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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践行“四力”大型采访报道活动

立秋时节，走进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
村——宝塔区冯庄乡康坪村，远山如黛，田
畴染绿。漫步于路阔景美的村落里，山峦、
田园、民居与公路相映成景。

过去在自家院落里用几根木头或板条
搭建一个简易旱厕的“老黄历”已经一去不
复返，大部分村民们新修建的房屋都安装
了洗脸池、冲水马桶和淋浴设备，生活条件
大大改善。

在村民李园园家，厕所地面和墙上铺
着亮堂堂的瓷砖，在冲水马桶旁边，整齐摆
放着清洁用品，干净卫生无异味。

“以前我家的厕所是土茅房，十分简
陋，又脏又臭。前年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我
申请了改厕项目，现在上厕所，冬天不冷，
夏天不臭。”李园园说，“以前觉得自己是个
农村人，不那么讲究。现在，自家厕所和城
里一样干净。”

“一个坑两块砖，不仅不美观还臭气熏
天。厕所改造以后，我们的旧厕所都弃用
了，现在排泄物通过下水道排至化粪池沉

淀，孩子们再也不用忍受蝇虫乱飞、臭味扑
鼻的环境了，真是一代比一代享福。”看着
干净整洁的卫生间和一应俱全的电器、用
具，回想起原先臭气熏天、蚊虫乱飞的如厕
条件，李园园笑着说。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冬天四处漏风，夏天臭气熏天……”是前些
年农村厕所的真实写照。康坪村党支部书
记孙小虎介绍，康坪村属于传统的农业村，
农户家中都以简易厕所为主，不仅存在安
全隐患，也不卫生。“厕所革命”实施以来，
村里广泛动员宣传，科学精准制定改造方
案，推进旱厕水改，将村里150座旱厕全部
改造为直冲式水厕，让群众“方便”更“方
便”了。

“住在这里感觉特别好，水、电、气全
通，卫生间也改成了内置水厕，在这生活和
城里没什么不同，住着感觉很踏实、很幸
福。”村民刘青对家里改造好的卫生间赞不
绝口。

使用完的厕所污水排放到哪里？孙小

虎给出了答案。近年来，为了处理污水，村
里铺设收集管网 3000米，建成污水集中收
集处理站，日处理污水达到230立方米，村
里的农业污水、生活污水、厕所污水都能在
这里进行处理。

“小厕所”蕴含“大民生”，“厕所革命”
既是“面子”工程，又是“里子”蜕变。

“老人家，厕所用着还满意吗？”“满意，
方便又卫生。之前我们家化粪池管道容易
堵塞，我年纪大了又不会清理。感谢政府
帮我进行清理疏通，还教我后期管护应该
注意的事项。”康坪村村民陈有军对维修人
员说道。

厕所革命，三分在建，七分在管，良好
的管护决定了改厕工作的长期成效。为建
立长效管护机制，村里不断实地走访调查，
对改厕情况反复摸排，重点摸排整改厕屋、
厕具、粪池、用水、防冻、粪污处理、后期维
护等7个方面，在摸排过程中，发现如水电
未通、水污分流、管道裸露等问题，边整边
改后，问题全部得到了有效解决。

康坪村第一书记郭临江说：“康坪
村自开展改厕工作‘回头看’以来，我们
及时组建改厕施工队，实行乡村两级村
干部、网格员包片制，入户排查，一户不
漏，对需要改厕或存在有‘病厕’的用
户，逐一摸排登记，交付施工队进行修
建、整改到位。”

如今，农村厕所革命不仅让厕所“改
头换面”，也提升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品
质。越来越多的新农村户厕实现了从

“脏、差、臭”到“净、靓、美”的华丽“蜕
变”。康坪村厕所的变化得益于我市农村
厕所改造的有序推进。

小康不小康，农厕是一桩。“厕所革
命”正绘制着美丽乡村浓墨重彩的一
笔。近年来，我市对全市农村 26.7万常
住户的厕所现状、改厕意愿、改厕计划分
类造册登记，逐户建立档案。截至目前，
我市新建改建卫生厕所 19.2万座，普及
率达到 72.6%。其中，“富县后期管护
1234模式”和宝塔区“气封堵免水冲马桶

厕所”，还有效解决了我市高寒缺水和后
期管护的问题。

近年来，我市以创建美丽宜居村庄为
导向，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
所革命”及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村容
村貌提升五个专项行动为重点，高质量完
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 516个，整治
率达到28.9%。

旱厕改水厕 美丽乡村更增色
记者 白雪 李江峰 闫玺 王冬

一草一木皆景色 秀丽风光入眼来
——宝塔区冯庄乡康坪村的美丽蝶变

记者 白雪 李江峰 闫玺 王冬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千万工程”实施20年来，造就了万千美丽乡
村，也造福了广大农民群众。延安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绚丽画卷徐徐展开。

“老乡们过上了好日子，但还要继续努力往前走，让生活越来越美好。”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际，即日起，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美丽乡村我的家”践行“四
力”大型采访报道活动，通过与父老乡亲身挨身坐、心贴心聊，说百姓话、办百姓事，学习借鉴群众的“真知识”“金点子”，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写出更加精彩的
答卷。

开 栏 语

在康坪村贾庄小组村民任喜军的热
情招呼下，记者走进他家院子，原本的旱
厕逐渐弃用，取而代之的是方便干净的水
冲式厕所。任喜军说：“旱厕改成水冲厕，
所有的材料都是政府免费提供的。还是
水厕好，没有蚊虫、苍蝇，干净卫生。”

“原来我们家上厕所的地方，冬天很
冷，非常不方便，尤其老人上厕所有时候
还很担心，现在用的是新修建好的水厕，
很干净，没有苍蝇和蚊子了，家里的老人、
孩子都非常满意。”村民陈有军开心地说。

小厕所、大民生，从旱厕到水厕，改厕
是康坪村人居环境改善的一个缩影。

据康坪村党支部书记孙小虎介绍，近
年来，村里推行“干净村庄”行动，推进旱
厕水改，将 150座旱厕改造为直冲式水
厕；为了处理污水，铺设收集管网 3000
米，建成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站，日处理污
水达到 230立方米；还配备了 228个垃圾
分类处理收集箱，设置 15个村级收集点，
统一由清运公司转运到区级垃圾填埋场
处理，提升垃圾处理能力；栽种 15万余株
乡土树种、灌木花草，让青山碧水蓝天白
云成为常态。

村里人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背后是康坪村持之不懈的努力。

“厕所改造我们下了大功夫，每年都定
期开展摸排全村厕所，确保户厕数据真实、
完整、准确。包括改厕全过程，也是严格监
管质量，确保改一户、成一户、用一户。重
点加快对无厕户、旱厕户、一格式和两格式
水冲厕所等改造，不断提升全村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康坪村第一书记郭临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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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宝塔区冯
庄乡康坪村，沿着田园小路漫
步，映入眼帘的，是宛如调色板
一般的乡村风光。

1969 年，14 名北京知青
在这里插队落户，那时的康坪
村，只有几根冒烟的烟囱和光
秃秃的大山，黄土遍地、公路
不通，村民吃的水要专程去马
家沟挑……

如今的康坪村，绿树成荫，
梯田麦浪、田园民宿与靓丽村
庄交相辉映，乡村道路干净整
洁，农家庭院瓜果飘香，民宿住
房错落有致……生态之美尽
显，一幅美丽的山村画卷在这
里铺就。

从“知青村”到“美丽乡
村”，康坪这个小村庄缘何蝶
变？关键在青山绿水。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
令人心驰神往，如今的康坪村也成为远离城市喧嚣，感
受幽静乡野的好去处。近年来，康坪村依托自身优势和
旅游业态新趋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以及乡村旅游
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感受乡村生活，体验农趣。

“趁着娃放暑假，我们带娃来延安避暑，这次全家一
起出动，来到康坪田园营地，这儿有山有水，有烧烤有垂
钓，还能体验蔬菜采摘，空气也清新，真得挺好。”来自西
安的游客高敏说。

“远方的朋友，一路辛苦，请你喝一杯热茶，我为你
献上动听的歌……”康坪田园营地里，阵阵歌声传来，
歌声、笑声交织，来游玩观光体验的游客围绕在一起唱
歌欢闹。

“趁着周末，带着我老年大学的姐妹一起来这里放
松，我一直喜欢这种田园生活，坐在田野里喝杯热茶、
欣赏风景，和姐妹们一起唱唱歌，感觉自己年轻了好几
岁。”市民刘献生说。

据了解，康坪田园营地，融合了传统文化与休闲时
尚的设计元素，是在原有康坪民宿的基础上，融合水上
乐园、垂钓营地等，将康坪打造成集休闲观光旅游、田
园体验、网红打卡、时尚民宿、休闲餐饮、露营基地、青
少年研学、团队拓展、农耕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休闲度
假民宿村。

“我们营地试运营以来每天平均收入都在 5000元
以上，还设置了土特产展示区，帮助老百姓销售瓜果蔬
菜，附近的村民也能过来务工。”康坪村田园营地负责
人吴甲寅说道。

“我在营地打工，工作也很轻松，一天能收入 200
元，在这打工比较稳定，也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人。”
康坪村村民尹治军说。

从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蝶变成如今的“幸福图景”，
康坪村已经成为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也是陕西省乡
村旅游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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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坪村现有63座温室大棚，农民
主要种植甜瓜，一年毛收入能达到4万
元到5万元，村集体收入每年达到38.5
万元，2022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7万
元。”郭临江说。

曾经冯庄乡，沟壑纵横，土地沙
化严重，村民广种薄收、靠天吃饭，
年人均纯收入不到2500元。如今的
冯庄乡，一座座温室大棚在这里拔
地而起，蔬果香气令人陶醉。

“我家今年种两个棚的甜瓜，收
入大概有四五万块钱，我们这儿的
香瓜不施农药，绿色无公害，全部用
人工来培育，特别好吃，我们村厉害
的种植大户一年收入10万以上不是
问题。”聊到自家的甜瓜，贾庄村村
民任军自信满满。

据了解，冯庄乡先后培育打造
蔬菜产业专业村9个，建成标准日光
温室大棚 550余座、大拱棚 1500多
座，吸纳 860余户农户加入蔬菜种
植，成功认证冯庄辣椒、薄皮甜瓜、
西瓜等7类“无公害农产品”，全面打
响叫亮绿色、天然、无公害“冯庄果
蔬”品牌，蔬菜产业专业村菜农人均
纯收入突破3.2万元。

一草一木皆景色，美丽乡村入
画来。康坪村的产业在“冯庄果蔬”
的带领下，发展得越来越好。村庄
风景提“颜值”、村民面貌增“气质”、
产业发展升“品质”，人居环境持续
向好，“知青村”的“幸福模样”越来
越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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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坪村民宿康坪村航拍

● 田园营地

● 游客在康坪村玩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