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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环境 撬动小镇发展
——访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党委书记刘贵清

□	本刊记者		李利

人物访谈 Interview

记者观察（上）

2013 年立秋后的第一天，本刊编辑部记者与城市管理领域专家一行驰车前往永定河畔的京西历史

文化古镇——门头沟区斋堂镇，找寻这一以“环境就是生产力”为发展理念的小镇，其依托环境撬动发

展的背后力量，为更多美丽小村镇的发展提供启迪。

当汽车在蜿蜒幽长的 109 国道上疾驰，我们打开车窗，任温热而清新的超负氧含量的空气扑面，

感受车窗外多层植被的茂密与生机。连绵起伏的群山在蓝天白云中掩映有如画卷，无怪乎有着诗人之家

和写生之地的美称，令百千万国内国际游人流连驻足。立秋之际的天气依然如盛夏般骄阳似火，我们看

到身穿黄马褂的环卫保洁员在青山间的国道上兢兢业业，黝黑而认真的脸朴实无华，却似这幅初秋自然

画卷中一抹最美的风景。

斋堂镇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的西部，东北与雁翅镇相接，北部与河北省怀来县毗邻。镇域总面积

为 392.4 平方公里，下辖 30 个村居，人口 1.7 万余。斋堂镇是个距京 100 公里的山区古镇，拥有北京

唯一古村落群，爨底下和灵水村是北京仅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斋堂镇 29 个村 15 个村有煤，这个曾

经以煤为主业的山区小镇在 2003 年时 126 座煤矿全部关闭，开始了转型发展之路。10 年来，斋堂焕然

一新的镇容镇貌与人民日益安居的幸福生活吸引了大家关注的目光。2013 年第四届北京国际徒步大会 9

月在斋堂成功举办，斋堂再次以其“环境”魅力，吸引世界各国的游人驻足。

蓝天掩映下的宜居村落，普通大气的普通民宅。	摄影：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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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扫除”活动。以最高标准、最细措

施、最大投入进行环境卫生综合治理。

坚持每年一件实事，稳步推进环境建

设工程。新建或修葺村庄垃圾池（箱），

建设垃圾收集中转场，开展裸露地面美

化绿化，维修保洁公厕。为方便村民

收集垃圾，在马路东侧设置大垃圾箱。

开展市容环境秩序联合执法，规范经营

行为，落实“门前三包”，规范广告牌

匾，严厉治理“小广告”。开展拆迁和

建设工地周边环境整治，检查拆迁地、

109 沿线及村内施工工地环境，针对不

同情况逐一明确责任，细化措施。对周

边乱堆乱放的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清运，

修葺拆迁地块挡墙、豁口，做到全方面

无隙围挡，杜绝污染源。持续开展白

色污染治理，对露天垃圾站、废品收

购点等污染源进行集中整治，强化源头

控制。开展高密度日常环境卫生巡查

检查，广泛发动，提前部署，防治结合，

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2013 年以来，斋堂环境建设工作

步入新一阶段，也即第三阶段，形成

了环境建设长效管理机制，继续将生

态环境作为基础生产力，着力筑牢长

效机制，提升环境建设管理科学化水

平 ；着力开展市容环境常态化联合检

查、执法、整治，提高环境问题整改

效率和质量，以“两办法一机制一排名”

助力环境建设驶上发展快车道。

记者 ：请您对斋堂镇环境建设长

效管理机制进行介绍。

刘书记：首先确立了“两办法”。“两

办法”是指《斋堂镇村庄环境建设管理

办法》及《斋堂镇专职保洁员管理办

法》。《斋堂镇村庄环境建设管理办法》

明确各村居环境整治与建设属地责任，

将环境建设作为村委会任期承诺“永

久保留项目”。成立村庄环境整治建设

领导小组，完善制度。组建各村居专

职保洁员队伍，进行网格化划分责任

区域，覆盖所有公厕和垃圾池（箱），

做到“全方位、无死角”。《斋堂镇专

职保洁员管理办法》。《斋堂镇村庄环

境建设管理办法》针对保洁员队伍管

理分散、作业不力等问题，提出了工

作管理细则，从主管部门、工作职责、

上岗时间、考核标准、退出机制等方

面，均做出了新的合理规定，对保洁员

工作全程加以管理。目前保洁员日常

上岗出勤率大幅上升，达到悉数上岗，

保洁作业的规范性和质量都明显提高，

均符合作业标准。

“一机制”是建成多部门联手抓环

境建设的长效机制，构建起联合行动、

联合检查、联合执法、联合整治的长

效机制，效果显著。

“一排名”是村居环境工作每月大

排名，对村居卫生状况和环境秩序开展

巡查评分，每月汇总。将得分划为“好、

中、差”这三个等次进行排名，全年

排名结果纳入村级绩效考核。

记者 ：2003 年是斋堂镇的转折年，

煤矿关闭使斋堂转型为重点发展旅游

经济。请问斋堂的经验是什么？

刘贵清书记（以下简称刘书记）：

斋堂的转型和发展大致分“三步走”，

其中，最关键的是“环境”，环境就是

生产力，有了环境才能有投资，才会

有游人，斋堂“产业复合，多业并举”

的发展思路及“创意产业、会议产业”

的发展路径才有实现的基础保障。

2003 年，斋堂自煤矿全关闭之后，

产业转型较慢。到 2010 年，是斋堂“三

步走”的第一步，这一阶段，私挖盗采

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时有发生。环境

卫生沉疴累积严重，治理难度大 ；镇

级环境管理机构不健全，缺乏专业作

业力量 ；群众环境意识不高 ；环境卫

生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不足。而机遇与

挑战并存，斋堂人借助 2008 年奥运会

的环境卫生保障需求，市、区推进新

农村建设及斋堂城管分队成立的契机，

开展全镇域内的环境整治工作，对废弃

矿山进行修复，对煤窝沟、灵水村等公

路边进行绿化美化，修建农村公厕等。

斋堂镇环境整治工作的第二阶段

为 2010 年－ 2012 年。2010 年起，斋

堂镇连续举办了三届北京国际山地徒

步大会，对全镇环境卫生工作提供了巨

大的推力。坚持“以一流的环境，办一

流的赛事”，通过及时全面整治、加强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大面积绿化美化、

环境景观布置等，赛道周边及全镇的环

境质量不断提升，环境建设专业化水

平和管理水平也不断提高。斋堂镇党

委、政府借助举办国际山地徒步大会

之机，坚持“环境建设服务群众”，大

力改善环境面貌，全面提升环境品质，

扎实开展环境卫生检查整治。做到制

度先完善、天天有检查、每周大检查、

整改见实效。举行“环境清洁日”和

刘贵清书记认真聆听记者提问		摄影：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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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堂镇通过筑牢“两办法一机制

一排名”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夯实了

制度基础，促进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的扎实开展，避免反复抓、抓反复的

情况发生，使全镇环境面貌持续改善，

有力推动环境建设工作的全面提速。

记者 ：斋堂有专业保洁员队伍，

你们是怎么管理的？

刘书记 ：一是规定了专职保洁员

的使用范围。斋堂现有专职保洁员队

伍共 60 人，为社保所招聘的社区保洁

公益性岗位人员，由社保所办理工资

和“五险一金”。其中，109 国道、后

环镇路等道路沿线保洁员和部分村庄

沿线保洁员承担巡视保洁的工作 ；此

外，还包括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使用人

员、镇司机和镇机关保洁人员等。二

是明确了专职保洁员的管理部门。园

林绿化服务中心作为保洁员管理单位，

集中统一管理。安排2名以上专门人员，

成立保洁工作检查监督小组，进行日

常巡查，负责工作指导、日常考勤和

检查考核。园林绿化中心的工作接受

镇政府的领导和督查。三是规范专职

保洁员工作职责。将建立网格化分工

管理网络，对专职保洁员重新划分责

任区，责任到人，实现管理责任区无

隙全覆盖。保洁员每天对自己责任区

域进行巡视、保洁。认真履行职责义务，

自觉接受园林绿化中心的检查和考核，

及时汇报工作情况、存在难点问题及意

见建议等。四是规定保洁员上岗时间。

专职保洁员不得兼职其他工作。执行标

准工时制度，每周上岗 40 小时，每天

不超 8 小时。实行灵活休息，每周轮休

1 天，法定假日休息，其他时间要求保

洁员每天出勤，上岗工作。五是制定保

洁员日常考核。斋堂镇专职保洁员的日

常工作、考勤考核管理由斋堂园林绿

化服务中心全权负责，直接对斋堂镇

环境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杨少培）负责。

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负责各项管理措施

落实，日常检查保洁质量、开展考勤

考核、监督限期整改、布置机动工作。

记者 ：斋堂镇下一步环境工作思

路和主抓重点是？

刘书记 ：斋堂下一步的工作思路

和重点是：一是提升环境硬件基础设施

建设，如垃圾收集站、垃圾楼、公厕等；

二是扎实治理环境问题常抓不懈，确

保及时性、彻底性；三是巩固长效机制，

推进环境卫生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参与进来 ；四是加强环境建设管

理水平，进一步加强对保洁员队伍的

管理及保洁员作业的专业性的提升。

（责任编辑：李利）

从斋堂镇政府的会议室出来以后，带着对刘贵清书记说“斋堂镇的每一村每一户都很干净”的质疑，

编辑部一行走进了归程途经的一座小村落——灵水举人村，身临其境感受村民们的生活。在一家古朴却

洁净的院落，留守在家的老奶奶热情地招呼我们品尝灵水村特有的“举人粥”（这是源自清朝的一种习俗，

为纪念灵水一位举人宅主赈济饥民的善行而命名）。院落里干净的没有一丝杂陈，石块堆砌的墙壁上随微

风摆动的劲草，在湛蓝的天空掩映下显得格外富有生命力。

古老而美丽的斋堂通过“生态立镇、文化兴镇、旅游强镇”的指导方针，因地制宜地走上了科学发

展的正确道路。透过斋堂这十余年的努力，眼前的这片宜居家园更让我们看到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的重要性。“有了环境，才有一切 ；没有环境，就没有发展。”，斋堂镇党委书记刘贵清朴素而又铿

锵有力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朴实而又勤劳的斋堂人民，正是通过守护环境，才守住了生态、守住了文化，

守护住了发展。

在一片大树荫下，留守在家的老人们带着孙儿孙女们谈天说地、喜笑颜开，下象棋的爷爷们举棋不语，

吃雪糕的奶奶们尝到了无尽的甜蜜，玩闹的孩子们充满活力和生机。当汽车驶离这片宜居的乐园，我们

透过车窗，肆意感受窗外的纯净空气、多层茂密植被蓬勃生长的山林景象，用呼吸、用眼睛、用记忆定

格这些美好，祝愿斋堂越来越好，并衷心祈愿千千万万个美丽小城镇在华夏土地上崛起、兴盛！

记者观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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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文化发展引领环境建设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冯晓英

总结斋堂镇环境建设的成功经验，

我认为除了建立“两办法、一机制、一排

名”的环境建设长效管理机制之外，与政

府通过广泛宣传，以文化发展引领环境建

设，使环境建设由早期的严格管理，转变

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有直接关系。

斋堂镇集史前文化、古村落文化、

古代军事文化、古道及商旅文化、宗教文

化，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是全国

的旅游名镇。但是 10 年前的产业支撑却

是 106 座小煤矿，其环境之劣不言而喻。

伴随着北京重点旅游集散特色镇功能定位

的确立，斋堂镇在陆续关闭小煤矿的同时

（截至 2003 年全部关闭），开始进行以旅

游产业为龙头的产业结构调整，确立了“生

态立镇、文化兴镇、旅游强镇”的指导方

针和“163” 工作思路，即传承历史文脉，

建设斋堂古镇的发展思路；和谐稳定工程、

生态建设工程、精品农业工程、旅游服务

工程、宜居城镇工程、文明素质工程等六

项重点工程 ；构建生态的斋堂、和谐的斋

堂和富裕的斋堂的发展目标。镇政府深知，

文化产业的发展重在生态环境的改善，只

有环境水平的提升，才可能招商引资，将

潜在的旅游资源变成现实的文化产业。为

了实现“生态立镇、文化兴镇、旅游强

镇”，2010 年之前斋堂镇从严格整治环境

入手，通过废弃矿山修复、道路绿化美化、

修建农村公厕等基础工作，彻底扭转了此

前环境脏乱差的局面。环境的改善，带动

了文化产业的发展。2010-2013 年，斋堂

镇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

大会，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此

为契机，斋堂镇“以一流的环境，办一流

的赛事”，及时全面整治、加强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大面积绿化美化、环境景观布

置等，促进了赛道周边及全镇的环境质量

不断提升，环境建设专业化水平和管理水

平上了一个新台阶。2013 年，斋堂镇以

完善长效机制为抓手，着力开展市容环境

常态化联合检查、执法、整治，提高环境

问题整改效率和质量。

透过斋堂镇环境建设“三步走”规

划的实施，我们发现，与其他地区相比，

在斋堂镇，环境整治和维护已经不是政府

头疼的问题，而是成为了村民的自觉行动。

因为在文化发展引领环境建设、环境建设

促推文化发展的实践中，村民已经看到了

希望，他们相信环境的改善可以直接提高

他们的经济收入。这种集环境建设、产业

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发展模式，不

正是与当今中央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本

质要求相吻合吗？

斋堂镇不是依靠投入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才换来如此干净整洁的生态环

境，而是在财政收入不高、行政审批权

有限的条件下，一直坚持着“生态立镇、

文化兴镇、旅游强镇”的发展指导方针，

通过实施“两办法、一机制、一排名”

的长效管理制度，并常抓不懈的结果。

斋堂镇借助举办或参与大型活动的良

机，举全镇之力攻坚克难、不走过场，

集中整治环境沉疴，并把治理成果保持

下去，由“治理”转变为“管理”的

做法非常值得学习和推广。

从专业技术角度审视斋堂镇的环

境建设工作，还有一些可上升的空间。

首先，在设备购置、设施建设等方面，

参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定

额等法律或技术文件。第二，环卫工人、

环境卫生巡视员等一线人员在作业时

的着装应严格按照 DB/T 626-2009《环

卫作业人员着装警示标志》的要求执

行，全力保证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第

三，鉴于斋堂镇的地理位置、人员结构

和垃圾产生量，建议在该地区建设一

座密闭式垃圾清洁站，减少运输成本。

第四，配置 240L 或 120L 方形铁质垃圾

桶替代现有的圆形铁质果皮箱，深入推

进垃圾分类工作。第五，进一步量化

绩效考核指标，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随着门头沟区“一轴两区”（以 109

国道为发展轴，划分为东部综合服务区

和西部生态涵养建设区）发展布局的提

出，斋堂镇作为西部生态涵养建设区的

中心区域，在加快环境建设规划速度的

同时，应进一步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

争取早日建成具有鲜明京西山区特色的

旅游服务基地和生态友好型城镇。

（责任编辑：李利）

技术支持 斋堂环境建设再提升

□	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环卫机械研究室副主任		宋华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