清除陈旧性垃圾，新建一个垃圾

掩埋场，高标准整治一条环形街道，建立卫生长效机制。

严格奖罚。 制定严格的环境卫生考核办法，根据办法细则实施奖惩。

把环境卫生整治作为一项常项工作来抓， 每年拿出

15

万元对各村进行

补助，制定管理办法，成立乡保洁队伍，落实工资待遇，推行垃圾分类处理，形

成长效机制，改变环境卫生状况。

工作措施———

明确重点，强化责任。 实行镇领导包区、机关干部包村责任制。 对各村整治

的重点部位，进行重点排查，汇总列表，在规定时间内，集中清理。 每村成立村

环境卫生整治队伍，落实专人负责。

制定措施，细化管理。 各村建立村级环境管理队伍，按照人口配备清洁人

员，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同时，建立日汇报，周评比制度。

严格奖惩，强化落实。 镇环境卫生督导小组对各村卫生整治情况进行不定

期检查评比，达不到卫生标准的，不予发放环境卫生整治补贴。

加大投入，注重效果。 镇村将加大资金投入，组织人员、车辆对各村的陈旧

垃圾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

工作措施———

抓教育，提高群众环卫意识。 采取广播、板报等形式，大力宣传优美环

境的重要性，使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抓投入，完善基础设施。 采取集体支持、社会集资、政府支持等方式，参

照

3‰

比例配备

1

名保洁员的标准，配足配齐保洁员队伍，农户门前统一配

置垃圾桶（篓），按一条街修建一个垃圾池，每个垃圾池补助

100

元的标准 ，

建起足够垃圾池。

抓检查，加快工作进度。 组织班子成员、村主要负责人对全镇各村环境

卫生进行检查观摩，之后，在镇会议室听取各村工作汇报，进一步增强干工

作的紧迫性。

工作措施———

12

月

7

日，县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检查和推进会后，小董乡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于

１２

月

８

日迅速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通报了县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检查

情况，并到三阳乡、大虹桥乡卫生集中整治工作搞得好的村进行参观学习，查找

工作中的不足和薄弱环节，积极进行整改。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涉及的村必须在

12

月

9

日前整改结束；

所有行政村必须做好垃圾清理运输工作，确保村内村外不出现成堆垃圾和

乱堆乱放现象；

沿路村做好繁华路段和交通干道两侧的集中整治工作， 重点对商户的招

牌、广告牌及大型喷绘进行集中整治，确保做到整齐、美观。

工作措施———

宣传再深入。 通过多种形式，宣传环境卫生整治的好处和意义，不断调动

群众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的积极性，调动人人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的自觉性、主动

性。

重点再明确。 主要对农村陈旧性垃圾和詹泗路及焦温路道路沿途环境卫

生进行集中治理，重点抓好垃圾清理、树木涂白、建筑物美化及杜绝乱搭乱建

等工作，切实达到人居环境净化、美化、规范化的“三化”标准。

措施再强化。 将实行班子成员包区包重点村，机关干部包村包重点路，村

干部包街道，党员代表包户责任制，一天一检查，两天一通报。

领导再加强。 镇班子成员和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亲自安排，督促检查。

工作措施———

每天定时开展卫生清扫和垃圾清运工作，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对辖区垃圾死角进一步排查，明确责任人，限期整改。 特别对于同乐巷、

城西街、寨河街等重点街道，责令专人负责，彻底解决。

每周对各街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进行一次排名，对排名靠后的进行通报批

评，引起各街的足够重视。

通过横幅、标语、宣传车等形式，进一步加大创卫工作宣传力度，大造声

势，在全镇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创卫的浓厚氛围。

拨出

20

万元创卫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墙体粉刷、垃圾清理、“十乱”整治、

各街奖励等。

按照“四有一落实”标准，进一步健全村级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

第一名：龙源镇

第二名：西陶镇

第三名：大虹桥乡

第四名：北郭乡

第五名：产业集聚区

第六名：谢旗营镇

第七名：宁郭镇

第八名：圪垱店乡

第九名：詹店镇

第十名：三阳乡

第十一名：小董乡

第十二名：乔庙乡

第十三名：嘉应观乡

第十四名：大封镇

城乡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鞭策榜

（第三期）

12

月

7

日，县委书记常鸿带领县四家班子主要领导集中乘车，对我县产

业集聚区和城乡主干道沿途、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沿途

1

个村街的环境卫生集

中整治情况进行了观摩检查，并现场打分。 现将检查评比结果通报如下：

木城镇

薄弱环节———

个别村街不够重视，推进环境整治工作力度不大。

个别地方还存在垃圾死角。

环境卫生长效机制需进一步健全。

三阳乡

薄弱环节———

树木涂白墙体粉刷工作，由于经费欠缺进展缓慢。

陈旧垃圾清理工作，由于经费欠缺进展缓慢。

每天新生垃圾不能做到日产日清。

薄弱环节———

小马营村乱贴乱画、乱扯乱挂、占道经营、灯箱广告破损喷绘。

马营桥市场整治标准低。

辖区内电线杆没有粉刷。

薄弱环节———

新孟路原岗段、新孟路贾作牌对面有垃圾。

新孟路蔡庄段整治标准低、益庄段垃圾乱堆乱放。

乡政府所在地存在小堆垃圾多，店外经营垃圾多及乱堆乱建现象。

薄弱环节———

思想认识不到位，环境卫生整治标准不高。

宣传发动不深入，群众参与热情低。

全乡五十个行政村进展不平衡。 长效机制不健全。

薄弱环节———

群众环卫意识还需增强。

环卫设施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大投入。

工作进展不平衡。 保洁人员不固定。

薄弱环节———

主要干道沿线需重新返工整治。

试点村杨庄整治标准需要再提高。

长效机制仍不够健全。

龙源镇

北郭乡

薄弱环节———

领导组织不到位，环境卫生整治标准不高。

宣传发动不深入，群众参与热情低。

长效机制不健全。

薄弱环节———

宣传发动不深入，群众参与积极性低。

领导组织需要加强。

环境卫生整治标准不高。

薄弱环节———

个别村街不够重视，推进环境整治工作力度不大。

个别地方还存在垃圾死角和乱堆乱放现象。

薄弱环节———

环境卫生整治标准不高。 群众环卫意识还需增强。

长效机制仍不够健全。

环卫设施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大投入。

薄弱环节———

宣传发动不深入，群众参与热情低。

环境卫生整治标准不高。 长效机制不健全。

环卫设施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大投入。

小董乡

宁郭镇

大虹桥乡

西陶镇

大封镇

嘉应观乡

詹店镇

圪垱店乡

谢旗营镇

乔庙乡

薄弱环节———

杜村詹泗路段存在多堆垃圾，村南有一大堆垃圾未清理。

卫生标准低，树木涂白不达标，长效机制未落实。 部分稻区村道路秸秆堆积。

部分村垃圾池数量少，垃圾掩埋场存在没有标志、黄土未覆盖等问题。

工作措施———

工作目标再明确。 召开推进会，明确职责和整治目标，村支部书记为第一

责任人，对照目标，迅速开展工作。 要求各村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前全面完成主干道

树木涂白，利用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彻底清理陈旧性垃圾。

工作标准再提高。重点对树木涂白、陈旧垃圾清理、道路整洁、卫生制度等

各项工作的标准进行再明确，对不符合标准的村要求立即整改。

工作措施再强化。 突出“快、实、严”三项措施。 一是快速行动，陈旧性垃圾

清理、树木涂白、墙体美化一并安排，同时推进；二是严格落实班子成员包片、

机关干部包村、村组干部包路段责任机制，落实保洁队伍和长效保洁机制。 三

是严格奖惩，对按标准新建一座垃圾掩埋场的村乡政府补助

2000

元，建设一

个垃圾池补助

200

元，保障垃圾清运效果；同时，对环境卫生工作开展好的村

奖励

2000

元，成绩差的村处罚

4000

元，并通报批评。

薄弱环节———

城郊村环境卫生整治标准不高。

城区背街小巷整治难度较大。

环境卫生清理不够彻底。

工作措施———

分类实施，做实基础。组织人员对各村背街小巷环境卫生整治情况再一次

全面摸底排查和实地察看，并多方协调资金，加快城区背街小巷的硬化、美化

工程。

明确重点，集中整治。 坚持以镇容镇貌和门前五包责任制落实为重点，实

行每日下午卫生大扫除和专项整治活动，重点清除建筑垃圾、“牛皮癣”、破损

广告牌等，同时集中力量对路面建筑材料进行规整。

加大投入，建立机制。对

10

个城中村环卫队进行补贴，同时以财政奖补的

方式，为

13

个城郊村每月列支不少于

3000

元的环卫经费。

强化督查，全力推进。完善《城中村环卫队工作考评办法》，并建立健全《城

郊村环境卫生百分考评细则》。

提升认识 强化措施 造浓氛围 落实责任 严格督导

将城乡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