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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苏梦璐 通讯员 柯威

自浙江全面开启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以来，我市因势而动，探

索实践特色化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路线，努力打造洁美小镇、活力小镇、

风情小镇，一些看得见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今年，我市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定下目标任务：6个乡镇通过“省考”，4

个街道通过温州“市考”。12月初，喜讯传来，曹村镇、芳庄乡通过2018年度

全省小环境综合整治考核验收。市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成绩的取得，对我市小城镇环境整治工作是种肯定，

更是种鞭策。

同时，剩余乡镇（街道）在汲取2个乡镇整治成功的经验基础上，全力

以赴打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迎考冲刺战，努力在年底前实现“满堂红”。

【活力塘下】

[曹村镇]
大投入整出高颜值

钱马线（许岙——西前）、福乐路两侧

建筑的乱搭铁棚，许岙双许路上的违建附

属房等多处违建被清理了；背街小巷里的

“赤膊墙”美化了；立面改造后的武林路嵌

入了南宋风情⋯⋯今年以来，曹村镇村民

们欣喜地发现，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了不

小变化，变得更加有序、舒心了。

曹村镇位于我市中部南端，面积 39.2

平方公里，下辖18个行政村，曾荣获“全国

环境优美乡镇”、“浙江省生态镇”称号，素

有“中华进士第一村”之美誉。自今年该镇

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创建工

作以来，先后投入 9208.3 万元，提升改造

曹川路、武林路、叔远路、新西路等交通要

道，以及新建停车场、农贸市场、垃圾中转

站、公厕等大批市政基础设施，并持续加大

力度清理、改造背街小巷脏乱点，逐步有序

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如今，站在曹村镇曹川路上放眼望去，

沿街房屋立面整齐划一，线路都已实现“地

埋”，整条街道看起来宽敞、整洁。而这只

是该镇特色化践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

一个缩影。

借着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东风，曹

村镇还在施工改造过程中融入进士文化、

花灯、耕读等元素，在细节上大力彰显地方

特色。比如，在武林路立面改造上打造具

有南宋风情的“及第路”；在叔远路建设上

注重古今混搭，将现代建设风格与古代木

栈道、水车等元素相融合，亮点十足。

此外，该镇以房乱建、线乱拉、车乱开、

道乱占、摊乱摆治理及低小散治理等专项

行动为主要抓手，拆除违建 300 余处共计

2 万多平方米，完成危旧房整治 146 处，治

理“赤膊墙”、“蓝屋面”200余处；完成入户

线整治 3210 户；在 4 条主路、人员密集处

安装监控抓拍系统11个⋯⋯一连串数据，

见证了曹村镇的整治成效和改变。

[芳庄乡]
“美丽庭院”建设得人心

将废弃物改造成花盆、用旧石头垒成

小矮墙⋯⋯走进芳庄乡山坑村，目之所及，

一派趣意盎然。地上错落有致的绿色植

物，精美的墙绘，让人眼前一亮。

“一户家庭就是一处风景，美丽庭院建

设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增光添彩。”芳庄

乡相关负责人说。今年，芳庄乡利用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契机，将“美丽庭院”创建

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期间充分发挥村党

员志愿者和“巾帼”妇女的作用，组织和发

动广大家庭住户投身创建活动，以家庭面

貌的焕然一新助推小城镇美丽“蝶变”。

“房前屋后的脏乱差整理后，利用生活

中不起眼的废旧物，进行简单改造，就能把

庭院装饰得别具特色。”芳庄乡相关负责人

介绍，“从今年起，我们在原本美丽庭院整

洁、干净的基础上，鼓励大家开动脑子，积

极扮靓自家的庭院。”

山坑村是芳庄乡政府所在地。由于是

山村，村域分布狭长且零散，人口密度不

高，加之缺乏统一规划，村内环境“脏乱

差”，随处可见乱堆放、乱搭建等现象，环境

整治迫在眉睫。

随着“美丽庭院”建设工作的不断深

入，住户用生态环保的理念装扮庭院，不断

刷新小城镇“颜值”。据悉，截至目前，芳庄

乡已经完成 12 处“美丽庭院”以及 26 处节

点、转角景观的打造工作。

此外，芳庄乡开工建设沿溪大道工程

和周湾段通景道路，在瓯湖沿线、中心路及

乡政府周边道路节点深入开展“六乱”治

理，以“一把扫帚扫到底”为依托，大力实施

全域村庄道路保洁工作，通过清理陈年垃

圾，整治露天旱厕，加强违建管控，推进建

筑外立面设计改造、节点景观绿化美化、农

村垃圾分类等，全面改善乡村环境。

[高楼镇]
整治烙上“人性化”印记

7 月 24 日，在高楼镇石龙溪乱点整治

现场，工作人员正在用挖掘机清理乱点垃

圾时，一名男子故意投掷石头将挖掘机的

挡风玻璃砸碎，随后逃离现场。事后，经过

调查，该男子姓杨，为高楼镇石龙村人，事

后给予杨某行政拘留6天的处罚。

10 月中旬，西村村一村干部陈某某在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推进过程中制造

工作阻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最终决定免

去陈某某职务，责令其作书面检讨。

以上两个事例，是今年高楼镇开展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的插曲，这足以

窥见该镇对该项工作的决心和力度。

高楼镇景区优势明显，交通发达，总面

积 248.6 平方公里，下辖 118 个行政村，是

瑞安面积最大、所辖村居最多的西部山区

镇。今年，该镇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主题，

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全力推动

“一城两镇、一带三线”项目计划实施，努力

打造“风情小镇，水上慢城”。

值得一提的是，该镇在飞虹街立面改

造过程中，仅用1天时间，就完成了拆违工

作。

洁白清爽的房屋立面，统一色调的店

招店牌，排列有序的行道树，干净平整的柏

油路面⋯⋯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立面改

造成效，离不开前期充分的动员工作。

据了解，在实施立面改造工程前，该镇

在飞虹街显目位置公示效果图，收集群众

意见，在保障整治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满

足群众所需。比如说，改造前，飞虹街上没

有规划停车位，乱停车现象严重，效果图公

示后，有村民反映街上禁止停车将造成停

车难，工作人员结合实际情况予以调整，改

造后街的绿化池，见缝插针式规划停车位，

收到村民好评。

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烙上“人

性化”印记，让村民提议，为改善自己居住

的环境献计献策，这是高楼镇取得整治成

效的一剂良方。

另外，高楼镇投入 1982 万元，完成寨

寮溪组团中部绿化提升、龙湖安置房西侧

景观提升、镇政府前广场景观提升、石龙溪

治理景观提升、杨梅文化广场综合提升、飞

虹街绿化及墙面整治提升、高楼大桥以南、

老 56 省道以西景观提升等 7 个提升项目，

一个“品味”十足的小城镇面貌正逐步清

晰。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异俗 通讯员 陈

银贤 颜一曼）近日，塘下教育学区在塘下

镇中心小学举办第六届教工趣味运动会，

全镇 31 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千余名教师

组队参加。运动会囊括阳光赛跑、龙腾虎

跃、同心击鼓、跳长绳、穿衣接力、足球射

门、团体飞镖、自行车慢骑等 8 项趣味比

赛。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场桥中心

小学、海安学校、塘下三小等 3 所学校获

一等奖。

据悉，近年来，我市围绕“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的目标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

色、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塘

下镇今年新建18个文化礼堂，目前，这18

个文化礼堂建设均已完工，部分通过验收

投入使用，成为当地村民的公共“会客

厅”、休闲“好去处”和精神“文化园”。

南河村文化礼堂就是该镇今年新增

的一处文化礼堂，目前文化礼堂的主体部

分已竣工验收，通往文化礼堂的周边道路

正在施工建设，预计元旦前后投入使用。

该文化礼堂占地面积500余平方米，建筑

面积 700 余平方米。与传统祠堂改建而

成的文化礼堂不同的是，该文化礼堂由当

地村民及乡贤筹资，加固改建废弃的旧校

舍而成，结合旧时校舍“七字型”两层主体

建筑、一面中心大舞台和四面环墙的特

点，具有浓浓的书香气息，里面不仅开设

道德讲堂、家风家训上墙等“标配”，还有

不少“超配”，比如开设春泥计划馆、心灵

茶室、书画舞室等。接下来，这里将成为

当地村民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地标。

“随着文化礼堂的落成，如何开展丰

富多彩的活动充实村民的业余生活，使得

文化礼堂更具人气、活力和成效才是重

点。”陈康平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加强文

化礼堂管理，该村推举十名极具代表性的

人物组成“总干事”“八大员”等管理队伍，

同时，计划成立南河村文化理事会，募集

社会资金开展各类慈善、公益及文演活动

等。

当陈康平在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会

议上提出该计划时，得到了大家的高度支

持。随后，村“两委”将捐款事宜贴在村公

告栏里，告知村民。

捐款当日，数十名村民、乡贤按时聚

集在文化礼堂中心会议室，短短半个小

时，捐款金额就达 50 余万元，其中，已经

离开家乡在瑞办厂多年的老村民陈则娒

以企业的名义捐款20万元，村民陈康兴、

陈光明两人分别捐款 5 万元，更有不少年

轻人前来捐款，为家乡的精神文化建设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捐款结束后，好多村民打来电话，询

问第二轮捐款时间。”陈康平说，目前村民

的预约捐款金额已达数十万元，为文化礼

堂能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除此之外，该村还组织人员对文化礼

堂周边面积达三四百平方米的违章建筑

进行拆除。“这个文化礼堂原先是一个废弃

的旧校舍，建筑时间已有40余年，周边违

章建筑非常多，道路宽度只有一米左右，不

仅狭窄，还存在断头路，部分村民过来文化

礼堂很不方便。”陈康平说，在拆违过程中，

周边村民非常配合，拆除工作进展顺利，目

前，违建拆除的地方都在修建道路。下一

步，该村还考虑在文化礼堂斜对面修建一

个占地 3 亩左右的党建文化公园，供村民

散步、健身。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异俗）日前，市温

瑞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专家走访海安境

内温瑞塘河支流域及辖域内文化古迹点，

并针对海安当地的河流治理、河岸提升以

及如何挖掘海安塘河流域文化展开讨论。

据悉，塘下海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

化古城，原名海安所，又称松城，至今已有

600 多 年 历 史 ，明 洪 武 二 十 年（公 元

1387）作为防御倭寇的据点而建城，几百

年来，海安依然保持着军事基地的原型，

现辖域内共有 10 个行政村、26 条大小塘

河支流河道，每个村落均有许多历史传

说和保留着部分乡风民俗及文化古迹，

极具考究意义。

当日，市温瑞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专

家一行人 20 余人，首先走访了海安辖域

内南门湫和山下河等多条塘河支流，经

过近年的“五水共治”和两岸景观带提升

工程，专家组发现海安境内多条河道河

水干净整洁，河岸两畔绿植错落有致，尤

其是山下河两岸新建的滨水长廊融入了

许多的当地文化元素，赢得了在场专家

的一致好评，同时，考察人员也对河道治

理、提升中的不足提出了整改建议。随

后，专家组人员又走访了海安宾阳门、蔡

雄烈士纪念馆及正在翻修的蒋幼山故居

等海安文化古迹点，深入了解、挖掘海安

当地的历史文化，并对蒋幼山故居的翻修

提出建议。

现场考察走访结束后，专家组成员

与海安办事处相关领导干部、各村代表

召开座谈会，就目前海安塘河支流治理

情况和如何深入挖掘海安塘河流域文

化展开讨论，并给出了建设性的指导意

见。

我市打好迎考冲刺战，2 个乡镇提前通过“省考”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秀出别样风采

昔日荒废校舍变身文化礼堂
塘下镇南河村村民自筹经费打造精神家园

寻访塘河千年文化 打造至美浙南水乡

市温瑞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专家
调研海安古城

塘下千余名教师
参加第六届教工趣味运动会

武林路立面改造的武林路立面改造的““及第门及第门””牌匾牌匾

美丽庭院一角

■见习记者 陈异俗

“我出 5 千。”“我出 1 万。”日前，在塘下镇南河村刚刚完工的文化礼堂中心会议室内，聚集着数十名村

民。原来，这是村民们前来为文化礼堂的筹建和后期活动捐钱来了。“村民们很积极，都想为家乡精神家园建

设和文化活动开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南河村党支部书记陈康平说。

文化礼堂大院效果图文化礼堂大院效果图

高楼飞虹街整治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