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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群众参与机制高质量推进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指导意见  

吉民发〔2019〕34号  

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县（市、区）民政局、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

部、农办、共青团、妇联、司法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

卫生健康委、政务数字化局、扶贫办：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任务，是深化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生动实践，事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为充分激发村民参与

热情，切实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全力推动《吉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方案》目标任务落实，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完善农村群众参与机制，高

质量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了谁”“依靠

谁”的理念贯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过程，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统一领

导，以提升村民参与度、有效发挥村民主体作用为重点，着力完善“党建引领+

三治融合”机制，强化社会力量协同引导效应，充分调动广大农村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推动形成广泛参与、全员上阵、担当作为的崭新局

面，确保到 2020 年，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为健全完善新时代与城市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奠

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党建引领、示范带动。推进农村基层党建与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

功能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党员意识、标杆意识，提升组织力、感染

力、号召力。 



  ——三治融合、协同发力。将自治法治德治贯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过

程，加快形成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的治理格局，打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组合拳”，有效引导和规范广大村民在人居环境整治中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 

  ——凝聚力量、多元参与。强化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社会协
同的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机制，整合机关团体、行业协会、农村社

区社会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和志愿服务组织等各方资源

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加强统筹、系统推进。坚定不移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与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和乡村治理等任务有机结合、统筹实施、集约推进。 

  二、任务措施 

  （一）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开展“党建+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深化政
治引领，结合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将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纳入村级组织工作规划和重点任务，全面开展一次“环境整治我带头”主

题党日活动，集中组织农村党员学习领会中央和省有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新

部署新任务新要求，针对本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群策群力，确保工作方向始终

沿着正确轨道推进。深化组织引领，充分发挥村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的群众

工作优势，深入开展“守护美丽家园·我承诺”活动，通过签订责任状、承诺

书等方式，鼓励农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当先锋、作表率；

综合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多层次、多渠道做好村民思想发动工作，将有干

劲、有知识、有技能的党员和群众号召起来、组织起来，为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深化服务引领，坚持“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每名党员认领一块责任区，包保一户责任对象，落实好党员联系农户制度，聚

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突出的“脏乱差”等问题，切实加强对重点部位的治理，

对重点对象的帮扶，形成支部聚力、党员发力、齐心合力的生动局面。 

  （二）强化自治基础作用，激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内生动力。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与村民自治机制建设有效结合，积极引导村民全程参与农村环境整
治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充分运用“一事一议”民主决策机制，通过村民

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等形式，对涉及人居环境整治重要事项，

实行民事民议、民事民决，切实尊重群众意愿和首创精神。推进村务公开工作

规范化、程序化，以县（市、区）为单位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完善村务
公开内容，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公示、合同公示、投资额公示，保障村

民知情权、监督权。建立健全村规民约制度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村规民约，树起村民行为规范的“风向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任务要求以

村规民约形式体现，进一步明确村民、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责任

义务；强化违反村规民约的惩戒措施，提升其强制约束力，到 2020 年，全省所

有行政村实现“一村一规”。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发挥村

级民主监督作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

实效。强化村民自我服务，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依法盘活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空闲农房及宅基地等途径，多渠道筹措资金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营造清洁有序、健康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强化法治保障作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法开展。推进立法工

作，加快启动省级层面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制定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鼓励各

市（州）结合实际，出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地方性法规，对农村垃圾治理、生
活污水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村容村貌管理等重要方面以法律形式进行规

范，明确责任体系、规划建设和管理、村民义务、法律责任等，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强化普法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乡村建设，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宣传，组织法治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法律法规送到千家

万户，有效引导村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坚持依法治理，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向基层延伸，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权力下放，深化农村基层

组织和部门、行业等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坚决纠正挤占公共空间、侵占

公共资源等违法违规行为，逐步实现村庄规划全覆盖。 

  （四）强化德治支撑作用，厚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道德土壤。坚持以德治

滋养法治、涵养自治，用道德教化力量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院围栏、农贸市场、文化广

场、公共宣传栏等平台和阵地功能，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力度，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潜移默化地融入村民话语系统和生产生活方方面

面；把培养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对村民文明卫生习惯的培育和引导，摒弃乱扔、乱

吐、乱贴、乱倒等不良行为。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建立健

全道德评议机制，建好用好“道德讲堂”，引导广大群众“讲身边好事、学身

边好人、做道德典范”，推进“好人文化”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培育优良家

风，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征集活动，抓好宣传教育、征集评选、展示推广等

各个环节，引导村民崇德向善。推动农村社会诚信建设工作，强化农民的社会

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主人翁意识，使诚实守信、勇于担当固化为

广大村民意识形态和行为操守。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开展婚丧礼俗整治，

发挥好红白理事会作用，坚决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天价彩礼

等陈规陋习，弘扬公序良俗，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水平有效提升。 

  （五）强化社会力量协同作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多元参与。积极发

动政府部门和广大机关干部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立重点村、难点村帮扶

机制，发挥资源优势，加大支持力度，极力帮助改变现状；继续加大对贫困村

的包保帮扶力度，充分发挥驻村帮扶工作队作用，合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

现脱贫攻坚与人居环境整治双赢。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贴近农村、贴近
农民的优势，进一步推动工作力量下沉，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发挥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等组织作用，加大文明卫生宣传力度，

引导村民养成良好文明卫生习惯。广泛发动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服务团队等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志愿者在行动”活动，推进社
工服务、志愿服务经常化、制度化、长效化。培育发展互助性公益性农村社区

社会组织，鼓励有条件的村成立环保合作社、环卫自治联合会等群众性自治组

织，推进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挥乡村精英人才在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



用，探索建立“新乡贤参事会”运行机制，增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能力。积

极发动引导慈善组织、社会各界人士以及驻村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通

过结对帮扶、捐资捐助和智力支持等多种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形成全社会

共同参与推动的大格局。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省负总责、市级统

筹、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结合新的任务要求，加强人居环境整治与脱贫攻

坚等各项工作的统筹谋划部署，同步推进实施。强化省、市、县、乡四级联动
推进，省级有关部门要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围绕任务措施，结合职责实

际，加强政策支持和工作指导，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实施；市（州）有关部门要

发挥好上下衔接，域内协调作用，加强工作督促和检查；各县（市、区）有关

部门要加强谋划部署，建立县搭台、乡组织、村实施、农民“唱戏”的工作模

式，形成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要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导向、效果导向、目

标导向，加强工作研究和探索，针对解决人居环境整治中的顽疾、硬伤、死

角、瓶颈等问题，强化措施，精准发力，确保取得实效。 

  （二）广泛宣传发动。把村屯作为宣传发动的主阵地，通过在村部广场、

院落围墙、村民聚集点等场所悬挂宣传标语、发布倡议书等方式，大张旗鼓地

进行宣传，积极营造人居环境整治“我参与、我光荣、我受益”的浓厚氛围；

广泛开展一次村组干部“入户大走访”活动，逐家逐户进行宣传发动，进一步
帮助村民提高思想认识，转变生活观念，提升改善生活环境的自主愿望，从自

身自家做起，争当生态文明的先行践行者；以“提升人居环境、共建美好家

园”为主题，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艺下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提升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引导村民不等不靠、投资投劳，积极为人
居环境整治贡献力量。 

  （三）完善激励措施。将人居环境整治成效纳入村“两委”民主评议和考

核范畴，与农村星级党组织评定和村“两委”成员年终绩效相挂钩，激发村干

部担当作为。在村一级普遍建立“清洁家园”光荣榜，对村民投资、投劳、投

物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实行量化公示，激发村民参与的荣誉感；广泛开展农

村“文明卫生星级户”评选活动，实行按季评比、按季挂牌制度，推动形成人
与人之间、户与户之间你超我赶、竞相争先的浓厚参与氛围。结合精准扶贫工

作，建立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以奖代补、多劳多补”的正向激励机制，积

极推行“爱心超市”建设，实行积分化管理，优化超市物品积分兑换流程，激

励村民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凝聚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

正能量。 

  （四）开展评比创建。丰富农村群众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载体，在全

省范围内广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吉林好人、引领风尚”等主题实践

活动，深入开展“好邻居、好媳妇、好公婆”评选、寻找“最美家庭”活动，

扎实开展“文明村屯、干净人家”创建活动，持续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家

庭”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使村民在参与实践中提高道德素养，树立文

明观念，养成文明习惯。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体和网络媒体，广



泛宣传先进典型人物事迹，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形成辐射引领和带动作

用，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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