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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永政文〔2020〕14号 

 

 

永和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19 年度村级环境卫生考评情况的通报 
 

各村、各工作点: 

2019 年，在每月泉州、晋江对我镇进行环境卫生考评的基

础上，镇公用事业管理办公室组织人员对 24 个村进行考评，并

结合泉州、晋江两级考评成绩，对各村环卫保洁工作进行评比。

现综合汇总三级考评成绩通报如下： 

 

排名 村 成绩 排名 村 成绩 

第一名 邵厝村 93.59  第十三名 锦岭村 87.59  

第二名 塘下村 92.45  第十四名 后埔村 87.50  

第三名 周坑村 91.37  第十五名 菌边村 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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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 梨星村 91.02  第十六名 马坪村 86.29  

第五名 福田村 90.50  第十七名 内厝村 85.83  

第六名 茂亭村 89.65  第十八名 上宅村 85.09  

第七名 坂头村 89.46  第十九名 力争村 84.83  

第八名 山前村 88.39  第二十名 古厝村 84.80  

第九名 割山村 89.23  第二十一名 永和村 84.22  

第十名 玉溪村 89.05  第二十二名 旦厝村 83.78  

第十一名 玉湖村 88.90  第二十三名 巴厝村 83.69  

第十二名 西坑村 88.24  第二十四名 英墩村 81.07  

一、总体情况 

2019 年，累计考评 655 个村次，发现环境卫生问题 22755

处，已整改到位 22755 处，整改率 100%。全镇在泉州、晋江两

级考评中综合成绩 88.18 分，在晋江市“美丽乡村”环境卫生考

评中排名各镇（街）第 15 位，比上一年提升 4 个位次，全年仅

11 月份排名全市倒数第二名，2月份最好成绩达到全市第 7名。

镇域整体保洁水平有所提高，大部分村建立健全环卫保洁机制，

落实日常保洁监督管理。各村环卫保洁工作开展不平衡，虽然

24 个村年度考评综合成绩均达到良好等次（80 分）以上，但是

达到优秀等次（90 分）的仅有邵厝、塘下、周坑、梨星、福田

等 5 个村，低于 87 分（黑榜）的还有马坪村、内厝村、上宅村、

力争村、古厝村、永和村、旦厝村、巴厝村、英墩村等 9 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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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工作进展  

（一）完善制度措施。制定印发《关于修订永和镇环卫保洁

奖惩制度的通知》，将“黑榜”分数由原来的 80 分提升至 87分，

自我加压。明确各村党支部书记为环卫保洁第一责任人，规范各

村环卫保洁管理制度，审核把关各村环卫保洁合同，严格制定奖

惩方案并落实到位，把环卫考评成绩与绩效考评挂钩，增强担当

意识，提高工作标准。 

（二）落实跟踪督促。镇公用事业办按照考评内容标准，每

月至少 2 次对 24 个村开展制度化、规范化巡查考评，不断推动

环卫保洁工作深入开展。针对泉州市、晋江市“美丽乡村”环境

卫生考评发现问题，督促各村整改到位。对每月考评成绩低于

87 分的村加强重点督查帮带、跟踪问责；采取书面通报和在晋

江经济报晒出红黑榜等形式，通报考评发现问题，研究整改措施，

交流工作经验。配合纪委办对连续两个月低于 80 分的英墩村主

干及分管两位进行批评教育。 

（三）强化经费保障。认真贯彻落实村级保洁经费市、镇、

村三级保障机制，按上年度末户籍人口数 20 元/人·年的标准， 

2019 年镇财政投入村级保洁经费 140 余万元，投入人居环境整

治经费 100余万元；及时下发省、泉州市、晋江市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常态机制补助资金 470 余万元，督促各村统筹用于环卫保

洁。 

（四）严格落实奖惩。一是兑现奖励资金。根据我镇环境卫

生保洁奖惩制度方案，全年兑现每月泉州、晋江市考评 90 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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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含 90 分）奖励资金共 12.8 万元，奖励相关村下村干部共

4000元；二是严格处罚措施。2019 年各级考评成绩低于 80分（6

月份起为 87 分）的相关村的点长、副点长、下村干部、村主干

累计表态发言 31 人次，批评教育相关人员 3 人次。三是媒体宣

传通报。针对环卫保洁薄弱环节，提高“红黑榜”分数，全年累

计“红榜”上榜 28 村次 84人次，“黑榜”上榜 15 村次 45人次。 

（五）推动试点工作。2019年，塘下村创新“垃圾不落地”

模式，由保洁人员上门收取生活垃圾，并集中清运；福田村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并通过市环卫处验收；开展墙体文化创

建活动，巴厝村、玉溪村、塘下村、永和村等村开展墙绘，既消

除了乱张贴涂写现象，又提升村容村貌。 

（六）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各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结

合村庄清洁行动、主题党日活动，全面清理村庄卫生死角及陈年

垃圾。 

三、存在问题 

全镇环境卫生面貌经过一年的努力，虽有了一定的提升，但

整体环卫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各村环卫工作仍存在环卫保洁

工作开展不平衡，部分薄弱村环境长期没有明显改善等问题，特

别是英墩、旦厝、等村。此外，考评中发现，部分群众环卫意识

不高，存在房前屋后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焚烧，建筑垃圾随意倾

倒，破旧房屋垃圾积压等问题，影响了我镇在泉州、晋江考评中

的成绩。 

（一）重视程度有待提高。部分村片区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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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分管两委进行日常巡查，各片区责任人日常监督检查不到

位；部分村虽有落实片区责任制，但片区责任人对环卫保洁的考

评标准要求了解掌握不清，日常监督要求偏低。 

（二）整改提升不到位。一是职能部门管理还需加强。公用

事业办每月对各村进行两次考评，但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回头

看”较少，督促整改的力度不够，梳理总结问题、分析原因不够，

在指导帮带上还有欠缺。二是村级管理不够到位。部分村村干部

未充分履行日常监管责任，仅停留在应付整改任务，被动依赖各

级考评组发现问题，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较少，也未充分调

动老人会、妇联和群众参与环卫保洁管理。村级日常检查落实不

到位，部分村日常管理松散，缺少检查督促，对环卫工人的在岗

人数、作业时间、保洁效果及垃圾清运情况等要求不够严格，如

英墩、旦厝、内厝、割山等村；有些村工作责任心不强，习惯将

考评问题转发给保洁负责人员，对有无及时整改、整改情况如何

不管不问，严重影响了保洁质量，如割山、旦厝等村。 

（三）日常保洁标准不高。主要体现在：大部分村保洁员作

业时间未达到要求；保洁范围未实现全覆盖，日常保洁局限于主

要道路，村与村交界区域、背街小巷、房前屋后、沟渠池塘、旧

村祖厝、出租房周边、镇村工业区、未硬化道路和闲置空地等区

域没有纳入日常保洁范围；未开展“门前三包”；未定期开展集

中清理，卫生死角和陈年垃圾问题突出。 

（四）薄弱村提升不明显。少数村未认真对待各级考评发现

问题，存在应付心态，仅停留在点对点整改，未进行全面整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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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经多次考评和整改后，环境卫生“脏、乱、

差”现象仍然没有改观，特别是一些人口密集的村垃圾产生量大，

保洁难度大，垃圾“回潮”现象突出，如英墩村。 

（五）村级基础设施薄弱。当前，个别村还存在大量支路未

硬化、排水排污设施缺乏、农村生活污水工程施工路面未及时回

复、杂物乱堆放和临时搭盖现象，影响了村容村貌，增加了保洁

难度，如割山、力争等村；部分村对老旧破损的设施未及时更换

维修，群众阻扰垃圾桶、垃圾收集点设置，垃圾收集点分布不够

合理，易出现垃圾乱倾倒、乱堆放现象，如永和村、英墩村菜市

场周边垃圾桶集中堆放，旦厝、玉溪村破损垃圾桶未及时更换。 

（六）环卫意识有待提升。一方面，群众爱护环境卫生意识

亟待提高。部分村人口密度大，外来务工人员多，群众环境卫生

意识不高，垃圾不入桶、随意乱丢垃圾、乱堆乱放、占道经营、

乱涂画张贴等不良生活习惯普遍存在，造成环境卫生保洁难度

大，如英墩、割山、玉湖、旦厝、上宅、马坪等村；另一方面，

群众参与意识不强。“门前三包”责任制未落实，省上要求通过

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议”或完善村规民约等方式按每户每年

60-120 元的标准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但部分村对流动人口征

收不到位，环卫资金主要依靠市镇投入，制约了保洁工作开展。 

四、2020年工作计划 

（一）加强责任落实，齐抓共管。一是镇公用事业办落实指

导督促责任，尤其要加强对环卫薄弱村的督查力度。要组织力量

进行“回头看”，发现整改不到位的，在考评总分中予以加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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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二是各工作点要定期了解、推动各村落实环卫保洁工作进展。

压实责任，加强薄弱区域日常巡查。三是各村要落实环卫保洁主

体责任。要成立环卫保洁领导小组，由下村干部担任督导员。采

取各村两委分区包片、党员挂钩认领的方式，划分责任片区，责

任到人。通过每日巡查、片区间不定期交叉巡查等帮助发现问题，

并形成巡查台账。 

（二）加强常态考评，落实监督。镇公用事业办要提高每月

巡查考评质量，对各村薄弱环节进行考评，督促各村消除卫生死

角。 

（三）加强保洁质量，全面提升。各村容易“回潮”的公地、

闲置空地及背街小巷、农贸市场、房前屋后、水塘沟渠、出租房

屋周边等区域的卫生死角和陈年垃圾等既是当前环卫保洁工作

重点，也是各村薄弱环节。一要落实日常管理。各村要推行每日

常态化巡查、网格化管理，实现保洁常态化。二要抓重点抓关键。

各村要结合主题党日、村庄清洁行动，定期组织开展环境卫生集

中清理，发动群众落实“门前三包”，对房前屋后、背街小巷、

沟渠池塘、闲置空地以及工厂周边等易产生卫生死角、垃圾堆积

的场所进行全面清理。三要完善基础设施。各村应合理布局环卫

设施，对本村垃圾桶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摸，对老旧、破损的

垃圾桶等环卫设施要进行全面及时的维修和更换。合理、足量配

置垃圾桶。要根据“美丽乡村”和“最美乡村”项目扶持政策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对未硬化的道路和空地实施硬化、绿化，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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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经费使用，专款专用。各村要按要求足额足量征

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并按要求及时入账，加强环卫服务项目招标

成本测算和资金使用检查管理，确保环卫保洁资金发挥最大效

益。 

（五）加强宣传引导，浓厚氛围。各村每月要开展一次以环

境卫生整治、村庄清洁行动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党日活动。要发挥

妇联、团委、学校、老人会等力量，发动全体村民积极参与环卫

保洁活动；各村要落实“村规民约”“门前三包”责任制，每月

开展环卫保洁评比，对先进家庭户予以表彰，对“脏乱差”的落

后家庭进行批评并在公示栏进行曝光，引导群众养成爱护环境卫

生的生活习惯，提高群众的环境卫生意识；要持续推进“红黑榜”

制度，及时在晋江电视台、晋江经济报社等新闻媒体进行表扬和

通报，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 

 

 

  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1月 31 日 

 

 

 

 

 

 

抄送：镇党委、人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永和镇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