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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湘溪村以“美丽乡村”撬动“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周兆木 通讯员王杰

共治共建共享释放更多生态红利

云南保山临沧建美丽乡村促生态富民云南保山临沧建美丽乡村促生态富民
◆本报记者蒋朝晖

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以下简
称“沧源县”），是一跃千年的民族直过
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从毁
林开荒、刀耕火种到保护环境、发展生
态产业，全县村村寨寨、老老少少都付
出了艰辛努力。

沧源县在确保粮食总产量稳定
增长的前提下，逐渐加大打造绿色第
一产业的力度，仅“十一五”就种植50
万亩核桃、50万亩竹子及50万亩其他
经济林和经济作物，使全县农民人均
拥有10亩经济林和经济作物，森林覆
盖 率 从“ 十 五 ”末 的 24% 提 高 到
69.96%。“十二五”以来，沧源县持续推
进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产业，目前全县
森林覆盖率已提高到73.34%。

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沧源
县克服县级财政长年入不敷出的
困难，多方筹集资金建设农村垃圾
和污水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不断
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沧源县按照村庄规划，在各乡镇
建设点实施以村庄道路整治、垃圾清
理、污水处理、沼气池、绿化美化等为
主要内容的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打造
一批环境优美、靓丽整洁、设施完善、
生活便利的和谐幸福文明新村。

记者在勐来乡民良村崖画寨自然
村、勐来村大寨自然村、勐角乡翁丁村等
地看到，这几个目前并不富裕的村子环
境十分优美，村落周围绿树成荫，村内见
缝插针栽种的果树花草、藤本植物生机
盎然，道路和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在崖
画寨自然村，珍惜水、节约水、爱护水的
宣传牌随处可见。在大寨自然村，几乎
家家户户靠道路的房屋墙面都有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意境的大幅彩色图画。在翁
丁村，备受村民呵护、树龄300年以上的
参天大榕树就有35棵。

在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
下，勐来乡始终坚持立足生态谋发展，
在山区重点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发展

车厘子、佛手、猕猴桃、沙糖桔等特
色林果 3000 余亩。在坝区做好特
色水产养殖、观光农业和特色餐饮
服务业，建成 400 多亩特色水产养
殖区、2000 多亩油菜种植基地。生
态产业助民增收，2016 年全乡脱贫
61户 220人。

勐角乡筹资 300 万元支持翁丁
村铺设污水管网 1.8 公里，建成生
态处理池和小型垃圾焚烧厂，最大
限度收集畜禽养殖废水，减轻垃圾
污染。同时，大力实施“旅游＋脱贫
攻坚”，引导村民利用保存完整的原生
态部落民居和良好环境发展生态旅
游。今年上半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
1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0多万元，
超出了去年全年的总和。

如今，沧源县各族群众保护生
态环境意识日益增强，发展生态产
业 助 力 脱 贫 致 富 的 道 路 正 越 走
越宽。

““人人参与治污人人参与治污，，村村寨寨环境美村村寨寨环境美，，生态产业添后劲生态产业添后劲，，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得实惠得实惠”。”。这是前不久记者随这是前不久记者随20172017年云南环保世纪行采访团走进年云南环保世纪行采访团走进
保山市和临沧市采访时的真切感受保山市和临沧市采访时的真切感受。。

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多民族聚居且经济欠发达的保山市和临多民族聚居且经济欠发达的保山市和临
沧市沧市，，努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努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在破解农在破解农
村村““两污两污””治理老大难治理老大难、、修复自然生态环境修复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生态产业等方面不发展生态产业等方面不
断取得新突破断取得新突破，，农民获得的生态红利日渐丰厚农民获得的生态红利日渐丰厚，，参与环境保护更加参与环境保护更加
自觉自觉。。

带领采访团走村串寨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刀林荫感慨带领采访团走村串寨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刀林荫感慨
地说地说，，实践证明实践证明，，建设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是实现是实现““美丽中国美丽中国””进程中的重要进程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组成部分，，是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是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地方文化风地方文化风
物同步提升的全面写照物同步提升的全面写照。。

保山市因农村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一
段时间内生活垃圾无处安身、随地乱丢乱放的情况屡
见不鲜，成为制约农村环境质量改善的瓶颈。

为打破这一局面，保山市近年出台《保山市美
丽宜居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 年）》《保山
市农村“七改三清”环境整治行动实施意见》《保山
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及公厕建设行动方案》，把破
解垃圾处理“老大难”作为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的重中之重。积极争取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实施
了 100 个村庄的环境综合整治试点示范，其中昌
宁县被列入全省连片整治整县推进试点。

“仅 2013 年~2015 年期间，市县财政就投入资
金 6000 余万元，建成运行 300 座垃圾热解气化炉，
覆盖 62 个乡镇、600 多个建制村，基本建立起一套

“户集、村运、乡镇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保
山市副市长黄晓告诉记者。

在昌宁县田园镇新城社区、龙泉社区采访时，
记者看到无论是社区道路、公共场所，还是村民房
前屋后，都干净整洁，田边地头、河道沟渠都很少
能看到垃圾的踪影。

据了解，昌宁县充分发挥县城生活垃圾填埋场
的辐射作用，为田园镇坝区的 11个村（社）区约 8.01
万人提供年处理量为 4.9万吨垃圾的服务保障。目
前，昌宁县已在 12个乡镇主要集镇建成农村生活垃
圾热解气化炉49座，并配套了相应的垃圾处理设施。

龙泉社区党委书记窦志林说，社区积极实施镇
政府推行的“万千百一”工程（一万人配备一辆垃圾清
运车、一千人配备一名保洁员、一百人配备一只环保
垃圾桶），实现了社区23个村民小组全覆盖。配备保
洁员 4名，设置垃圾堆放点 50余个、环保垃圾桶 100
余只，并对保洁员实行区域包干制，由其对责任范围
进行清扫，垃圾由市政工程公司统一清运。

“现在，龙泉社区村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普
遍提高，乱丢垃圾、乱扔死畜的行为没有了。村民
每人每年只需缴纳 18 元保洁费就能享受干净舒
适的生活环境。”窦志林告诉记者。

目前，保山市正在建立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以
处理农村生活垃圾，从户分类、组收集、村镇转运
等入手，确保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就近就地
处理”。将逐步改造、停用露天垃圾池等敞开式垃
圾收集设施，引导村民自备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按
照“一户一个垃圾箱、一组一个垃圾收储设施，乡
镇有垃圾收运车辆”的最低标准，配备农村垃圾收
运设施。到今年底，保山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覆
盖率将达 80%。

治理水土流失 增强生态修复实效

发展特色产业 拓宽生态富民道路

山清水秀的临沧市云县幸福
镇幸福村，近年来几乎家家都建有
统一设计的新房，屋面墙上到处都
是福字。推进生态修复、保护绿水
青山，让昔日深受水土流失之困的
幸福村人过上了真正的幸福生活。

幸福镇镇长唐雄介绍，幸福镇
地处昌宁——孟连地震断裂带和
孟定——祥云地震断裂带交叉口
上，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地质环境
十分脆弱。村民在斜坡地轮流种
植玉米、甘蔗，收获后土地裸露，进
入雨季后水土流失加剧，纵贯其境
的南汀河泥沙淤积情况十分严重。

幸福镇通过长期探索，逐渐找
到了一条既能治理水土流失，又能
帮助村民致富的路子。在离南汀
河岸约 5 公里处的慢蔗村、幸福村、
邦挖村接合部，有一个云县石佛山
高原生态农业园，就是幸福镇成功
修复生态环境的一块试验地。

据了解，生态农业园建设以水利
部门的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项
目为依托，通过整合实施国土、交通、
林业、水利部门的土地开发整理、道路建
设、陡坡地治理、高效节水等项目，在首
期完成土地整理的 10160亩区域内，实
现了产业建设基础设施有效配套。

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
生态化的总体要求，生态农业园建设
充分发挥土地和气候资源优势，引进
一家咖啡公司，成立咖啡种植专业合
作社，将分散在一家一户的土地实行
流转反包统一集约经营，采取“坚果+
咖啡”乔灌结合、长短结合的立体种植
模式，有效提高土地产出率，实现产业
稳定发展，亩产值高达 14900 元。

“坚果+咖啡”种植模式，不仅每亩
可以比种植玉米增收20倍以上，让园区
内3个村1968户8680人直接受益，还真
正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记者站在生态农业园一处高地往

下看，满眼翠绿欲滴，错落有致的
园区里，高大的坚果树和低矮的咖
啡树生机勃勃，除了隐约可见的农
耕道路，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土地。

“ 当 地 2016 年 降 雨 量 2840 毫
米，是正常年份的 3 倍，但地质灾害
明显减少。”唐雄说。

正在新建成的两层小楼前与
邻居拉家常的幸福村村民陈士海
高兴地说，镇政府引导村民发展绿
色林果产业，不但山变绿了，水变
清 了 ，把 金 银 财 物 也 变 进 了 门 ，
2016 年全村人均收入 11000 多元。

过上好日子的幸福村村民打
造 山 水 田 园 经 济 的 劲 头 越 来 越
足。目前，村民自发在房前屋后种
植坚果、杨梅、枇杷、海南黄花梨等
树种 3540 多株，种植天竺桂、榕树、
樱花等道路绿化树 1860 多株，在田
间地头种植果树 320 多株，幸福村
森林村庄的美景正在日益显现。

本报讯 四川省政府办公
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
出到 2020 年，创建 10 个国家畜
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全省畜
禽 粪 污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75% 以
上，畜禽粪污基本实现资源化
利用。

四川省政府明确，要从落
实环评制度、强化污染监管、推
进种养循环发展、加强资源化
利用、强化属地管理和规模养
殖场主体责任、强化绩效考核
等 7 个方面发力。“意见”明确，
畜禽规模养殖项目应严格按规
定分类开展项目环评，设有固
定排污口的规模养殖场应依法
申请排污许可证。未依法环评
的规模养殖场，环保部门将予
以处罚。

大力发展种养循环农业，
重点支持在种养配套工程、粪
污高效处理、有机肥高效利用
等方面开展研发与推广应用。

鼓励建立受益者付费机制，保
障资源化利用第三方主体合理
收益。不断提高养殖场（小区）
沼气工程配套率，积极推进规
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及新农村综
合体、新村聚居点沼气集中供
气工程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沼
气发电上网，开展规模化生物
天然气项目试点示范。支持发
展以畜禽粪便为原料的商品有
机肥产业。

同时，明确各市州应于今
年底前制定并公布工作方案，
以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有机
肥还田利用、沼气和生物天然
气使用等指标为重点，建立绩
效评价考核制度，纳入地方政
府考核体系。

此外，履行环境保护、安全
生 产 职 责 情 况 将 作 为 重 要 参
考，纳入干部工作调研、领导班
子综合研判、干部考察的重要
内容。全省每年选择 10 个县
市区开展省级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县推进试点。 王小玲

四川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利用
到 2020 年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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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富阳湘溪村凭借好山、
好水、好空气，以原汁、原味、原生态为卖点，
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美
丽乡村”撬动“美丽经济”，在实现村庄华美
转身的同时，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美丽乡村+农事节庆
不断绽放旅游魅力

湘溪村生态环境优美，有食用竹笋、
杨梅等基地，还种植了猕猴桃、葡萄等水
果，拥有千年银杏树群等古树名木，村庄
一年四季皆景。

2007 年行政村规模调整，王金明当
选为合并后的湘溪村村支书，他通过宣传
发动群众，将全村力量统一到新农村建设
上来，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湘溪村先后投资 5000 多万元完成湘
溪溪流清淤、砌石整治工程 3公里，扩建和
硬化村道 20余公里，除险加固水库 6座，建
成林区道路10余公里，并实施石门岭森林公
园、新村委大楼、村史馆等几十项民生实事
工程。启动建设石门岭新农居点，投资1000
余万元建成集吃、住、疗养、乡村旅游会议接
待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为乡村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今，湘溪村已拥有完善的乡村旅游
基础设施，建有占地 100 余公顷的生态观

光园，并有千年古银杏、石门岭森林公园、
大桥潭休闲文化公园、云豹自然保护区等
各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还配有旅游集
散广场、观光旅游车等设施。

此外，湘溪村立足自身优势，连续多年
举办山乡节、杨梅节等农事节庆活动，把“千
年银杏洒落一地金黄、古道秋风小桥流水美
景”转化为湘溪旅游的特色标签。湘溪村还
与上海康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合作，推出
湘溪休闲度假游，目标瞄准杭州、上海等地
的游客。2016年，湘溪村接待各地游客两万
余人，实现旅游收入210万元，真正带旺了当
地的美丽经济。去年，湘溪上榜2016杭州·
浙西“十佳”旅游乡村（镇）。

精品民宿+特色美食
留住游客的心

2015 年，浙江著名民宿连锁店“又一
邨·青庭”湘溪店正式开门迎客。“又一邨·
青庭”为浙江民宿连锁“又一邨”旗下的高
端民宿品牌。住在“又一邨”，清晨起床后
推开木窗便是“出门无所见，满目白果园”
的浪漫美景。看银杏叶飞转飘零，如蝴蝶
般飞入游人们手中，坠入溪里，与锦鲤嬉
戏，尽是满目的惊喜和温馨。正因为有此
良好生态环境，“又一邨·青庭”湘溪店生
意兴隆，客户多来自上海、江苏等地。

除了“又一邨·青庭”，湘溪另一家民宿
“杭州湘水湾度假村”也别具特色。度假村
坐落在石门岭旅游集散地附近，毗邻湘溪村
水库，游客不仅能欣赏湖景，而且可以临湖
垂钓。度假村餐饮以农家土菜为特色，同时
内含KTV、休闲茶座等设施。

为了吸引游客留下来，湘溪村还开发
出了苦槠豆腐、油豆腐、珠粉丝等特色农
家土菜。在这里，餐桌上的蔬菜都是村里
人自己种的，野味则是山上打来的，就连
厨师也都是当地的“土厨”，保证了菜肴的
原汁原味。而这一切，正是住腻了钢筋水
泥的都市人所青睐的。

房车营地+3A级景区
全面拥抱美丽经济

今年 4 月 30 日，新登镇湘溪村房车基
地正式对外营业，标志着富阳区首个房车
基地一期工程完工。 这一房车基地位于
湘溪村王石门岭，毗邻苏东坡古道，南依
郁郁青山，西邻湘溪，东靠葡萄园，车窗外
野桃含笑、溪柳摇曳。

每辆房车面积约有 20 平方米，房车
分为卧室区域、厨房区域等，电视机、电冰
箱、空调、床位、沙发、卫生间和浴室等居
家必备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集“衣、食、
住、行”于一体。

住在这里，饮用和洗漱的水全部是经
过消毒处理的自来水；地下还特意建造了
化粪池和污水集中处理池来处理污水。
进入房车基地的路口，两侧安装了视频监
控设备，基地还将实现免费 WiFi全覆盖。

如今，村党委书记王金明联系了蓝狐
集团杭州房车俱乐部，以每年 15 万元的
租金将房车基地出租，让更加专业的人去
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在发展美丽经济上，湘溪村的脚步从
未停歇。利用村里闲置的老年公寓，王金
明正与浙江元墅洽谈合作事宜，计划发展
医养结合的大健康产业，既为村里带来更
好的医疗资源，也为美丽经济发展添砖
加瓦。

接下来，湘溪村将以创建国家 3A 级
旅游景区为目标，全面拥抱美丽经济，力
争实现年接待游客数量、旅游收入、村民
收入等大幅提升。

王金明说，只有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
丽经济，才能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才能让村民从绿水青山的“美丽”中获得
更多的幸福感。湘溪将一如既往地坚持

“环境建村、生态立村、旅游富村”的战略
定位，积极发展美丽经济，用活、用好湘溪
的美丽资源，把乡村旅游红红火火地发展
起来，让老百姓的钱袋子再鼓一点，幸福
感再强一点，日子再好一点。

本报讯 陕西省宝鸡市凤
县是环境保护部今年公布的全
国第一批 46 家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县之一。目前，当
地以此为载体，正在大力发展
生态经济，持续优化生态环境，
加快构建环境优美、产业繁荣、
城乡一体的绿色发展格局。

为实现生态立县战略，一
方面，当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以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带 动 经 济 转
型。整合、关停小型矿山，压缩
矿山开采规模，努力探索生态
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高
度 统 一 的 造 林 绿 化 模 式 ，将
25.8万亩坡耕地退耕还林。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以
提升 环 境 质 量 。 特 别 是 深 入
开 展 村 镇 环 境 治 理 ，要 求 镇
有 保 洁 管 理 队 伍 ，村 有 垃 圾
收 集 点 或 填 埋 点 ，配 备 垃 圾
箱、垃圾车等保洁设施，实现
生 活 垃 圾 处 理“户保洁、组收
集、村转运、镇处理”。

目前，凤县 9 个镇共新建
污水处理设施 45 处，还开设了
25 个垃圾兑换超市。村庄绿
化 率 达 到 38.5%，农 村 清 洁 能
源 使 用 率 达 到 55.5%，全 县 各
镇均荣获“国家生态镇”称号。

张革风张强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
宝应县围绕江苏省“263”专 项
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扎实推
进 生 态 建 设 各 项 行 动 ，生 态
宝 应 建 设 硕 果 累 累 。 今 年 1
月~11 月，宝应空气环境质量
达 到 二 级 标 准 以 上 天 数 为
285 天，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超
过 85% ，“ 宝 应 蓝 ”已 经 成 为
城市生态名片。

宝应始终把产业结构调整
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前
不久，宝应成功入选国家能源
局发布的全国光伏应用领跑基
地，未来将有一批新能源项目
陆续实施。同时，按照淘汰落
后产能要求，全力实施减煤、减
化 工 作 ，先 后 关 停 6 家 化 工
企业。

宝应良好的 生 态 环 境 还
得 益 于 持 续 开 展 的 绿 化 造 林
工 作 。 今 年 以 来 ，宝 应 以 江

淮 生 态 大 走 廊 建 设 为 契 机 ，
重 点 实 施 了 生 态 廊 道 、生 态
家园、林业结构调整、森林湿
地 恢 复 保 护 等 建 设 工 程 ，以
点 带 面 ，全 面 推 进 造 林 绿 化
工 作 ，实 现 经 济 效 益 和 生 态
效益双丰收。

此外，加大建筑工地扬尘
及油烟污染治理力度，成立综
合 执 法 小 组 ，全 力 开 展 城 区
建 筑 工 地 扬 尘 和 露 天 烧 烤 整
治 ，取 得 明 显 成 效 。 加 强 秸
秆 禁 烧 与 综 合 利 用 ，农 机 部
门 通 过 推 广 应 用 大 马 力 农 业
机 械 ，秸 秆 还 田 和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到 95% 以 上 ，全 县 秸 秆
禁 烧 卫 星 巡 查“ 零 火 点 ”，对
空气质量“零影响”。

未 来 ，宝 应 还 将 以 推 进
“263”专项行动 为 契 机 ，全 力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各 项 任
务，守护“宝应蓝”，擦亮宝应
生态名片。 梅友宽

“宝应蓝”成为城市生态名片
今年 1月~11月，宝应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过 85%

陕西凤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将 25.8万亩坡耕地退耕还林，村庄绿化率达到 38.5%

在 文 明 村 镇 创 建 过 程
中，浙江省安吉天荒坪镇余
村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引领下，从“卖
石头”到“卖风景”“卖文化”，
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曾经的余村，采过石灰
岩，办过水泥厂，溪流浑浊，
烟尘漫天。这些年来，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指引下，余村开始全力
整治村庄环境。

同时，开展“生态家规”
创建行动，让垃圾分类、环境
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2016
年 ，余 村 获 评 3A 级 旅 游 景
区，全村经济总收入 2.52 亿
元。 本报记者邓佳摄

抓实治污行动

破解垃圾处理“老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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