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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日前来到北京市门
头沟区军庄镇东杨坨村。村子不大，
四面是山。一进村，道路上看不见几
个人。但和印象中不同，如今这里街
道干净整洁，村民院门前看不到以往
冬天常堆放的燃煤、柴堆。赶上饭点
儿，抬头看不见炊烟袅袅，但空气中
却飘散着饭菜的香味。

据村民李凤苗介绍，东杨坨村是
门头沟今年新增的送气下乡村，以前
村里人做饭，有烧煤的、有用电的，还
有烧劈柴的，都不如燃气方便。

“现在政府给村里的家家户户都
配了煤气罐，用 着 卫 生 、安 全 ，还 便
宜。自己去燃气站买气一罐要 120
元 ，可 是 送 到 家 门 口 的 煤 气 罐 ，算
上 市 里 补 贴 的 25 元 和 区 里 的 补
贴，折合下来一罐气我们自己才花
50 元 。 不 仅 便 宜 还 方 便 ，如今，每
天上午都有配送人员来村里进行换
气服务，谁家要是临时需要换气，还

可 以 去 各 镇 的 固 定 换 瓶 站 。”李 凤
苗说。

记者了解到，在门头沟区，每天
早晨 8 点，22 辆 装 满 液 化 石 油 气 储
罐 的 车 辆 从 各 个 镇 的 固 定 换 瓶 站
出 发 ，80 多 名 液 化 气 站 配 送 人 员 ，
按 照 定 时 、定 点 、定 路 线 的 原 则 ，
下到各村进行换气服务，一直到下
午 4 点半才能完成全部的配送任务，
方便村民生活。

“送气下乡”是门头沟区落实“减
煤换煤、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一项
惠民工程，东杨坨村就是今年门头沟
区新增加的 32 个村之一。不仅是门
头沟，在京郊的各个区县，农民使用
燃气的补贴已经覆盖了全部乡村，近
百万农户用上了“政府补贴气”。李
凤苗每天饭后都要擦亮自家的炉灶，
她笑着对记者说，“不光是方便，家里
干净了，村里干净了，山里干净了。”

张艳飞

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员齐林
特克斯报道 记者日前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特克斯县电力部门了解到，2015
年，特克斯县出台了电能替代工程补贴
政策，利用现有电费电价优势，大力推
广清洁能源替代工程，给予每户500元
电费及 5000 元初装费的补贴，促使
电能替代工程项目在特克斯县落地。

11 月 4 日，记者跟随国家电网特
克斯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了位
于特克斯县喀拉托海乡阿克托海村，
对今年 10 月进入供暖期后投运的电
采暖用户进行回访。

阿克托海村党支部书记白山江
告诉记者：“以前我们用的是土锅炉，
冬天的时候，如果不好好烧，房子里
面根本就待不住人，而且有煤烟也不
安全，对环境污染也很大。今年我们
用了这个电采暖，是地暖结构，安全
又舒适，房子里面很温暖。”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
水平的逐渐提高，环境意识不断加
强，电采暖以其零污染、零噪声、投资

低、易管理的优点获得了人们的认
可。2015 年，特克斯县出台相关优
惠 政 策 加 快 推 进 电 能 替 代 工 程 项
目。这个项目共涉及 5 个乡镇场、17
个电采暖试点，总面积 2.1 万平方米，
目前已有 8 个试点达到供暖条件，供
暖面积 6400 平方米。

经过近一个月的试用，特克斯县
供电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此项工程
的受益人进行了回访，通过回访发
现，电采暖试点项目已得到各族群众
的认可，纷纷咨询办理电采暖的相关
手续和电费电价政策。

据了解 ，2016 年 ，特 克 斯 县 计
划 在 8 个 乡 镇 场 全 面 开 展 清 洁 能
源替代工程，将极大改善特克斯县
域 内 的 供 暖 结 构 。 国 家 电 网 特 克
斯县供电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将
认真做好低电压治理工作，大力实
施 电 网 改 造 ，积 极 消 除 电 网“卡脖
子”现象，通过推广电能替代，积极促
进居民家居电气化，助力特克斯县生
态建设。

北京门头沟送气下乡

百万农户用上政府补贴气

新疆特克斯电能替代进乡村
供暖面积 6400 平方米

◆本报通讯员李佳伟

大觉村位于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
北部山区，四面青山环绕、茂林修竹。
20 世纪 90 年代，静谧的山间小村忽然
喧嚣起来。依靠 23 家造纸厂，大觉村一
跃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然而，随着环保政策日益严格，土
法造纸厂纷纷关停，工业“优势”一去不
返。粗放的工业发展带来环境差、农业
弱等弊病，大觉村又重新戴上了贫困的
帽子。

选择了绿水青山，怎样才能重新收
获“金山银山”？大觉村积极转变发展
思路、落实环境改造、建设美丽乡村，变
环境优势为经济优势，走出一条生态化
经济发展新路。

污染纸厂全取缔

20 世纪 90 年代，大觉村工业相对
发达，集体经济形式的造纸作坊密布，
鼎盛时期多达 23 家。“进厂里打工勤快
些每月能挣 1000 元。”村民钟老伯回忆
说。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5 年
全国职工全年平均工资仅为 5500 元。

有业内人士曾向记者介绍，20 世纪
90 年代是造纸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造
纸就等于是在印钞票。”然而，随着国家
对环保日益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
问题的决定》等法律、文件相继出台，各
地土法纸厂纷纷关停。

“在这股环保风潮下，大觉村 23 家
造纸厂未能幸免。”大埔县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2000 年底，梅州市人大代
表专题视察大埔县环保工作发现，大觉
村 23 家土法造纸厂工艺落后、违规生
产，工业污水直接外排，造成小靖河发
黑、发臭、起泡沫，对环境造成严重危
害，纷纷提出建议要求关停，随即县政
府依法取缔了全部非法生产的纸厂。

“当时取缔工作面临着巨大阻力。”
一位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用
村民的话讲，关停造纸厂就是切断了他
们的财路。为此，县政府专门派出工作
组上门做业主、村民的思想工作，在接
到县法院法律文书后，19 家造纸厂主动
拆除了机械设备。

“但仍有 4 家造纸厂置若罔闻，继续
违 规 生 产 。”这 位 人 士 介 绍 ，2002 年 7
月，大埔县组织县政法委、公安武警、环
保等部门执法人员 100 多人，强制拆除
4 家违法生产的小型造纸厂，并当场对 3
名阻碍执法的闹事者采取强制措施。

“为大觉村辉煌立下‘汗马功劳’的
造纸厂，从此销声匿迹。”村干部回忆，
大觉村又沦为了贫困村。不仅如此，村
前屋后污水横流，环境堪忧，水利设施
年 久 失 修 、农 业 受 挫 ，果 园 和 水 田 也
荒弃。

生态农业助脱贫

没有了工业这支强心剂，大觉村经
济萎靡下来，村集体经济收入长年为
零。村干部坦言：“曾经村民都以‘大觉
村’三个字为自豪，工业衰败致使 1500
多户籍人口纷纷‘出逃’，只剩不到 200
人留守山村。”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发展与保护环
境不能并轨前行？大觉村用行动给出
了答案。

“依靠自然资源优势，引导农业产

业化发展，大觉村再次焕发生机。”从广
州市白云区到大觉村驻村的扶贫干部
杨学智坦言，全村经过 3年努力，如今建
起 1000 吨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
为村民带来 120 万元的收入。记者了解
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为贫困
户每户增加股份分红收入 7000 元，每人
工资收入高达 4万多元。

回忆起当初进村考察时，杨学智表
示：“当时的景象令人大跌眼镜，环境
差、农业弱，一时感到无从下手。”幸运
的是，杨学智来之前，村民郑畅光已在
村里办起海鲜菇种植基地。在杨学智
看来，种植基地可以成为村民致富的项
目，于是决定由扶贫单位投入部分资
金，引导村民以土地和技术入股，将原
来的海鲜菇种植基地做大做强。

很快，扶贫单位投入 28 万元专业合
作社专项资金，发动 65 户村民（其中贫
困户 14 户）参与，以“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运作，成立了食用菌种植专
业合作社，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不断
扩建到年产量 1000 吨的规模，成为大埔
县知名企业。

“工厂就建在我家土地上，通过土

地折价入股，去年获得了近 7000 元的盈
利分红。”郑开凡笑着介绍，他和妻子都
在这个种植基地工作，夫妇俩原先平均
月收入才 1500 元，进入种植基地后，如
今月工资涨到了 4000 元。

不仅是郑开凡一家，村民们也都感
叹，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如今不靠造
纸厂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村容村貌变了样

衣食足而知荣辱。村里的经济慢
慢有了起色，去年大觉村又把工作重点
转移到村环境改造上，通过重点加强道
路、桥梁、环境绿化、水利等建设，整个
村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昔日脏乱小
村变成了美丽乡村。

据了解，村里去年共筹集资金 341
万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其中投
入 40 万元进行整村安全饮水工程改造，
投入 10 万元修建村标景观，修建起村民
休闲文化广场 3 个，架设整村主道 5.5 公
里 LED 路灯 167 盏，完成 62 户住房困难
户危房改造，建设起农村垃圾收集处理
设施。

“20 世纪 80 年代散落在村道两旁
废弃的造纸厂，如今变成了美丽的村标
景观、石孔桥、休闲文化广场，扒掉破败
的废弃养猪场，把土地填平，在屋前屋
后种上蜜柚，现在环境已经大为改善，
主道高标准的路灯把大觉村的夜空映
衬得更加美丽。”谈到这些，村书记如数
家珍、满脸欣慰。

“其实，钱袋子重新鼓起来，村里环
境慢慢得到改善，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也
在潜移默化，对污染工厂拒之千里。”村
书记回忆说，两年前大觉村高坪原钟某
的废弃纸厂内，一家再生塑料颗粒工厂
开始偷偷生产，堆放的材料及外排的臭
气引起村民警觉，当即向茶阳镇相关部
门举报。

“很快，镇政府组织执法人员查处
了这家作坊。”一位村民朴实地说，好不
容易喝上干净的水，村里没了臭味，再
也不能让这些工厂来污染环境。

“从抵制取缔土法造纸厂，到主动
举报有污染的工厂，这 180 度转变的背
后，使村民们尝到了保护环境绿色发展
的甜头”，村干部由衷说道。

谁说致富只能靠榨干生态？
广东大觉村赶走小造纸做强生态农业实现美丽变身

三农农农天地

湘乡实施沼气联户供气工程

农户免费用上清洁能源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文萍湘

乡报道 打开沼气灶，湛蓝的火苗喷
薄而出，煮饭、炒菜、烧水十分便利。
在湖南省湘乡市壶天镇大坪村一组，
一个沼气池让 22 户农家免费用上了
清洁能源。村民李宝秋高兴地说，这
是邻居傅金桂的养殖场为周边群众
带来的福利。近日，记者从湘乡市了
解到，这里的沼气联户工程惠民生，
得民心。

傅金桂是金桂养殖场老板，养了
10 多年猪，目前年出栏生猪 2000 多
头。以往，猪的粪便无法得到有效处
置，臭气熏天，影响了周边村民的生
活，不少邻居心生不满，让傅金桂头
疼不已。

今年，湘乡市能源局实施的养殖
小区沼气联户供气工程让这一现象
得到彻底改观。在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傅金桂投资 80 余万元建起了 200
立方米的沼气池和 120 立方米的污
水处理池，一下子解决了之前所有的

难题。粪便变成了沼气，污水也达标
排放，如今的金桂养殖场干净整洁，
几乎闻不到任何气味。同时，沼气池
每天产生的 100 立方沼气，都免费接
入到周边 22户人家的灶台上。

李宝秋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之前
每月用液化气得花 120 元左右，用电
烧水得花 30 元左右，现在这些钱全
省了。而在傅金桂看来，虽然免费供
应沼气会减少一些收入，但养殖场处
理粪便的人力成本降低了，沼液和沼
渣也能带来一些经济效益。“美化了
环境，和谐了邻里关系，是一举多得
的好事。”傅金桂笑着告诉我们。

今年，湘乡市共建成 15 处养殖
小区沼气联户工程，受益群众近 160
户。自 2010 年实施这项工程以来，
全市通过项目补贴、农民自筹的方式
建设联户供气工程 68 处，让 68 家规
模养殖户摆脱了环境污染的困扰，走
上了循环农业发展之路，同时也给近
700户农家带去了清洁能源。

◆本报记者周兆木

古老而悠远的富春江从浙江省杭
州市富阳区新桐乡横贯而过，山水相
融，幽静秀雅，游人纷至沓来。这是富
阳区新桐乡大力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带
动生态运动休闲旅游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富阳区新桐乡牢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逐步
摸索出一条由“美丽乡村—农家乐—
乡村游—乡村度假”再到以后要发展
的“乡村慢生活”的新桐之路。

变靠山吃山为养山富山

新桐地处富阳区西南部，距城区
21 公里，辖区内山水资源丰富，地理环
境优越，交通区位明显。多年来，这里
矿山开采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支柱
产 业 。 在 带 来 可 观 的 经 济 效 益 的 同
时，也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
破坏，青山变“秃头”，道路灰尘满天
飞，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随着百姓品质生活的不断提高，
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的传统发展模
式难以为继。环境容量对经济发展的
制约日益明显，经济可持续发展形势
严峻。“我们既不能靠山吃山消耗宝贵
的生态资源，也不能守山望山无所作
为。”新桐乡有关负责人说。

新桐乡党委政府紧抓发展机遇，
因地制宜，做好山水文章，真正把生态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生态资本转
化 为 发 展 资 本 。 借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和

“三江两岸”沿线生态整治之势，新桐
乡拆除沿江 21 家砂场码头，关停采石
矿 山 9 家 ，修 复 生 态 绿 化 3 万 余 平 方
米，复绿 25 万平方米矿山宕面，使秋色
重返山野。借“五水共治”之势，完善
保洁机制，抓好辖区内 23 公里的河溪
保洁；深入开展洁美乡村工程，累计送
绿进村 5 万余平方米，不断提升村庄人
居环境。

同时，新桐乡主动顺应康体健身
休闲运动浪潮，立足优越的区位优势、
极佳的山水文化资源、扎实的体育产

业基础和浓厚的群众运动氛围，积极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特潜行业，树
立乡村生态运动休闲旅游特色品牌。
从“春天的盛会”特色农事节庆活动开
始，新桐千亩油菜花、百亩意杨林、万
亩五彩缤纷的秋色山林等，吸引了游
客的眼球。

近两年，新桐乡桐洲岛上每年要
接待 8 万多名游客，仅今年“五一”小长
假就接待游客 3万余人次。

变美丽风光为美丽经济

新桐乡境内的桐洲岛，是富春江
第二大天然岛屿。从 320 国道转到富
阳新桐境内，一股清新的山野风光扑
面而来。

这个传说因黄帝时期的药圣桐君老
人在洲上种草药而得名的岛碧水环绕，青
山倒映，保留着原生态的田园风光。

桐洲岛的旅游发展潜能经过推介
逐渐被激发。尤其是从前年 3 月开始，
新桐乡政府特别推出“发现桐洲岛之
美”和“春天的盛会、秋天的收获”活
动，让这个充满魅力的小岛逐渐成为
长三角地区自驾游客们向往的胜地。

据村民们说，最火爆的时候，桐洲
岛上游客的车子从孙家尖一直排到了
岛头；岛上一些农户家临时成了游客
的私家厨房；很多游客干脆买个面包，
边啃边看风景，导致岛上小店里的面
包、泡面脱销……

乡村生态运动休闲游的蓬勃发展，
给新桐民宿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在岛上开民宿的孙素云说，前年来
住宿的主要是参加皮划艇比赛的人，基本
集中在周末，平常游客少，房间连续几周
空置的情况时有发生。从前年 3月下旬
开始，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大批杭州、
萧山等周边区域游客来到桐洲岛，她家的
生意一下子好了，周末的房间，提前几天
就已经有人预约了。

董安波的小洋房是去年新建的民
宿。他说，从去年 3月开始，来桐洲岛上
住宿的游客一下多了，5月份全部爆满，10
月份“一床难求”。

据了解，从去年 5 月至今年 10 月，
桐洲岛的民宿从原来的 9 家迅速发展
到 35 家，350 余个房间可同时接待 550
人住宿。目前还有四五十户村民想开
办民宿。

“只有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
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让老百
姓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获益，才能从根
本上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使生态保
护与建设成为百姓的自觉行动。”新桐
乡相关负责人说。

变谋一时为谋万世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浙江省委书记
夏宝龙说，身为地方官，要学会算未来
的大账：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文明素
质的提高，以及从长远看对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带动。

为了给新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新桐乡将重点做好美丽乡村建设
带动乡村旅游工作，完成桐洲岛开发
保护总体规划，秉承“突出特色、以点
连线、以线带面”的工作思路，进一步
完善生态旅游组织保障、产品提升发
展、旅游服务配套、人文生态环境建设
四大体系。

同时，整合农林渔资源，体现山水
特色，开发建设生态观光、农业采摘、
渔捕体验、运动休闲等。把蔬果生产
与采摘旅游有机结合起来，壮大杨梅、
柑橘等农业示范园；把人文历史和渔
捕体验结合起来，挖掘历史文化，开发
富春江渔捕体验，增加旅游内涵；把皮
划艇探索旅行、户外拓展、航空飞行等
运动休闲项目结合起来，建成一个桐
洲岛美丽乡村典范及周边村落的大景
区，提升生态旅游地整体水平。

“按照不同季节，推出一系列独具
特色的生态农业观光旅游项目，打造
以‘春赏花、夏嬉水、秋采果、冬休闲’
为主的踏春赏花、游览采摘和休闲度
假产业链，使绿水青山更好地转变成
普惠百姓的‘金山银山’。”新桐乡主要
负责人说。

一弯江水伴富来
浙江富阳新桐乡力推生态农业发展

本报讯 山东省胶州市今年实现
了对乡镇每天产生的 700 余吨生活垃
圾做到日产日清、随有随清，将数字化
管理引入日常工作。

据悉，胶州市为 70 多辆垃圾运输
车和管理车安装 GPS 定位，在辖区垃
圾中转站安装监控设备，在监控室安
装了无线视频监控器，配备设备对讲
机 200 多部，组建了由视频监控、车辆
GPS 定位、环卫事件数字处理、数据
分析考核等系统组成的环卫数字监督
指挥中心，使环卫管理不断迈向现代
化、信息化、数字化，做到过程有监督、
结果有奖惩的长效管理机制。

为提高垃圾清理效率，胶州市升
级改造环卫设施设备，提高环卫科技
含量，满足长期发展的需要，在原有
40 多部生活垃圾清运车的基础上，又
新增设 12 台大型密闭式生活垃圾清
运车，分别投放在城区和乡镇，大大提
高了偏远乡镇生活垃圾清运能力。

在生活垃圾清运管理模式上，实
行网格化管理模式和生活垃圾清运全
程 GPS 监控管理方式，对所有垃圾点
做到责任到车到人，垃圾点、清运路
线、清运片区合理设置，对生活垃圾清
运车辆的运行路线、轨迹进行全程监
控，对生活垃圾清运车辆的油耗进行
全程监控，既节省了资源降低了油耗，
又规范了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深入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进
程 ，打 造 美 丽 乡 村 ，胶 州 市 在 偏 远
镇 、办 选 址 建 设 中 转 站 。 垃 圾 转 运
站 建 成 后 ，有 效 改 善 垃 圾 转 运 的 作
业环境及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在
具 体 工 作 中 ，充 分 利 用 GPS 管 理 系
统 ，抓 好 车 辆 日 常 运 行 管 理 ，同 时
充 分 利 用 系 统 数 据 ，每 天 不 定 时 监
督 检 查 车 辆 运 行 情 况 ，对 每 个 垃 圾
收 集 点 、每 辆 车 行 驶 轨 迹 、车 辆 油
耗 等 都 认 真 进 行 分 析 、对 比 ，查 找
问题，及时整改。

张秋营

胶州垃圾车
装上GPS
乡村环卫管理迈向现代化

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目前正在进行 6.6 级地震后的恢
复重建。在重建中，当地既建好“两污”设施，又实行人畜分离、畜禽集中
饲养，村落人居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图为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永平镇迁
糯村恢复重建的傣族新居。 蒋朝晖摄

村里办起了绿色海鲜菇基地，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