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页 1

11月24日——江苏冲刺课申

论直播课前作业

题目
请对“给定资料3”中X村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治理建议。（25分）

要求：

（1）准确全面，条理清楚；

（2）有针对性，有可行性；

（3）篇幅350字左右。

材料

材料3

　　T市旅游资源丰富，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来观光。X村位于该市市郊，交通和区位优

势明显，村里一直考虑依托T市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为此，村两委会多方筹集资金，计

划打造集吃、住、行、文、娱为一体的特色旅游，让村民“坐在家里”就有钱赚。但

一些有意投资的企业来考察，在村中逛一圈就打了退堂鼓。村民们都知道，问题出在

村庄环境上，村旁一处占地三四亩、一人多高的垃圾堆十分刺眼。这个垃圾堆是最近

一年内形成的。最初村里打算在这里建设一个大型农贸市场，后因种种原因，没有获

批。于是，这块闲置的空地就成了附近企业倾倒垃圾的场所，村委会个别成员未经村

民会议讨论，派人在那里收钱。垃圾越堆越高，不远的地方就是天然气加气站，隐患

重重。夏天，更是恶臭扑鼻，蚊蝇乱飞。村民意见强烈，甚至出现“骂大街”的情况。

　　村里的垃圾清运其实是有专人负责的。2014年初，该村村委会作为甲方和当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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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村民(乙方)签署了《环境卫生承包协议书》，按照合同约定，乙方负责全村的垃圾清

运工作，村委会每年向乙方支付承包金。村委会曾多次要求承包人清运这个垃圾堆，

均遭到拒绝，理由是“后来形成的垃圾堆不在承包范围内”，“谁收钱，谁清理”。

　　过年放鞭炮也是一件让村民闹心的事，从年三十晚上放到大年初一早上8点多，只

有夜里停歇一两个钟头。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家家门窗都要紧闭，一打开就浓烟滚滚。

正月初一出门，路上一层碎纸屑，空气里满是呛人的硝石灰的异味。从外地回来过年

的孩子根本适应不了，一直到返程都在咳嗽。村民们说，过年家家都放鞭炮，谁家不

放就没有面子。村委会主任说：“每家买鞭炮烟花的钱差不多要2000元，贫困户再少

也要200元左右，花了钱，还污染空气。”有一次因为放鞭炮引起了火灾，来了几辆

消防车才把大火扑灭，村民们至今还感到后怕。

　　还有就是办酒席，村民过去长期被人情负担困扰，“吃酒送礼——办酒收礼——

再吃酒再送礼”的怪圈多年不断，红白喜事、升学宴、谢师宴、满月宴、建房宴、装

修宴、生日宴……每家每年“人情债”平均好几千元，动辄上万元，甚至两三万元，

成了村民很重的负担。不少村民表示，不去吧，怕被人议论，硬着头皮也得去。T市发

布的规范城乡居民操办酒席行为的指导意见中，将婚嫁酒、丧事酒以外的酒席定

为“违规酒席”，不准操办。指导意见一出，有人叫好，也有人不理解，甚至认为政

府管得太宽了。

　　X村历史悠久，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人文遗址。村民建了新房，搬迁时往往把一些闲

置不用的旧农具、旧家具等老物件都扔掉了，如纺车、织布机、石磨、石碾、板车、

辘轳、水桶、水车、锈迹斑斑的铁锹、发黄的记工本……这些物品在村子里随处可见，

明显影响环境卫生和村庄景观。村两委班子成员议论时认为，这些看似过时的老物件，

记载着乡村的昨天和老一辈的创业辛劳，讲述的是村子的故事和发展变化，承载着乡

村的农耕文化，是直观的村史。应当把这些“旧”东西收集、保存起来，乡村环境整

洁了，又可以把它们作为教育下一代的活教材，让年轻一代保持先辈的创业精神，把

以后的路走得更好，更长远。村中百姓骨子里透着对传统文化的敬仰，一些民俗活动

蕴含着民间的礼仪传承。不少村民能唱戏，懂书法，会画画，也有人喜欢收藏。村两

委认为，把环境治理好，想方设法展现本村特色文化，对外来游客就有了吸引力。



页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