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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山东沂源县“美”字里头做文章
朱凌青

瞄准一个点，打好“清底子”

沂源县是山东省内平均海拔最高的
县。作为山区县，这里的许多村落藏在
山里，坐拥优越的自然风光。但多年来，
村民也面对着生活上的不便。

南麻街道齐家屋村就坐落在半山腰
上。“你看，我家的地基就是从石头上凿
出来的。”村民齐茂祥指着自家院落说。

“以前，垃圾没地放，自己扔下山太
费劲。家里的垃圾、杂物就堆在门口，夏
天一股味，很不卫生。”随后，他指着门口
的垃圾桶满意地说，“现在垃圾都扔进垃
圾桶，村里保洁员来收，家门口干净多
了。”

近年来，沂源县围绕“三清一改”，打
好“清底子”“清零销号”“再清底子”等组
合拳，清理村内垃圾。并对清理后的裸
露土地和“四旁”（村旁、路旁、水旁、宅
旁）见缝插绿、抢占阵地，全县村庄整治
率达到100%。

而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理裸露土
地，正是通过在“点”上力求彻底，沂源县
打好了“清底子”，有效推动农村人居环
境向美而变。

整治一条线，建成微景观

晚饭过后，沂源县鲁村镇和源村村
民唐光会习惯绕着村里的人工湖散一圈
步。“这是我最大的乐趣。”他细数村庄里
的美景，从清澈的溪水、生机盎然的绿化
景观到喷泉、廊亭、小游园，笑着感慨，

“别人都说我是个乐天派，那还不是因为
我每天都生活在‘大花园’里吗？”

在燕崖镇，村民也为自己的生活环
境感到满足。这里的水泥路面干净平
整、房前屋后有绿树花卉装点，每个村还
有自己的景观墙。村民说，村里的微景
观都是村内的瓦工、石匠自发上阵，大家
义务出工、就地取材、自己设计，因为凝
聚了每个人的汗水，所以大家都很珍惜。

据了解，聚焦沿河、沿主干线重点区
域，近年来，沂源县深化“双沿打造”行
动，199 个沿线村连点成线，实现路域、
河域、镇域、村域“四域”同治，15公里沂
河沿岸全线贯通，创成省级美丽河湖98
条，建成各类小微景观、卡口花场等1.1
万余处，做到“无处不景观、无处不绿
化”。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南麻街道贾

家庄村村民贾德江说：“我们村从环境整
治行动以来，人居环境得到了很大提高，
村民吃完晚饭后都到广场上跳跳舞、唱
唱歌、下下棋，精神面貌更好了。”

塑造一片景，绘就“乡村美”

沂河南岸，悦庄镇下龙巷村三面环
水，被沂河源湿地公园所环抱。村庄内，
一户户颇具建筑美学风格的民居引入注
目。

村民任明善已经 80 多岁了。他见
证了村庄这些年的每一点转变，最让他
感到幸福的是，不仅村庄环境越来越好
了，还有村民生活品质的改善。“我们村
水泥路、自来水、污水处理都实现了户户
通。村里建成民生综合体后，大伙儿在
这里不仅能吃饭、洗澡、看病，还有演出
看。”他说。

以环境美为出发点和切入点，多措
并举培育人文美、业态美、民生美，这是
沂源县近年来的努力方向。据了解，该
县以“乡村美学教育”为契机，以家庭、小
巷为切入点，创新“美学+”模式，打造

“一院一品、一户一景”精品庭院 2400
户、标兵户2.5万户，美学小巷39处，“美
在家庭”示范村196个，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由村庄向庭院、由厅堂向角落步步深
入，形成一户带一片、一片带一村、一村
带一镇的连锁效应。

其中，通过精品旅游模式塑造高
标准旅游业态，燕崖镇桑家峪村从一
个无人问津的“落后村”华丽转身为
远近闻名的“小江南”旅游度假区；通
过村干部带领村民凿石修路、种花画
墙，打造“吃住行游购娱”旅游目的
地，燕崖镇计宝峪村从年轻人纷纷外
出务工的“空壳村”变成了以原生态
自然风格、非遗小院为特色的“网红
打卡地”；按照挖掘文化、生态特色的
建设思路，南鲁山镇北流水村在村内
铺设了 2100 米石板道路，发展起大榛
子经济林，让村民经营的农家乐越来
越红火。

北流水村村民刘永花说：“我家庭院
虽不大，但干净整洁，四季有花，充满农
家特色；我们村也不大，是个小山村，但
一条石板路、一盘老碾总能唤起人的乡
愁。这几年，越来越多游客来到我们村
游玩，这就是青山绿水、美丽乡村的魅
力，我们会一直守护这份美丽。”

山峦叠嶂，溪河交错，

绿树成荫，山花烂漫……驱

车行驶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

县的山水间，眼前仿佛有一幅色

彩斑斓的画卷徐徐展开。沿着水

泥路驶进南麻街道高堂峪村，只见村

里的房子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漫步在

村中，抬头可见青山，低头是洁净的村道，

各家房前屋后装点着花卉绿植，村庄散发出

宁静安逸的气息。

遇见村民曹守英时，她正准备回家做饭。在

明亮干净的厨房里，她一边洗菜一边说起村里的

变化：“以前大家洗菜、洗衣的污水随处乱排，

到处都是脏污，现在污水顺着管道排出去

后，有装置可以处理。要我说，这生活环

境也不比城里的差嘛！”

沂源县近年来统筹“点、线、

面”三个维度，从细处着手，分类

梯次推进，促进农村人居环境

从“一村美”向“沿线美”“连

片美”“全域美”深度转变取

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