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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脏乱”，农民“乱扔垃圾”，

这样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事实果真如

此吗？

小时候过年糊灯笼，满大街找半天

才能捡到个塑料袋作灯罩用。传统的农

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产生的农业垃圾、厨

余垃圾大多是可降解的。像塑料袋这种

“下乡”而来的工业品，农村缺乏相应垃

圾处理设施和卫生维护机制。久而久

之，玻璃碴子撒路边，垃圾袋飞到树梢

上，小河道里遍布污染物，便成了“农村

印象”。

认识问题，需要全面看。多一些历

史视角、发展视角、比较视角、辩证视角，

有助于增强眼力、脑力。赛事过后的体

育场、演唱会后的大草坪、节假日时的景

区，都易见垃圾乱扔、环境脏乱的场景。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环保设施和保洁人

力不足以应对短时大客流情况。由此而

言，阶段性的问题、治理层面的问题，不

能也不应简单随意归因在群体素质或风

俗习惯上。

由此回想起多年前的一次经历：笔

者和同学组成社会实践团队，来到山东

潍坊某村调研新农村建设。当地为解决

垃圾处理难题，将村口一处大坑改造成

垃圾填埋场。垃圾填埋虽然只是治标的

权宜之计，但在当时已经是农村能拿得

出手的处理垃圾的方法了。

解决问题，需要务实办、持续干。没

有办法就找办法，没有出路就开拓出一

条路。有能力解决的立即解决，能解决

多少就解决多少。即便一时解决不了，

也要发扬攻坚克难、排除万难的精神，咬

定问题不放松。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即便在远

离县城的偏远村子，也能看到垃圾箱、垃

圾站。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盖90%

以上行政村，农村垃圾山、垃圾围村等现

象逐渐成为“过去式”。

不久前，笔者在山东泰安的一个乡

镇，见到了一种半地下式的小型污水处

理设施。缺氧池、好氧池、沉淀池、活性

炭罐等有序排列，机器嗡嗡声和水花激

荡声不时传入耳中，出水口持续有小股

清流流入河道里。

臭水沟化作景观河，垃圾场转为林

荫带，荒草滩变身小公园，连生产生活污

水都有了“好去处”……曾经困扰农村的

一个个环保“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在

美化环境的同时，也为农村增添了公益

性岗位、创造了发展效益。

“逆转”如何发生？“奇迹”背后有着

怎样的实干逻辑？

理念是先导，行动最关键。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农村是生态宝库。新

时代以来，各地不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

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系统解决垃圾遍

布、污水直排的问题，推动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在农村“生根发芽”，才让农

村生态美起来了、环境靓起来了。

城乡的协调发展格外重要。城市工

业化走在前，环境治理方面有技术、有人

才、有资金、有经验，可以“反哺”农村。

农村实现废弃物无害化处理，靠的是遍

布城乡的环境治理网络。既在经济上互

通有无，也在环保上协同配合，城乡携手

同行，发展才能风雨无阻。

务实办，最根本靠的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些农村地区从

“脏乱差”到“绿富美”的巨变，折射实干

为要、奋斗以成的发展密码，见证“老百

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价值追

求。村庄亮化、道路硬化、厕所改造、旧

房翻建等群众急需急盼事项，都逐渐被

重视起来、认真办好，于是，乡亲们的日

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一滴水足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大国

之治自带艰巨性、复杂性特征，但只要善

于辩证看、学会务实办，没有什么困难不

能解决，美好的目标都终将实现。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4 月 14

日 第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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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一些农村地区从“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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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湖南湘乡80多岁的陈俊清老人

受到关注：他写在烟盒锡纸上的建议，被

湖南省立法机关采纳，吸收到了《湖南省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

管理条例》中。从只言片语到法规条文，

这微小的民主细节，却如滴水映日般彰显

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与温度，折射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光芒。

陈俊清老人的故事并非孤例，在广

袤大地上，在老百姓身边，充满烟火气的

基层民主实践不断涌现、充满活力。在

青海省天峻县快尔玛乡，面对牧民居住

分散、通信不便的困难，当地成立了马背

上的人大代表服务队。服务队骑马入

户，不仅对牧民群众进行宣讲，还将牧民

的声音带出大山，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

问题；在浙江杭州临安区，“天目数智·云

直达”平台让群众可以一“码”找代表，代

表能够一“键”连部门，实现了民意的全

天候收集；北京市探索“万名代表下基

层”和“接诉即办”，构建起城市治理的民

意响应网络，越来越多的社情民意转化

为制度成果……新时代的民意表达渠道

如同毛细血管深入社会肌体，充分发挥

了民意“直通车”作用，使最广大人民的

意愿得到充分反映、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

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

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民主的成色最

终要体现在民生改善的实效上。广东省

广州天河区人大代表王进宏用手机拍下

小学门口人车穿插混行的场景，通过“随

手拍”栏目反映问题后，相关职能部门立

即响应，在路口增设了人行横道及交通

信号灯。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提出用“好材

料”建“好房子”的建议，当晚就接到住房

城乡建设部工作人员的电话，表示建议

很好，他们正在研究，将推动建议落地。

这种快速响应和高效落实，彰显了民主

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

动。2024年，国务院各部门共采纳全国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提意见建议5000

余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2000余项，有力

推动解决了一系列关系改革发展和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问题。各地不

断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来自群众的“金点

子”真正成了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这

种润物无声的民主实践，正是“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的生动注脚。

在我国，察民情、听民声、顺民意，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成为常态。越来越

多来自基层的声音直达各级决策层，越

来越多的群众意见转化为党和政府的

重大决策。比如，为做好“十四五”规划

编制，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 7 场专

题座谈会，参会者既有教育、科技、卫

生、政法等领域的专家代表，又有地方

党政干部、乡村教师、农民工、快递小

哥、网店店主等，在一场场座谈交流中

凝聚起共谋发展的广泛共识。党的二

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也是

问计于民的生动实践，一个月内累计收

到 850 多万条网民建言。在这一过程

中，民意被广泛倾听，民智被有效汇聚，

全过程人民民主得到充分践行。正是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

起来，广开建言渠道，党和国家的各项

工作才能更精准地体现民意、更好地为

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

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80 多

岁的老人与立法专家共同成为法治故事

的“执笔人”，街谈巷议与国计民生实现

同频共振，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我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

民主”。

烟盒锡纸上的笔迹或许会褪色，但

其承载的民主精神必将历久弥新。这种

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民主形态，让

每一份民意都能找到表达的窗口、都能

得到温暖回应，使人民在自身权利得到

保障、福祉得到增进中，切实感受到当家

作主的意义与价值。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4 月 14

日 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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