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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叶相成

从“铁腕治污”到“生态创建”，从
“闭门自治”到“借智借力”，这是湖北省
十堰市由被动治理转向主动保护，由固
步自封转向开明开放的成果。

去年 12 月中下旬，十堰市环委会办
公室与十堰市环保局联合下发通知，命
名表彰2015年度十堰市生态乡镇、生态村
名单，20个生态乡镇、252个生态村榜上有
名；前不久，湖北省环保厅公示 2015年省
级生态乡镇、生态村名单，十堰又有17个生
态乡镇、103个生态村榜上有名。这样，2015
年度十堰有392个生态镇村创建成功。

一年创建 300 多个生态乡镇、生态
村，几乎平均每天要“冒”出一个以上生
态乡镇或生态村，创建力度之大全省罕
见。这 300 多个生态乡镇、生态村到底
是如何炼成的？十堰市环保局自然生
态科科长冉学军说，这得益于十堰市
委、市政府对生态创建“细胞工程”的高
度重视。

近几年来，十堰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生态创建工作，始终坚持“外修生
态、内修人文”理念，着眼长远建设生态
文明，立足当前抓好生态乡镇、生态村
等“细胞工程”建设，一年一个台阶，一
步一个脚印，一个个“村容整治、山川秀
美、社会和谐”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大跨越

平均每天冒出一个生态村

一排排树木郁郁葱葱，一条条道路
整洁干净，一簇簇鲜花美丽绽放，一户
户人家窗明几净……走近十堰的农村，
你会惊喜地发现，不少村镇如今正发生
着巨大的变化。

截至目前，十堰市成功创建国家级
生态乡镇 6 个，省级生态乡镇 29 个，省
级生态村 180 个，市级生态乡镇 39 个，
市级生态村 674个。

据冉学军介绍，连续两年，十堰都
将生态乡镇、生态村创建列入市政府年
度“十件实事”，其中 2014 年要求创建
25 个生态乡镇、300 个生态村，2015 年
要 求 创 建 20 个 生 态 乡 镇 、250 个 生
态村。

为推进这项工作落到实处，每年年
初，十堰市环保局便制定出生态创建路
线图、时间表，并将生态乡镇、生态村指
标分别整合为 10 项，推行“十星级”考核
办法，内容包括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
水处理、卫生厕所、资源回收利用、生态
农业、环保宣传、制度建设等 10个方面。

前不久，记者在郧阳区茶店镇樱桃
沟村看到，村容村貌古朴美丽、房前屋
后干净整洁、村边小溪清澈见底……

“几年前，我们这儿还是‘垃圾靠风
刮、污水靠蒸发’呢，房屋周边就是垃圾
场，鸡、鸭、猪、羊到处跑。”樱桃沟村支
部书记朱德永说，为恢复良好生态，村
里根据“十星级”考核办法，先后完成了
一系列生态工程：新建 22 座卫生厕所，
治理河道污水，修建农村分散式污水处
理设施，对垃圾进行干湿分类，购买垃
圾运输车、洒水车等，总投资达到 1000
多万元。

为提高各地生态乡镇、生态村创建
工作积极性，十堰还以“以奖代补”方式
对创建成功乡镇以及村予以奖励。

“美了自己的家园，上面还有‘以奖
代补’奖励资金，何乐而不为呢？”十堰
市环保局茅箭分局副局长唐政说，茅箭
区共有 37 个村，每个村都挂有生态村创
建办公室牌子，都有一套班子实实在在
抓生态创建。

记者走进十堰市茅箭区马家河村，
但见房屋鳞次栉比，环境干净整洁，生
活污水经人工湿地重重“过滤”后潺潺
流出……村民王阿姨说：“我嫁到马家
河村 20 多年，马家河村从来就没有现在
这么干净过，村里请了专门的保洁人
员，过去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等状况一
去不复返了。”

造氛围

“生态环保游”游出好意识

“五城联创是哪五城？”“你家有什
么好的节能环保经？”“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 2015 年“6·5 世界环境日”期
间，十堰市环保局组织有关人员“生态

环保一日游”活动中导游向参与活动的
家庭提出的问题。

据了解，十堰市环保局连续组织了
3 次这样的活动，其中就曾组织 100 个
家庭代表以及 100 多个主抓环保工作的
乡镇干部参加。

5 月 31 日 上 午 ，十 堰 城 区 43 户 家
庭 100 个家庭代表集中乘车从市环保
局出发，依次参观神定河下游主河道
水质净化工程、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发动机厂、十堰市奥龙机动车安全检
测中心、头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围
网 建 设 项 目 等 14 个 生 态 环 保 工 程 项
目（或工厂）。

除“车载导游”外，14 个参观点还各
安排 1名“场地导游”现场解说。这些导
游均为十堰市环保系统干部职工或有
关企业（项目）相关负责人。

十 堰 市 环 保 局 副 局 长 鲍 伟 说 ，为
搞好车上车下环保宣传讲解工作，他
们 专 门 对 20 名“ 导 游 ”提 前 进 行 培
训 。“ 犟 河 人 工 湿 地 用 于 处 理 西 部 污
水 处 理 厂 尾 水 ，处 理 成 本 每 吨 只 要 4
分钱。”在张湾区犟河人工湿地旁，十
堰 市 环 保 局 张 湾 环 保 分 局 的 左 辉 介
绍说。

“通过这个活动，不仅让我们对环
保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样也让孩子
受到教育，培养了孩子的环境意识。我
们今后将用实际行动为十堰环保工作
贡献力量。”参加完活动的市民秦先生
感慨地说。

据了解，2013 年 12 月，十堰在全省
率先提出国家生态市创建目标，计划到
2020 年创建成功。

国家生态市创建谈何容易？据介

绍，国家生态市创建是 3 个 80%连环套，
其中生态乡镇创建要求 80%村创成生
态村，生态县（区）创建要求 80%乡镇创
成国家级或省级生态乡镇，而生态市创
建要求 80%县（区）创成国家级或省级
生态县（区）。

据了解，国家生态市创建压力、关
键与基础均集中在乡镇与村这两级。
十堰市环保局局长冯安龙说，“生态环
保一日游”活动的意义就在于激发公众
参与生态环保工作热情，营造全社会重
视、支持生态环保工作良好氛围。

“一天的参观，让我心里更亮堂了，
作为一个村民，我要坚决做到垃圾不乱
丢、污水不乱倒，自觉搞好房前屋后卫
生，积极用实际行动支持生态村创建工
作 。”十 堰 茅 箭 区 马 家 河 村 村 民 王 阿
姨说。

请外援
顶级专家来助阵

“ 丹 江 口 水 库 地 区 可 以 发 展 特 色
种 植 业 、养 殖 业 等 生 态 农 林 业 ，既 能
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又能实现水源
地 绿 色 转 型 发 展 。”在 丹 江 口 水 都 论
坛会上，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有关
专家建议说。

当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院士、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德仁，北京师范大
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许新宜等多
名专家登台演讲，为十堰市生态文明建
设建言献策。

“作为丹江口库区沿岸农村，对生态
保护要求更高。要控制面源污染，综合治
理小流域；要限制化肥、农药限制使用；要
对生活污水限排。”李德仁建议。

如 何 控 制 农 村 环 境 污 染 ？ 十 堰
根据院士专家建议，大力开展农村生
态环境整治工作，2015 年，十堰投入 3
亿 对 丹 江 口 市 、郧 阳 区 、武 当 山 特 区
428 个 村 庄 纳 入 整 治 范 围 。 2016 年 ，
十 堰 又 将 投 入 近 3 亿 将 张 湾 、茅 箭 、
十 堰 经 济 开 发 区 以 及 郧 西 、竹 溪 380
个村纳入整治范围；继续强化生态细
胞工程建设，力争今年创建成市级生
态 乡 镇 15 个 ，生 态 村 250 个 ；创 建 成
省 级 以 上 生 态 乡 镇 10 个 ，省 级 生 态
村 100 个。

据悉，经多方协调，十堰市聘请了
15 名两院院士和专家组成十堰市生态
文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每年组织

“院士专家十堰行”活动，借专家智慧为
十堰生态文明建设支招。

“有了顶级专家的助阵，十堰的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也将走得更扎实、更稳
健。”十堰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湖北十堰一年300多个生态镇村是如何炼成的？

“细胞工程”染绿大山河
本报讯 为把精准扶贫工作落

到实处，甘肃省环保厅结合全省农村
环保工作实际，坚持环境保护与精准
扶贫相结合，制定并实施了《甘肃省
环境保护厅“15433”精准扶贫计划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据 悉 ，《方 案》实 施 过 程 中 ，甘
肃 省 环 保 厅 突 出 贫 困 村 规 模 化 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贫困村农村环境
整治、贫困县区在建项目环评审批
绿色通道、强化贫困村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加强环保宣传教育五大目
标任务；采取建立精准扶贫领导机
构 、加 大 资 金 投 入 力 度 、建 立 绿 色
环评通道、加大精准扶贫环境保护
工 作 宣 传 力 度 4 项 主 要 措 施 ；强 化
项 目 检 查 、强 化 资 金 管 理 、强 化 考
核 与 奖 惩 3 项 检 查 验 收 制 度 ；明 确
省 、市 、县 三 级 环 保 部 门 在 环 境 保

护 精 准 扶 贫 项 目 中 的 责 任 分 工 ，
2015 年 安 排 2070 万 元 专 项 资 金 ，
对 36 个 贫 困 县（村）的 138 个 规 模
化 畜 禽 养 殖 场 及 养 殖 小 区 污 染 减
排项目和 13 个插花扶贫县的 69 个
规 模 化 畜 禽 养 殖 场 及 养 殖 小 区 污
染减排项目予以支持；安排 1220 万
元 专 项 资 金 ，对 13 个 市 州 36 个 精
准脱贫村环境整治项目予以支持。

甘肃省环保厅近年来始终坚持
环境保护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指导各
地开展生态乡镇、生态村创建工作，
目前已有 71 个乡镇被环境保护部命
名为国家级生态乡镇，397 个乡镇被
命名为省级生态乡镇，462 个村被命
名为省级生态村。推动精准扶贫工
作切实取得成效，实现了环境保护与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双赢。

张兴林

甘肃精准扶贫改善农村环境
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环境整治

即墨以奖代补建精品示范村
确定 30个重点创建村庄

本报讯 山东省即墨市自 2016 年
开始启动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培育
创建工作，即墨市财政共安排 1.8 亿
元对 30 个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的创
建工作实行以奖代补。

据悉，即墨市在全面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的基础上，按照“示范带动、分
类实施、梯度培育”的原则，启动美丽
乡村精品示范村培育创建工作。

2016 年 即 墨 市 确 定 30 个 重 点
创 建 村 庄 ，由 市 财 政 安 排 1.8 亿 元
对创建工作实行以奖代补（其中安
排 1000 万 元 用 于 3 个 试 点 村 庄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建 设），综 合 考 虑
各镇的财力状况、创建村庄的人口

规模以及创建的质量档次等因素，
即 墨 分 4 类 镇 、3 类 村 ，划 档 进 行
奖补。

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创建工作
实 行“ 一 年 创 建 成 功 、两 年 巩 固 提
升”，一年创建期满通过市级考核验
收被确定为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的，
兑现奖补总额的 90%；剩余的 10%奖
补资金作为保证金，在两年的巩固期
内分两次进行复评，达到复评标准的
每年再兑现奖补资金的 5%；巩固期
内复评晋档的，再按新档次的奖补标
准增发原档次与新档次之间的差额
奖补资金。

孙俊杰徐新以

新疆建成多项饮水工程
解决 60万农牧民和 5万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2015 年新疆
建成 150 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 65
个区域水质监测中心，解决了 60.34
万农牧民和 5.23 万师生的饮水安全
问题。

据了解，2015 年新疆水利部门
坚 持 把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作 作 为 改
善民生、加强“三农”工作的一项重
要 内 容 来 抓 ，积 极 采 取 多 项 举 措 ，
大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100% 完 成 了 7.39 亿 元 的 年 度 建 设
投资。

据了解，自治区发改、财政、水利
等有关部门多次召开项目推进会，积
极协调解决工程审批立项、落实项目
配套资金等重大问题，加快项目实施
步伐。地方各级党政认真履行主体
责任，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纳入本地
区绩效考核体系进行重点考核，为确

保圆满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各地州
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签订了《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责任书》，明
确了各地的责任和工作任务目标。
自治区水利厅于去年 2 月印发了《关
于全面完成 2015 年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任务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
进一步明确了 2015 年农村饮水安全
工作的年度目标，制定了具体的实施
方案，明确各项工作完成的时间节
点，对各级、各部门的责任人进行了
公示。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工程建设步
伐，自治区水利厅取消了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招标控制价备案，简化了招标
程序，缩短了招标周期，为工程顺利
实施赢得了时间。

杨涛利

广西推进畜禽污染减量化
2018 年年底前禁养区养殖场将全部关闭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近日印
发关于广西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区推进畜禽规模
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处理，
形成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长效机制。

方案明确，2017 年底前，广西将
全面完成县（市、区）禁养区的地理标
注和发布工作，并依法推进分区管
理，制定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的拆迁
计划，落实养殖场关停拆迁补助，确
保 2018 年底前禁养区内的所有养殖
场全部关闭或拆除。

据 介 绍 ，畜 禽 规 模 养 殖 场（小
区）要 按 照 国 家 总 量 减 排 有 关 要
求，根据环境承载能力和土地消纳
能力，建设完善畜禽养殖场（小区）
雨污分流、粪污收集系统和废弃物
贮存设施，鼓励采取单独清除粪便
的“ 干 清 粪 ”工 艺 和 固 液 分 离 工
艺。其中，对周边消纳土地充足的
畜 禽 养 殖 场（小 区），鼓 励 采 取“ 种

养结合、生态还田”模式；对周边消
纳土地不足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小
区），鼓 励 采 取 粪 污 加 工 制 肥 或 深
度处理工艺，达到国家相关标准后
再行还田利用或达标排放。

按照方案，2016 年~2017 年，全
区 获 得 生 猪 养 殖 大 县 奖 励 以 及 位
于 西 江 水 系“ 一 干 七 支 ”沿 岸 的 各
县选择养殖密度高、养殖污染问题
突 出 的 区 域 先 行 试 点 ；2018 年 ~
2019 年，全面完成各地禁养区养殖
场的关闭或拆迁，清洁养殖模式在
全 区 各 地 广 泛 应 用 。“ 十 三 五 ”末
期，畜禽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基
本实行清洁养殖模式，畜禽养殖废
弃 物 基 本 实 现 综 合 利 用 或 委 托 处
理 ，生 态 种 养 模 式 广 泛 应 用 ，实 现
化 肥 零 增 长 的 县 达 到 40%，各 畜 禽
规 模 养 殖 配 套 的 病 死 畜 禽 综 合 处
理设施均建成。

昌苗苗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文萍 周
秋明 余丽华临澧报道 徜徉在湖南常
德市临澧县九里乡同心村，只见花草、
树木、池塘目不暇接，农民公园、文体
广场错落有致……一幅美丽的乡村画
卷让人耳眼前一亮。

如今在临澧县，像这样的美丽乡
村还有很多，这是临澧县大手笔建设
美丽乡村、打造幸福美丽新农村的一
个精彩镜头。

自去年美丽乡村建设开展以来，
临澧县紧紧抓住规划科学编制、共建
单位帮扶支持、项目资金多方整合等
关键环节，坚持环境与建设齐抓、山水
与人文共美，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
求、高效率推进，已较高标准地完成
10 个示范村及 21 个创建村美丽乡村
建设规划，正在抓紧修订全县美丽乡
村建设总体规划。

按照“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
彰显出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要
求，临澧县紧扣“生态为本、彰显特色、
注重民生”的美丽乡村建设理念，认真
谋划全县美丽乡村建设。

一方面，优化总体布局。规划到
2020 年 ，全 县 建 成 100 个 以 上 美 丽
乡 村 ，其 中 ，既 有“3+x”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模 式 探 索 ，又 有 特 色 产 业 村 、城
郊 中 心 村 、文 化 名 村 、山 水 生 态 村 、
田 园 风 光 村 建 设 ；另 一 方 面 ，突 出
建 设 主 题 ，注 重 个 性 打 造 。 在 四 新
岗 镇 牯 牛 村 ，以 家 风 传 承 、微 美 庭
院 为 主 线 ，突 出 了“ 家 风 传 承 福 地 、
和 谐 宜 居 牯 牛 ”主 题 ；在 九 里 乡 同
心村，以民生改善为主线，突出了“共
建同享、魅力同心”主题。

据介绍，临澧县采取“财政支持、
项目整合、镇村自筹、社会参与”的方

式加大美丽乡村建设投入。县财政预
算安排美丽乡村 建 设 专 项 资 金 1000
万 元 ，市 级 示 范 村 财 政 引 导 资 金 达
到村平 100 万元；环保、城管、农业、
财 政 等 10 多 个 部 门 整 合 项 目 资 金
4000 多 万 元 倾 斜 美 丽 乡 村 点 村 ，各
美丽乡村点村的招商引资项目共达
两 亿 多 元 。 同 时 创 新 工 作 机 制 ，出
台《社 会 力 量 支 撑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指
导 意 见》，引 导 鼓 励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美丽乡村建设。

据统计，2015 年以来，临澧县相
关点村共募集社会支持资金 600 多万
元，参与“村企联建”的 62 个企业共到
位支持资金 280 多万元。截至目前，
全县 31 个美丽乡村点村已完成项目
建设投入 3800 多万元。

同时，临澧县强化产业支撑，因地
制宜开发家庭农场、循环农业、设施农
业 、生 态 农 业 、休 闲 农 业 等 特 色 产
业。临澧县四新岗镇牯牛村引进投
资 主 体 ，投 入 600 多 万 元 ，建 成 了
500 亩 油 茶 林 下 养 土 鸡 的 家 庭 农
场 ；四 新 岗 镇 永 丰 村 引 资 两 亿 多
元 ，启 动 了“ 全 省 领 先 、全 国 一 流 ”
的湖南天心临澧生态循环农业示范
园建设。

此外，官亭乡青龙村的纽荷尔脐
橙、安福清水村的设施蔬菜、太浮雷水
村的“樱花谷”、烽火乡白龙井村以野
外赛车为主的乡村休闲等特色产业都
发展迅速，渐入佳境。

目前，临澧县已有安福镇的清水、
新安镇的古城、九里乡的同心村 3 个
村成为了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另外还有高桥、龙池、响水等 10 个
村 成 为 了 常 德 市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示
范村。

山水人文都要美
湖南临澧县高标准创建美丽乡村

◆王冬梅 胡元华

厨房里窗户灶台洁净明亮，没有火
烤烟熏的痕迹，扭动燃气灶开关，“啪”
的一声，蓝蓝的火焰就跳将出来。2月17
日，顶着寒风，记者走访安徽省天长市冶
山镇张巷村时，感受着沼气新能源给这里
的庄户人家带来的新气象。

沼气户户通

村小学教师丁玉玲说，原先为了处
理庄稼秸秆、大棚蔬菜下脚料和日常生
产生活垃圾，村里总要花费大量人力、
物力，如今垃圾化作了沼气，村庄整洁
了，环境也干净多了。“原来用液化气，
锅底经常积上一层厚厚的黑烟灰，现在
用 沼 气 就 算 两 、三 个 月 ，锅 底 也 像 新
的。”丁老师说起使用沼气的种种妙处。

“张巷村是我市第一个‘沼气户户
通’的村子。”随访的天长市能源办主任
王庆说，沼气用各种废弃垃圾为原料，
产出的沼气可用于村民日常生活；沼
渣、沼液等经过处理可成为大棚蔬菜、
葡萄和草莓的优质有机肥料；沼气使用
零污染、零排放，节能减排，安全环保。

村民杨世萍平时喜欢蒸馒头、包
子、花卷等各种面食，没有使用沼气前，
她都是用大号电饭锅蒸馒头，蒸一次得
用一度多电，通上沼气后，她索性将电
饭锅收了起来。“沼气每立方米1.5元，一
个多月来，咱家用了不到16个立方米，平
均一天才花几毛钱，比过去用液化气省
心、省钱又省力。”杨世萍开心地说。

“现在户户都用沼气做饭、烧水，以
前需要清理的秸秆、烂菜叶等生产生活
垃圾，都被用来沤制沼气，环境还会差

吗？”村民齐玉根向不远处的村里沼气
站走去，吸污车正在抽吸沼液，太阳能
发电板正在给设备发电，沼气站里人手
虽少，但十分洁净，各项工作高效运转。

家家要创收

张巷村党总支书记朱天宝介绍，大
多数村民在 2010 年前就住进了农民新
村的小洋楼房，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
变。最初，沼气入户只是在十多个骨干
户家里试点，尝到甜头后，村民们纷纷
要求加入沼气输送管网，目前全村 250
多户人家全都用上了沼气新能源，形成
了生产、生活一体化的绿色产业链。

“沼气罐发酵而成的沼气，可供全
村人烧水做饭，剩下的沼液和沼渣，还
能被收集起来当肥料，直接用来种菜、
种葡萄和养花。”被村民称之为“沼气郎
中”的张巷村沼气项目技术员李玉民
说，这个项目将原料由单一的养殖粪污
拓展到庄稼秸秆、蔬菜下脚料、生活垃
圾等复合原料，外加新上的有机肥加工
项目，让新能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李玉民表示，目前全村每天用的沼
气只有三百来个立方米，而村里沼气站
满负荷时能产出千余立方米沼气，也就
是说，正常情况下，张巷村的沼气还可
以为周边村组供气。

“张巷人还要为全市新能源的发展
起到带动作用。”王庆说，目前市沼气项
目组正在帮助张新村对沼渣、沼液的微
量元素进行检测，目的是针对当地多种
蔬菜的需求，生产不同的有机肥，满足
日益发展的生态农业的新需求。同时，
有了这些有机肥料，可以大大降低蔬菜
种植成本，间接为广大种植户创收。

下脚料成了香饽饽
张巷村利用沼气打造绿色产业链

图为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的黄龙电厂人工湿地，如画的美景吸引
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叶相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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