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环境整治的简报(实用8篇)
决议是指在面临问题或挑战时，通过认真思考和决策而产生
的结果和行为措施。如何在制定决议时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
和需求？在这里，我们整理了一些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决
议范文，供大家参考思考。

乡村环境整治的简报篇一

今年以来，长湖乡以市、县乡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会议精神
为指引，高度统一思想，广泛深入宣传，充分发动群众，紧
密结合实际，努力加大政府投入，扎实开展集中行动，乡村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有了阶段性突破。

3月17日全县动员会后，该乡随即召开全乡31个村支部书记会
议，3月18日、19日、21日分别召开全体机关干部职工会、部
门负责人和部分重点村负责人座谈会、长湖乡“学攸县，见
行动”环境卫生整治村组干部大会。此后几天，各单位又分
头召开党员组长会、部门职工会、群众户主会、村民代表会，
各村理事会层层落实上级会议精神和乡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
切实加大宣传力度，乡党委政府在沿107国道，长湖主干道湖
凌路、步柏线沿线各村悬挂大型宣传牌13块，制作印发关于
乡村环境整治工作致全乡人民的一封信9300余份，出动宣传
车29台次，发放温馨提示9360份，张贴宣传标语4600余张，
悬挂宣传横幅68条，做到了宣传全方位、广覆盖、立体式，
形成了主题鲜明、声势浩大、深入人心的乡村环境卫生整治
宣传声势。

明确了支村两委主体责任、负责干部联村指导、部门领导联
村互助、联点干部包村负责的工作责任机制，强化行政推动、
形成强大合力。全乡31个村成立了村民理事会，制订了村规
民约，各村都成立了“爱我家园”妇女卫生队，各组各屋场
均由理事会牵头划定了各户卫生责任区，通过多方联动，该



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建立了工作格局，夯实了群众基础，促
进了卫生整治。

乡政府与制造厂家签订合同集中采购户用垃圾焚烧池8964个，
5月底配备到位。乡财政拿20万元作为乡村环境卫生整治配套
工作经费，实行以奖代投，安排8万元用于主要干道广告宣传
牌制作，投入11万元修建了占地约12亩的集镇垃圾填埋场1个，
投入3.5万元沿107国道和长湖乡主干道湖凌路、步柏线沿途
修建100个垃圾池。

在绩效考核上，把乡村环境卫生整治纳入各单位重要考核项
目，占比15%的分值，环境卫生整治采取100分制进行考核，
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各占50%，并按比例折算绩效分值。在经
济奖罚上，按照县里考核要求兑现奖金的基础上，该乡另外
按名次追加奖金20xx、1500、1000元。在督查评比上，采
取“一月一督查，一季一考核”的方法进行考评，要求各村
每季度评选“环境卫生清洁组”、“环境卫生最差组”和年度
“环境卫生清洁组”，乡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每月收集综合情况，对被考核村工作落实情况进行通报，
年度在全乡范围内评选10名优秀村民理事长和100名环境卫生
巾帼英雄。在责任追究上，对连续两次排名后三位的村第一
责任人向党委政府说明情况，并在全乡通报批评，连续三次
排名后三位的村，责令村支部书记引咎辞职。

新开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环境卫生整治，坚持以宣传引导
为先导，以整治脏、乱、差为突破口，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
点，狠抓工作落实。

一是多层次会议动员。通过召开全镇的党员组长会、全体村
干部会、户主会，层层发动，让干群提高思想认识。二是多
方式宣传发动。全镇共悬挂横幅60余条，书写固定标语20多
条，各村张贴标语都在100张以上，镇政府出动了宣传车进村
入户广泛宣传，镇里统一为村制作了固定宣传窗、评比栏，
各户门前都张贴了温馨提示、门前“责任三包”等，在学生



中发出了“爱护环境卫生，争做三员”的倡仪，动员学生争
做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宣传员、监督员、保洁员，让环保意
识深入人心。三是多形式示范引导。3月26日，镇政府动员机
关部门干部职工100多人，开展集镇卫生大扫除活动，调集洒
水车、推土机、挖掘机，对集镇卫生死角、建筑垃圾进行了
一次全面清理。朱砂、胜天、卫星、高垅等村都开展了一次
党员义务劳动集中活动，群众反响强烈。

镇政府成立了由书记任组长、镇长任常务副组长的工作领导
小组，设立了专门办公室，明确专人负责组织协调、综合指
导、调查研究和督查考核等工作。同时，实行主职领导包片、
副职领导包段、联点干部包村，将集镇、s306线、岳兴
线、107国道等重点地段均明确一名班子成员具体抓，确保人
人肩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压力。

提出了“一二三四五”整治工程。即围绕一个目标，成立两
支队伍，建立三项制度，落实四分办法，把握五个重点。

一个目标：全镇围绕“建设秀美新开”这一总体目标加快推
进环境卫生整治。

两支队伍：要求36个村成立保洁员队伍和环境卫生理事会队
伍。保洁员主要负责对村、组公共区包括主道路、主水路、
村民集中活动场所等进行专职日常保洁维护、垃圾清扫清运;
环境卫生理事会主要负责每月开展一次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督促、检查、卫生评比。

三项制度：建立门前责任三包、党员义务劳动和检查评比制
度。镇制订农户门前三包责任制度并张贴到户;镇党委号召全
镇所有支部每月开展一次党员义务劳动，并设立党员示范岗;
村理事会建立检查评比制度，每月开展一次检查评比，张
贴“清洁”、“较清洁”和“不清洁”评比标识到户，并在
各组公示栏公示，对清洁户给予一定物资奖励。



四分办法：落实垃圾分散处理、责任分片包干、资金分级投
入、任务分期考核。按照垃圾“分户、分类、分散”的办法，
宣传指导到户，设施配套到户，任务落实到户，检查评比到
户，全力推行垃圾处理户为主、户落实;镇政府与各单位、村
与各组、组与各农户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党政领导包线、
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片、党员组长包组到户，实行绩酬、
奖惩挂钩，层层落实责任;在县配套补助的基础上，镇财政按
照以奖代投的方式，预算了30万元专项经费，剩余部分由村
集体挤一点、农户筹一点、社会捐助一点;镇里组织实行“月
督查、季讲评”，每月25日后，组织开展一次督查，通报情
况，限期整改，季末开展一次讲评，按照《考核办法》进行
评分，结合月督查结果，对排名前三名和后三名的村和镇联
村干部兑现奖罚，在全县年度讲评中，获“秀美村
庄”、“清洁集镇”的村(居)委会，镇财政再奖励20xx元。

五个重点：落实“五个一”工作重点，即一户一个焚烧池，
一组(屋场)一个垃圾收集屋和一个保洁员，一村一个垃圾处
理池，一镇一个垃圾填埋场。

目前，全镇36个村建立了保洁员队伍，正在建设垃圾池和户
用垃圾焚烧池。镇里组织不定期卫生督查工作，每到一个村，
带领村干部现场指出卫生死角和工作薄弱环节，要求进行整
顿，先后下发工作督查通报三期，有效推动了环境卫生整治。

乡村环境整治的简报篇二

为扎实推进美丽宜居社区建设，着力提升社区人居环境，近
日，__社区联合众一物业公司以清理垃圾、修缮破损路面、
整治“飞线充电”乱象、督促辖区商铺自查整改等为主要内
容，不断增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积极动员



__月初，__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动员会，动
员辖区居民共同参与。会上，__社区党总支书记杨艳对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设想及规划进行解读，并提出了工作要求。

多元宣传

为扩大宣传面，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宣传人居环境整治
政策要求，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网格交流群、qq群、电子屏
做好宣传。线下利用广播、条幅、上门走访等方式，持续宣
传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要性，逐步改变乱堆乱放、乱扔垃
圾等不良生活习惯，不断激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
让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为社区居民的共识。

贯彻落实

自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以来，__社区对标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要求，持续发力改善人居环境，截至目前，共清
理众一山水城、文安苑（东区）小区生活垃圾、楼道杂物6吨，
清理绿化带枯树枝及杂草5吨，治理“飞线充电”55起，清洁
辖区周边宣传栏25块，同时对小区内楼道、电梯、喷泉池、
假山景观池进行彻底清洁。针对辖区商铺，社区积极动员商
铺从业人员对门面及时进行清洁，对乱堆乱放现象进行自查
整改，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人居环境整治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全社区
居民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下一步，社区将继续健全人居环
境整治长效机制，因地制宜开展社区环境美化，巩固人居环
境整治成果。

乡村环境整治的简报篇三

今年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全面启动，在这次全民参与的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县城管局首当齐冲，当好环境综



合治理工作的排头兵，站在了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风口浪尖。
3月26日，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城管局
认真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清洁化、
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的治理目标，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全力以赴，攻坚克难，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着力净化
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努力构建优美、整洁、有序的新
马边。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县城区环境卫生明显改善、
占道经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户外广告进一步规范，环境综
合治理工作取得明显实效。

一、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群众的环境卫生意识、文明
意识和遵守城市管理法规意识。

提示卡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宣传资料2万余份，引导和教育群
众养成科学文明、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二是建立与市
民沟通机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坚持实行政务公开制度，
将工作职责、行政许可、举报电话等内容通过橱窗、宣传资
料、网络等形式面向社会公开。同时设立举报电话，虚心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对反馈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

通过强化宣传和健全各项制度，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深入人
心，家喻户晓，提高了广大群众关心支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自觉遵守城市管理法规的意识，为城管执法营造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

二、多措并举，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卫生质量。

县城管局严格落实清扫保洁责任区制度，督促重点地段，积
极推进精细化管理，实行路段清扫保洁网格化管理，狠抓具
体工作标准的落实，着力解决了道路“飘、漏、洒”等细节
问题，清扫保洁质量有明显改善。一是增添人员，强化管理。
在全县范围内择优招聘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卫生清扫保洁人
员，保证了清扫保洁人员力量，并做到城区主街道全天候、
无假日保洁。二是延长保洁时间，增加街道冲洗次数。从5月



起，县城区主街道冲洗降尘时间由每周二、四、六夜间冲洗
街道、白天适时洒水降尘更改为每日白天、夜间都对城区主
街道进行冲洗降尘，并适时进行洒水降温。三是扩大清扫保
洁面积，彻底整治卫生死角。县城管局将城区清扫保洁延伸
到城郊结合部的光明村、东光村、西城村等处，清扫保洁面
积增加到18.7万平方米，并重点对光明村、东光村、西城村
等处的卫生死角进行了彻底的整治，共清除生活垃圾172余吨，
清除建筑垃圾1520余吨，垃圾清运率和清运合格率达100%。
落实公厕保洁制度，安排人员定期对公厕进行清掏并做好全
日保洁工作，对垃圾场采用生物技术进行灭蝇除臭处理，减
小了垃圾场对周边环境的污染，效果明显。

三、加强城管执法力度，狠抓整治工作。

一是集中力量，加强执法工作。县城管局认真按照“坐商归
店、摊点归区、农贸归市”的要求，重点对跨门槛经营、乱
设乱摆、占道经营等现象进行综合治理，取缔北门桥头游动
水果摊位、环城公园油炸摊点等各类占道和游动经营摊点523
个，拆除乱搭设的雨篷1000多平方。同时，规范牲畜市场和
鸡鸭屠宰点，取缔了张油坊村的牲畜屠宰点。二是开展专项
治理工作，进一步强化广告设置管理。对全县各类户外广告、
标语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陈旧、残缺、破损的
各类户外广告、标语，及时督促业主进行更换和拆除。加强
城市“牛皮癣”治理工作，严厉打击城区乱写、乱画、乱张
贴等不文明行为，投入资金3万元，购买了一台“小广告”清
理机，安排专人清除城区主要街道、公共设施及建筑物临街
墙体的乱喷涂、乱张贴的“牛皮癣”小广告。共取缔占道设
置的灯箱广告240 个，清除跨街设置的条幅广告190余幅，清
理、规范和拆除破损户外广告牌45个，清理“牛皮癣”小广
告2余条。

四、突出抓好进“责任段”环境整治工作，当好环境治排头
兵。



在马边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责任段”活动中，县城管局
负责的责任区位于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老城区片区第九责
任区即西城河。西城河地处城乡结合部，由于沿岸居住的居
民随意往河道倾倒垃圾，日积月累，原本清辙、美丽的西城
河变成了垃圾沟，走在沟边，随处可见乱飞的苍蝇，不时还
吹来阵阵刺鼻的臭味。为有效治理西城河道，县城管局租赁
了一台挖掘机对河道垃圾进行了全面清理，除坚持每周四组
织全局干部职工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外，还落实专人每天对
该段进行清扫保洁。同时，加强与西城河沿岸村组的联系，
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发动群众治理环境卫生，教育群众不随
意乱扔果皮纸屑，乱倒垃圾，珍惜劳动成果。协助沿岸村组
制定村规民约，通过治理，现在的西城河恢复了昔日的美丽、
清辙。

乡村环境整治的简报篇四

为深入推进农村环境卫生治理，进一步优化人居条件，营造
干净、整洁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
度，提升村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长潭镇党委政府近日对
全镇环境卫生开展了综合整治。

这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由镇整治办牵头覆盖全镇11个村，要
求各村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大力宣传环境整治，营造文明氛围，
通过张贴标语、公告，拉横幅，广播宣传，努力营造乡村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的良好氛围让“村庄是我家，美丽靠大家”
的观念在大家心里扎根，动员村民积极参与农村环境维护的
活动中来。

整治无细小，力求无死角。各村组建护洁小分队，对本村环
境卫生进行巡视清理，还乡村一份属于它的自然之色。

随着村村通户户通公里工程的逐渐完成，人们的出行越来越
便利，但修路一时快，养路十年功，公路的后期养护也十分



重要。各村组织的护洁小队还对本村公路进行养护，在清理
沿道垃圾垃圾的同时，还对沿途的杂草及窜入路基的根茎进
行铲除工作，使得路面更加整洁，交通更加流畅。

通过这次的综合整治活动，长潭镇的乡村环境卫生得到很大
的改善，但环境卫生的工作并非一劳永逸的，未来的工作仍
在继续。

乡村环境整治的简报篇五

近段时间，香梅乡党委、政府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
广泛宣传，全民动员，在全乡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村级环境卫
生整治的高潮。通过近一个多月时间的整治，目前，该乡的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切实改变长期以来村级环境卫生脏、乱、差的现象，香
梅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把环境卫生工作作为全年工作的
重中之重来抓。

一是广泛宣传，层层动员。通过层层召开会议，制作宣传
牌50余块，书写永久性标语100余条，发放环境卫生“三包”
承诺书4000余份，给学生上一堂环境卫生整治课等等，使农
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家喻户晓，老百姓主
动搞卫生的意识明显增强。

二是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
行的工作方案、村规民约，并实行片长包片，驻村干部包村、
包路段，村干部包组、包户的包干责任制。推行乡政府评先
进村、村里评清洁组、组里评清洁户的检查评比制度。建立
星级文明卫生村庄、文明卫生组、文明卫生户升级考核评比
办法。

三是保障经费，落实工作。该乡共投入资金12万元，购买了
垃圾桶200余个，清理村庄垃圾400余车合400多吨，清除60公



里村、组级公路两边的杂草，清理河道20公里，清理水塘100
个，建立垃圾池150个，拆除乱搭乱建30余处。

四是加强督查，严格奖惩。该乡每月组织一督查、一排名、
一点评，每季度一考核，对考核得分前三名的村分别给
予3000、2000、1000元的奖励;对评为清洁组、清洁户的颁发
奖牌;对连续2季度排名倒数后三名且得分未达标的村，对村
支书、主任实行诫勉谈话;连续3季度排名倒数后三名的且未
达标的村，取消该村年度综合绩效评估先进单位的评选资格
和村支书、主任该年度评先评优资格，扣罚年终绩效工资。

《乡村环境卫生整治简报》

乡村环境整治的简报篇六

新开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环境卫生整治，坚持以宣传引导
为先导，以整治脏、乱、差为突破口，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
点，狠抓工作落实。

一是多层次会议动员。通过召开全镇的党员组长会、全体村
干部会、户主会，层层发动，让干群提高思想认识。二是多
方式宣传发动。全镇共悬挂横幅60余条，书写固定标语20多
条，各村张贴标语都在100张以上，镇政府出动了宣传车进村
入户广泛宣传，镇里统一为村制作了固定宣传窗、评比栏，
各户门前都张贴了温馨提示、门前“责任三包”等，在学生
中发出了“爱护环境卫生，争做三员”的倡仪，动员学生争
做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宣传员、监督员、保洁员，让环保意
识深入人心。三是多形式示范引导。3月26日，镇政府动员机
关部门干部职工100多人，开展集镇卫生大扫除活动，调集洒
水车、推土机、挖掘机，对集镇卫生死角、建筑垃圾进行了
一次全面清理。朱砂、胜天、卫星、高垅等村都开展了一次
党员义务劳动集中活动，群众反响强烈。

镇政府成立了由书记任组长、镇长任常务副组长的工作领导



小组，设立了专门办公室，明确专人负责组织协调、综合指
导、调查研究和督查考核等工作。同时，实行主职领导包片、
副职领导包段、联点干部包村，将集镇、s306线、岳兴
线、107国道等重点地段均明确一名班子成员具体抓，确保人
人肩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压力。

提出了“一二三四五”整治工程。即围绕一个目标，成立两
支队伍，建立三项制度，落实四分办法，把握五个重点。

乡村环境整治的简报篇七

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基本实现干净、整洁、便捷，创建美丽
宜居村庄是党的十九大对农村人居环境做出的重大决策，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丁家
沟镇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各项决策
部署，以深入推进全域无垃圾专项行动为契机，多措并举，
多管齐下，着力创建环境整洁的新农村。

全域无垃圾工作开展以来，丁家沟镇召开四次镇村干部参加
的专题会议，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市县关于人居环境建设和全
域无垃圾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凝聚共识，
强化担当，把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政治任务
和民生工程，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攻坚推进上来，
确保专项治理全面、扎实、高效推进。

一是积极宣传，动员全社会参与。

积极宣传农村环境治理理念，组织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
帮扶责任人利用进村入户的机会，向群众做好宣传，鼓励群
众做好庄前屋后、院落周围的环境卫生，做到不乱倒、不乱
扔、勤打扫，不断树立爱护环境，保护家园的良好习惯。

二是抓住重点，全面清理残垣污垢。



对辖区内常年积存在沟渠、田间、桥洞的地膜、柴草、残垣
断壁等废弃物，镇上统一调运堆土机等装备进行集中清理，
彻底清除，使得农村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三是发挥优势，集中开展整治工作。

镇政府与镇区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确保街道环境
卫生有效改善。辖区学校在召开家长会时，广泛宣传全域无
垃圾工作，组织学生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义务劳动，为全域无
垃圾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有效宣传了保护环境的意识。
村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志愿劳动，彻底清理田
间地头垃圾，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

四是联动执法，有效开创工作新局面。镇政府组织安监、环
保、水利、食药、交管等部门执法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内容，
将平时的督察检查与全域无垃圾工作有效融合，将全域无垃
圾工作纳入相应考核指标，牢固树立环保意识，有效推动全
域无垃圾工作新局面。

成立全域无垃圾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镇长任组长，
党政班子成员、镇直单位负责人、各村负责人任组员。划分
责任片区，靠实工作责任，全面推进全域无垃圾工作。建立
督查考核机制，把环境整治纳入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出台
《全域无垃圾责任追究办法》，成立督察小组，由镇纪委牵
头，对动员部署、推进治理、问题整改等全过程进行督查考
核，强化跟踪问效，定期通报情况，对重视程度不够、工作
措施不力、行动严重滞后、整治效果不明显的村、单位进行
通报曝光、严肃问责。

乡村环境整治的简报篇八

5月8日，特克斯县集中开展“清洁家园·美丽乡村”农村环
境卫生整治周活动，进一步营造环境优美、清洁文明、整洁
有序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助力乡村振兴。

由组织部牵头、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卫健委等部门组
成的7个督导组分赴各乡镇、村（社区）检查“清洁家园·美
丽乡村”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周活动开展情况。督导组在喀拉
达拉镇库木吐别克村和加尔阔拉村通过听取汇报和现场查看
的形式了解活动进展情况，目前喀拉达拉镇强化部署，进一
步压实责任，明确任务分工，各行政村充分发挥村级各支力
量上下齐动员，配备小型保洁车，激发群众积极性，主动参
与环境整治活动，营造浓厚的氛围。

督导组还前往齐勒乌泽克镇阿克奇村、巴喀勒克村对路边建
筑垃圾乱堆乱放、垃圾食品袋、路边设置羊圈、土围墙、路
边堆积牛粪等情况进行检查。

本次“清洁家园·美丽乡村”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活动主要对
各乡镇、各村（社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清理、环境卫生薄
弱环节整治，环境卫生评创活动，县级专班对各乡镇进行排
名，各乡镇对本辖区村（社区）进行排名，对环境卫生差的
点位悬挂警示牌，对乡镇、村居实行奖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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