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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家园”
江苏村庄治水忙 重塑江南鱼米乡

◆本报记者李莉

“以前我们村屋前屋后垃
圾遍地，沟渠污水到处都是，一
到夏天还会产生臭味。现在好
了，政府投资的污水处理站接通
了管网，垃圾集中处理，大小沟
渠水清了，鱼多了，环境也美了，
水产养殖户还能放心养殖。”走
在江苏省泗洪县临淮镇骈台村
的河道旁，村支部书记吕聪指着
洁净的水面告诉记者。

“ 今 年 夏 天 不 用 再 闻 臭 味
了。”在泗洪县石集乡新梁河上，
挖掘机一字排开，清淤、挖土、平
整坡面、堆土，长臂屈伸一片繁
忙。泗洪正在实施“百河千渠环
境整治连通工程”，这样的场景
遍布全县 23 个乡镇的河道、沟
渠、河塘。这一切的改变得益于
江苏自 2010 年以来，在国家“以
奖促治”政策带动下，积极开展
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试点工作。

烈日下，石集乡水务站站长
田野抹了一把额头的汗，他告诉
记者：春节过后，工程就进入实
施阶段。仅仅一个多月，河道展
露新颜。为保障长效管控，县里
规定乡镇、村居为农村河道管护
责任主体，落实管护人员，进行
考核奖补，要求对整治完成的沟
河渠道植草栽树，疏浚后的河道
不排污水、不乱搭滥建等。

泗洪县委书记王晓东说，今
年年初泗洪启动了“百河千渠环
境整治连通工程”，疏浚 11 条县

级 河 道 、160 条 乡 级 河 道 、4171
条中小沟渠，建设配套桥涵等建
筑物约 2100 座，通过工程建设
和规范管理，实现农村水系“互
通互联、引排顺畅、水清岸绿、生
态良好”的目标。此外，泗洪同
步推进造林绿化工程、美丽乡村
建设工程、镇村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工程和退渔还湿工程，作为绿
水青山专项行动“五大工程”。

泗洪的转变是江苏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的一个缩影。据统
计 ，截 至 目 前 ，江 苏 共 投 入 近
100 亿 元 ，在 9500 多 个 村 庄 开
展 村 庄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生 活 垃
圾 收 集 转 运 体 系 建 设 、非 规模
化畜禽粪污污染治理和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近 2300 万农民群
众因此受益。

环境治理好了，老百姓由衷
地高兴。在孙园镇，菜农们正忙
着给蔬菜种植基地的黄瓜苗浇
水。“现在死水变活水，不愁种不
好菜啦。”菜农张大伟笑得合不
拢嘴。

江苏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中，紧紧扣住“缺乏必要的治污
设施”这一最突出短板，始终将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作 为“ 重 头
戏”。2013 年以来，江苏共建成
农村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6000 多
套（含户用净化槽 2000 套），铺
设污水管网约 1.2 万多公里，建
设化粪池 1.37 万座；建成垃圾中

转站 169 座、垃圾收运点 1800 余
座、小垃圾房 4.8 万座；购置垃圾
转运车 3012 辆、吸粪车 56 辆、渗
滤液车 33 辆；建成非规模化畜
禽粪污处置中心 11 座、蓄粪池
3390 座。这些设施的投用，有效
解决了村庄生活污水乱排和生
活垃圾乱丢乱放问题，村庄人居
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江苏调查总队对全省 55 个
县（市、区）251 个村 1521 户农户
调查的结果显示：90.7%的受访
农户对当前生活环境表示满意，
其中 49.3%的农户非常满意。

在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
河边杨柳依依，村庄粉墙黛瓦，
映衬着蓝天绿水之中。村民感
慨连连：“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
美丽家园。”

目前，江宁区基本建成西部
430平方公里美丽乡村示范区，全
区美丽乡村覆盖率达 47%。创新
整体推进模式，以资源科学配置为
切入点，大力实施“园街联动、城乡
一体”行动战略，全力推进园街产
业布局、资源保护、环境建设和功
能配套，全面实施环境设施区域一
体化。并以点亮、线畅、面美为目
标，逐步延伸，扩大区域，达到片片
相连、整体改善，实现区域行政村
整治全覆盖、示范片区自然村整治
全覆盖，形成了东部秦淮河流域整
治示范片区、西部长江流域整治
示范片区。

夏日傍晚，三三两两的垂钓
者聚集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瓦口洋，这里青山如黛，白鹭翩
飞。村民岑国祥说：“没想到，这
样的场景 20多年后又回来了。”

20 多年来，瓦口洋上游及周
边 有 2500 家 养 猪 场 ，再 加 上 沿
线两万多居民的生活垃圾和生
活 污 水 ，这 里 成 了 藏 污 纳 垢 之
地，水黑如墨。去年 2 月，一场
治污战在此打响。仅仅数月后，
瓦口洋重现一溪绿水，成为福建
治污战成功的缩影。

福 建 省 河 流 众 多 ，水 系 密
布，水质状况总体良好，但一些
小流域污染不容忽视。作为大
江大河的毛细血管，小流域不仅
关系到全省主要河流水质好坏，
也承载着百姓的殷殷期盼和浓
浓乡愁。

“小河水净才有大河清。小
流域就像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堵
了、脏了，整个流域大血管清洁
通畅就难以实现。”省政府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省级财政每
年 5 亿元的小流域“以奖促治”
专项资金，带动市、县级财政投
资不低于 20 亿元，重点实施溪
流 沟 池 治 理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工程，
构建“有专人负责、有监测设施、
有考核办法、有长效机制”的河
流 管 理 新 机 制 ，在 小 流 域 新 增
636个水质监测断面。

臭气扰民、污水横流，畜禽
养殖污染一直是小流域治理的

“ 老 大 难 ”，也 是 百 姓 投 诉 的 热

点 。 福 建 以 责 促 治 ，强 化 环 保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对水
质持续恶化、不升反降的，将按
照 有 关 规 定 进 行 问 责 。 以 流
域 水 质 论 英 雄，倒逼各地追根
觅源，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精细化
施治。

福建生猪养殖重点区域南
平 市 延 平 区 ，年 出 栏 生 猪 上 百
万头。然而，由于养殖分散，污
水 处 理 不 达 标 ，部 分 河 流 污 染
严重。南平市委市政府向省委
省 政 府 签 订 环 保 目 标 责 任 书 ，
立下“军令状”，承诺落实“党政
同 责 、一 岗 双 责 ”，确 保 水 环 境
质 量 只 能 变 好 ，不 能 变 坏 。 随
后 ，近 200 名 干 部 奔 赴 治 污 一
线 ，向 畜 禽 养 殖 污 染 宣 战 。 延
平区拆除、关闭养殖场 5722 家，
削 减 生 猪 存 栏 数 310.4 万 头 ，
5722 户 退 养 户 转 产 转 业 ，已 完
成 5224 户，占总量的 91.3%。目
前 ，延 平 辖 区 流 域 水 质 持 续 向
好，20 条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
昔日多个养猪村成为“无猪村”，
母亲河开始回归清澈。

“整治前，在延平区要想找
到干净一点的小流域，难。有些
小流域水是黑糊状的，流都流不
动。现在想看到黑臭的小流域，
不容易。”前来南平调研的专家
中肯地表示，南平小流域改观真
大，创下全省畜禽污染集中整治
时间最短、力度最大、成效最显
著的战绩。

为改变小流域治理单靠政
府 部 门 孤 军 作 战 的 传 统 模 式 ，

2016 年 以 来 ，三 明 市 政 府 开 展
“企业认领、认治、认捐”,选取 14
条水质 III 类以下的小流域，由
排污量大、治理水平高的企业认
领管护，参与河道清理、流域保
护。“认领、认治”推动三明相关
企业至今已投入 1.3 亿元，专项
用于治污。2017 年，在福建公布
的 96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中，三
明市占了 12 席。如今，青山古
树与绿水新村相映、古厝小桥与
文化大院相伴，这样的场景在三
明的美丽乡村中让人目不暇接。

告别污染，迎来富美天地。
厦门市推进海沧区过芸溪小流
域综合治理，促进流域治理、生
态农业、景观改造和人居环境改
善相结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共赢。莆田市
通过生态治水，打造多样性水流
生态及水岸景观，将小流域与美
丽乡村紧紧联在一起。

小流域整治也带动了乡村
转型发展。在炉下镇瓦口村退
养户林昌天的全自动化高科技
大棚里，一朵朵竹荪雪白可爱。

“这个大棚一亩投入要 20 多万
元，全部生产绿色食品。”这样的
大棚，包括建好的和在建的共 40
亩，都建在原来的猪场上。“作为
一个养猪大户，既然转产就要转
向符合时代潮流的绿色产业上
来。这里紧邻瓦口洋，据说瓦口
洋湿地公园正在规划中，将来会
吸引很多人前来观光旅游，建设
休闲农业观光园大有前景。”林
昌天信心满满。

如今，江苏的农村环境面貌正发生着天翻地
覆的变化。让乡村更美丽，让人民更幸福，持续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统筹城乡生态环境保护，江
苏正为书写“美丽中国”篇章增添更多靓丽色彩。

青山如黛白鹭飞 小桥流水村落美
福建精雕细刻让小流域换了景象

◆本报记者魏然

为了打好治污攻坚战，福建省继率先出
台地方“水十条”打通治水“大动脉”后，将流
域整治“触角”伸向小流域，目前已有60条小

流域摘掉劣Ⅴ类“黑臭水体”帽子。还给老百
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留住美丽乡
愁。建设美丽乡村，福建在行动。

这里是青溪古镇。
从全木质的阴平廊桥步入青溪古镇，桥下青竹

江流水潺潺。河道旁，金黄的枇杷已经挂满了枝
头。“我们去年对这一区域完成了环境整治，此前河
道边布满牛羊圈舍，不仅气味难闻，污水还直排河
道，一江清水因此受到了污染。”广元市青川县环保
局副局长严正告诉记者，“2015 年，古镇里的污水通
过铺设好的管道接入日处理 300 吨的污水处理厂，
全部达标排放。”

青溪古镇古城墙用糯米灰浆镶砌石条和大砖，
内夯土石，东西北三门各建有半园形外城墙，也称

“瓮城”，内外城门洞全以石条镶拱。内城门上建有
距地四丈五的重檐城楼，戌守嘹望，边陲雄姿尽收眼
底。从唐家河引入的溪水沿古镇循环顺势而下。溪
水两侧，各类绿植自然生长，绣球、月季等五颜六色
的花朵竞相开放。“顺流而下的溪水，可以直接用于
灌溉。”景区讲解员李金苡说，“这是汶川地震后浙江
援建我们青川的时候专门设计的。”

阴平村因三国邓艾偷渡阴平，阴平古道穿境而
得名，是青川县重要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先后被评为
全国文明村、生态文明示范村和四川省文明村等。
在阴平村，住在青瓦房、白粉墙、木栏、雕花窗的川北
特色民居中，庭院瓜果飘香，随手可采摘品尝。村内
一条青砖铺成的“温州路”曲径通幽，一幢幢川北民
居古朴舒适。

“从前养兔、养猪、养蚕，还种水稻、麦子，孩子上
大 学 ，我 们 夫 妻 俩 一 年 辛 苦 下 来 ，也 挣 不 了 多 少
钱。”阴平村村民闫恩华说。2007 年，闫恩华和丈夫
在政策支持下，成为了阴平村首批开设农家乐的村
民之一。“去年纯收入有五六十万元左右，粮食不种
了，现在就种些蔬菜，”闫恩华说，“旺季时，请人来帮
忙，自己不会很辛苦。”17 间客房，旺季都是满房。
闫恩华说，一位来自遂宁的客人前两天刚把 17 间客
房全部预订了。

2008 年，汶川地震后 52 天，浙江温州援建指挥
部进驻阴平村，以最快的速度编制完成了《阴平生态
示范村建设规划》，将乡村旅游发展与灾后恢复重建
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地方特色文化
相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相
继建成了村庄内生态庭院、阴平文化广场及生态停
车场、乡村观光设施等。温州市援建指挥部还进行
产业援助，指导和规划了产业发展类项目 16 个，总
投资额 2000 多万元。比如引进温州甜玉米，帮助阴
平村发展生态产业园。

阴平村背靠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这里有着优美
的生态田园风光，有小桥、流水、花草香的原生态景
观，有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原
生态农家生活。阴平村仅闫家坝一处就已经有 103
家农家乐，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量”不重要，环境质量才重要。李金苡告诉记
者，为了保证优美环境，村里成立了管委会，对每一
家农家乐随时检查，评定星级，并在村口公布排名。

“村民早上可以忘记洗脸，但肯定忘不了把院落打扫
干净。”李金苡笑道。

乡村旅游，靠简单的“复制”“粘贴”已经难以奏
效。因地制宜、不断提质，青溪古镇走出了一条独特的
生态之路，最终实现了环境优美和富民惠民的“双赢”。

青溪镇党委书记杨金军给出了一组数据：2017
年，全镇接待游客 120 万人次，旅游收入 3.56 亿元，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5603 元。“小花园、房前屋
后栽果树、条条村道通农家”，青溪实现了绿色崛起。

青溪镇的发展并不是个例。在建设中国生态康
养旅游名市这一目标引领下，广元市许多村庄正在
把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同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相
结合，促使民居变客房、村庄变景区，促使“农文旅环”
深度融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致富，建设美丽乡村。

四川省广元市青溪古
镇素有“川北门户、西蜀咽
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
之地、商贾云集之处，自三
国诸葛亮督参军廖化屯田
戍守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
历史。古镇现保存有完整
的明代城格局和川北明清

建筑群系，坐拥国家4A级
自然保护区唐家河、国家
4A级旅游景区青溪古城、
省级风景名胜区阴平古道，
为四川首批省级特色小
镇。那么，“特色镇”如何打
好生态牌？记者近日到小
镇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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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江
苏省吴江区
同里镇北联
新农村。

图 为 经
过 小 流 域 整
治 后 ，福 建
省 的 乡 村 秀
美景象。

图为四
川省广元市
青溪古镇的
静谧之景。

图为江
苏省宜兴市
新庄街道澄
渎村。

乡村是中国的根，炊烟袅
袅的农村风光，把酒话桑麻的
和乐景象，牵动着多少人的乡
愁记忆。

让农村人居环境“留得住
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关
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福祉、

农村社会的文明和谐。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始终
把这一工作当做建设美丽乡
村、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
来抓。

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生
态宜居的环境。只有保护好

自然环境与人文风貌，才能
使村庄形态、自然环境、人文
风情和产业发展相得益彰，
让乡村走上高质量发展之
路。良好的人居环境，不仅
是广大农民的殷切期望，也
是他们幸福感和获得感的直
接体现。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
乡村，要推动农村绿色发展。

要坚持生态优先，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加大农村生态保护力
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把绿色低碳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特征，使良好的生
态环境成为惠及民生的福
祉。有美丽乡村，才有美丽中
国。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让美丽乡村成为宜居宜业的
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