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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家家畲畲村村：：
废旧牛栏“变身”生态公厕

大街小
巷卫生整洁，
村风村貌焕
然一新。 房屋
建筑美观别
致，环境生态
宜居，水清岸
绿景美的“溪
上仁宫，采摘
乐园”青田县
仁宫乡村美
景，让村民和
游客倍感乡
村的自然和
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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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轻
的基层党员干
部，眼光不能总
放在做了多少
光鲜亮丽的工
程上，应放在我
们的困难群众、
普通群众身上，
他们更需要我
们春风化雨般
的温暖。身在基
层的我们，需要
做的就是深入
乡村， 贴近群
众，真心实意为
百姓做实事，让
群众多满意一
点。

“想不到，
牛栏改造成公
厕，效果真是不
错。 ”昔日破旧
脏乱的牛栏摇
身一变，变成了
整洁美观的公
厕。连日来，海拔
1000 多米的深
山 小 山 村———
云和县崇头镇
黄家畲村村口
六角亭附近的
一所公厕引来
了村民们的驻
足围观和啧啧
称奇。

■■通讯员 王凤凤 毛荣杰

破茧成蝶的仁宫村
大街小巷卫生整洁， 村风村貌焕

然一新。 房屋建筑美观别致，环境生态
宜居，水清岸绿景美的“溪上仁宫，采
摘乐园”青田县仁宫乡村美景，让村民
和游客倍感乡村的自然和整洁。

仁宫乡相关负责人介绍， 仁宫乡
仁宫村以往有部分群众思想观念比较
陈旧落后，居住环境杂乱无序，重点工
程项目难以推进，垃圾成堆，线乱拉 ，
棚乱搭，摊乱摆，车乱停等现象严重；
房前屋后鸡窝鸭舍成排， 夏天蚊子苍
蝇成群，房子外立面赤膊墙参差不齐，
路面街道狭窄，坑坑洼洼，积水成泽，
溪边杂草丛生，集市日交通堵塞；文化
体育设施陈旧落后， 村里没有一个像
样的篮球场等，给乡村群众生活、生产

带来很大影响。
为彻底改变面貌，仁宫乡党委、政

府利用小城镇综合整治的契机， 多次
召开有关会议研究对策， 加快小城镇
集中整治步伐，利用网格管理，领导包
干区块， 群众参与大张旗鼓开展整治
工作。 起初群众对此不理解、不配合、
不支持，干部畏难情绪较大。 通过深入
细致的思想工作， 渐渐得到了群众理
解支持，并参与进来。 仁宫村村委会主
任夏汉敏， 为了改善村内交通道路环
境，牺牲个人自留地与农户调换。

村民说， 是小城镇综合整治工作
让仁宫村实现了破茧成蝶的美丽蜕
变。 全域整治中， 仁宫村共清运垃圾
425 多吨，拆除猪圈、鸡鸭棚、旱厕 323

处，8152 平方米， 养猪场变成了瓜果
园，臭水沟变成养鱼池。 改造路面 1500
多米，改善墙外立面 1.7 万平方米，建
高标准篮球场一个，塑胶健身跑道 655
米，规范停车位集市摊位 190 多个。 在
溪边栽种柳树、银杏树 200 多株，利用
本地溪卵石旧瓦片和果蔬特色产品资
源打造了路口醒目的形象节点， 把本
地传统工艺、党建红色元素一一展现。
这是仁宫乡开展小城镇综合整治工作
以来交出的成绩单。

目前，仁宫乡正采取相关措施，巩
固提升整治效果， 立足长效， 以点带
面， 全面规范提升乡村振兴和乡村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大学毕业后， 我成为了一名
基层的乡镇干部。 几年中，我目睹
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巨变， 体会到
了农村群众的可爱、可敬、淳朴 。
其中几件住村小事，让我感受到，
只要与群众心贴心了， 想到一块
了，真心实意为他们考虑，把事办
好，群众自然就对我们满意。

不久前， 所住村一位农户又
气又急地打电话给我， 投诉说去
田里干活时， 拎着肥料踩在水渠
上的水泥板上，水泥板突然断裂，
导致他摔下去脚受伤。 他认为这
块水泥板是乡政府组织高标准农
田水渠修建时浇筑的， 这场意外
应由乡政府负责。 我赶紧让他家
人先送他到医院检查， 随后我赶
到现场查看情况，拍照取证。 万幸
的是，他没伤到骨头，只是稍显严
重的皮外伤。 几天后， 他找上门
来，要求赔偿药费和误工费。 然而
施工方不认为这块水泥板是他们
浇筑并使用的， 工程计划里也没
有这项施工内容， 群众一听不干
了，扬言不负责就要去上级反映。
我知道如果这事处置不好， 就是
一个不稳定因素。 于是，我多次下
村， 了解到这些水泥石板是该村
在工地打工的村民为了方便群众
过往，用工地上的水泥浇筑的，好
心办了坏事。向谁追责呢？一个两
难的问题摆在前面， 群众的利益
要保障， 工程施工方的权益也不
能侵犯。 一番思考， 我们责无旁
贷，接手了这个问题，于是几经周
折，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看着群
众从原来的怒气冲冲到展露舒
颜，我感觉辛苦值了。

一天晚上，正在散步的我，突
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是以前
所住村一位 80 多岁老人打来的，
告诉我他从早上开始打在外地女
儿的电话，一直到晚上都打不通，
很担心，就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帮
忙联系他女儿。 听完， 我不禁一
乐，安慰说，你女儿 50 多岁，自己
都当外婆了，你就不要担心啦，没
接到电话肯定是有事在忙。 挂完
电话后， 我马上辗转联系到了他
女儿， 让她尽快电话打回去报平
安。

想起这件事， 我觉得农村老
人挺无助的， 同时更觉得我们基
层工作者的责任重大。 因为工作
调整，我已经不住这个村两年多，
而他还有两个儿子在同村居住 ，
但是老人遇事给我打电话， 信任
我，向我求助，我很欣慰。 这位老
人的情况我很熟悉， 夫妻俩都已
80 多岁，妻子患有眼疾，与他们一
起生活的小儿子智力残疾， 家庭
很困难。 住村期间，我初次入户走
访了解情况后， 就帮助他们办理
了低保；赤寿工业园区征地时，协
助调解他们家庭山林征用后土地
款的分配矛盾； 帮助申请了困难
群众住房救助， 对房屋进行了修
缮。 及时把上级暖心好政策落实
到困难群众身上， 他们把我当成
了家人，值得依靠的人。

原以为感情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联系的减少而淡化，但是时隔
两年的这个电话， 让我再次感受
到，一名年轻的基层党员干部，眼
光不能总放在做了多少光鲜亮丽
的工程上， 应放在我们的困难群
众、普通群众身上，他们更需要我
们春风化雨般的温暖。 身在基层
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深入乡村，
贴近群众， 真心实意为百姓做实
事，让群众多满意一点。

“想不到，牛栏改造成公厕，效果
真是不错。”昔日破旧脏乱的牛栏摇身
一变， 变成了整洁美观的公厕。 连日
来，海拔 1000 多米的深山小山村———
云和县崇头镇黄家畲村村口六角亭附
近的一所公厕引来了村民们的驻足围
观和啧啧称奇。

“‘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和新
建一批’的建设要求，我们因村制宜把
村口闲置多年的牛栏改造成公厕，一
举两得， 既满足了村民的如厕需求又
不占用地方。 ” 黄家畲村村委会主任
刘明富介绍说。

黄家畲村始建于北宋咸平年间，
距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 古迹颇多，
官氏宗祠、古桥、银矿遗址、石臼、石磨
等保存较好。村内古树参天，生态环境
优美，空气清新，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古
村落重点村。近年来，村双委班子结合
本村实际情况， 积极进行新农村环境

整治建设，利用高海拔、原生态等优势
发展乡村旅游。

今年年初， 通过历史文化村落项
目， 黄家畲村对村头的古树和古亭进
行了保护和改造提升， 美化了周边环
境。 但位于六角亭旁的废旧牛栏既脏
又臭，煞了风景，与周边生态环境极不
协调， 但黄泥青瓦的外貌又有古村落
的韵味， 如何让废旧牛栏变废为宝发
挥作用， 成了摆在村双委们面前的一
个难题。

随着“公厕革命”向农村推进，村
双委们突发灵感， 何不把牛栏改造成
公厕呢！ 于是村干部在县农办和镇政
府的指导下， 对六角亭旁的废旧牛栏
区域进行了整治改建。 在不破坏黄泥
青瓦的基础外观情况下， 对内部进行
改造、整治、硬化加固和美化。

室内铺设青石古砖， 安装古色古
窗，增加通风和采光面积，同时就地取

材，新增便池、洗手池等设施。 建成的公
厕整体风格适应古村落建设风格， 与周
边环境融为一体，古朴美观，而内部设施
干净卫生，整洁实用。

“想不到废旧牛栏还有这个用处，不
仅方便了我们村民， 同时也给来村里旅
游的游客提供了便利。 ”村民叶志成在使
用过后，满意地说。自公厕改建投入使用
以来， 一些村民也改掉了以往的不卫生
习惯， 自觉来到这个新颖而接地气的公
厕里如厕。

“黄家畲生态公厕的建成，既解决了
废旧牛栏的处理难问题， 又能发挥实际
作用，改善了人居环境。 ”崇头镇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按照农村“厕
所革命”的要求，改造、提升、新建一批富
有人性化、现代化、美观化的农村公厕，
进一步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引领乡风文
明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