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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下，放眼望去，一幢幢整
齐干净的建筑笔直矗立在绿树掩映的
河涌旁，有人群熙攘的汽车商城，有造
型别致的文化场所，还有井然有序的物
流基地……这是记者近日走访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部分镇街的村级工业区
看到的情景。

几个月前，这些地方还到处充斥着
低矮、杂乱的厂房，如今在被关停的小
厂旧址上，现代化的建筑群落、整体园
区已初具规模。

这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个别先
行先试的村级工业区整治试点工作的
成果。通过管理提升、产业转型或景观
改造，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大沥镇、里
水镇等原来污水横流的村级工业区因
地制宜，探索了各自不同的出路，脏乱
差的老旧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年内全市要完成 100 个村级
工业区整治。”今年年初，佛山市环境保
护工作会议正式发出整治令，向长期游
离于有效监管外的村级工业园区“开
刀”。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村级工业
区整治行动又一次在佛山大地掀起。

去除“死角”净化环境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的工业发展模式成为佛山经
济腾飞的动力。小的几十亩、大的上千
亩，900 多个村级工业园区遍布全市五
区 33 个镇街。客观来说，这些工业园区曾
为佛山经济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经过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粗放式的管理使
得这些村级工业园区存在的问题日益明
显，成了佛山再次腾飞的阻碍。

有数据显示，目前佛山村级工业区
占工业用地近 80%，产出却只占工业总
产值的 20%左右。高投入、高能耗、高
污染带来的却是少得可怜的产出。

不仅如此，这些村级工业区往往也
是环境治理的“死角”，不少污染环境的
小企业、小作坊隐身其中，有的甚至与
居民区夹杂在一起，它们的生产给周边
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居民投诉
信访数量不断攀升。

要美化环境，使产业与环境得以和
谐发展，大量的村级工业区就必须改造
提升。为此，2014 年 10 月 9 日召开的佛
山市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明确，要将村级

工业园区全面整治提升任务作为佛山
下阶段环境整治的重点工作。

“ 村 级 工 业 区 的 环 境 整 治 迫 在 眉
睫。”随着时任佛山市常务副市长区邦
敏的一声令下，在短短的 3个月时间内，
佛山市环境保护局以佛山市环境保护
委员会（以下简称“佛山市环委会”）的
名义连发 3 个文件，要求全市开展村级
工业区摸底调查工作，并对村级工业区
的整治工作提出方向性意见、整治任务
及相关工作要求。

一村一策改造提升

对于佛山而言，村级工业区整治并
非新话题。

2014~2017 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工
作方案已明确把整治的“矛头”指向村
级工业园区，提出在对村级工业区进行
全面摸查的基础上，按照“谁受益、谁担
责”的原则，开展村级工业区的环境整
治试点工作。

佛山市狮山镇朗下村第一工业区
位于桃园西路以南、佛山一环以西，工
业区原有皮革厂 16 家。此前，由于工业
区邻近村民居住点，且不少企业存在高
耗能、低效益、重污染的情况，有村民怨
声载道。

如果要对污染皮革厂进行关停，将
减少村委会 40 多万元的收入，这几乎占

到了村委会每年收入的 1/3。要环境还
是保收益？朗下村委会也曾为此犯难。

最终，朗下村委会下定决心，联合
镇劳动部门及时调解劳动纠纷及实行
免租半年等方法，让企业主配合关停工
作。10 家企业关停，当地对其余保留发
展的 6 家企业进行了环保治理措施整治
提升，随后将利用便利的交通优势，引
进投资，建成大型仓储物流基地。

“通过改造，工业区内污水减排量
达到每月 1.8 万吨，粉尘及气味污染约
降低了 80%。”朗下村党总支书记杨志
成表示，改造后，朗下村第一工业区的
水质和空气质量都有明显改善，土地租
金从过去的约 1 万元每亩提升至 7 万多
元每亩，村集体收入也得到大幅提升。

大沥镇谢边村第一工业区也是试
点之一。据大沥镇环保办主任吴岳谦
介绍，这里关停了 35 家产能落后的污染
企业，利用位于广佛路起点及紧邻华南
汽车城的地理优势对产业招商做出了
新的尝试，引进了多家知名汽车 4S店。

“整治后这里的环保投诉少了。”吴
岳谦表示，整治改造后，为新引进的清
洁企业腾出了空间，新产业覆盖旧产
业，实现了产业换血。自改造提升以
后，谢边镇第一工业区涉及工业废水、
废气排放的企业在环保审批验收中通
过率达 100%。

而在里水河村的水道岸边，有几栋

“新奇”的大楼已经完成了外立面改造，
人们熟知的“蒙娜丽莎”形象呈现在墙
体上，各式的几何图案被“嵌入”了墙
体，这片曾经集聚了近 30 家电镀、喷涂
等落后产能的旧厂房随着改造工程不
断推进，“艺术河畔”的雏形渐渐形成。

“这些现代建筑都是在原有工业废
旧厂房基础上进行改造，并引入各具特
色的艺术元素，摇身一变，成了一处崭
新的休闲娱乐艺术场所。”里水河村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摸清底数扎实推进

“摸底调查是村级工业区整治的第
一步。各镇街对存在于集体建设用地
内的工业企业展开全面排查，建立工业
企业名录和基础环保档案，尤其要掌握
企业物业租赁关系，对于村内物业经过
层层转租的，要求租赁方层层备案，清
晰掌握物业权利义务及各方关系。”佛
山市环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5 年 1 月 22 日，根据佛山市环委
会印发的《关于开展 2015 年佛山市村级
工业区“一村一策”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相关整治
方案编制大纲内容要求，各区要在今年
优先整治提升一批环境敏感、环境问题
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村级工业区，全
市共要完成 100 个村级工业区的整治提
升工作，将对 3 类企业坚决取缔并且明
年将继续进行百村整治。

“无牌无证企业，不符合现有国家
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准入要求、采用国
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设备和工艺的工业
企业，长期违法排污、环境风险高、污染
治理无望的企业都要进行全面取缔。”
这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在取缔一批不符合规定的
老旧企业的同时，针对新入园区的村级
企业，此次也有了严格的规定：进入村
级建设用地的新、改、扩建项目，必须符
合产业政策和用地政策，实行严格的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对没有通过环评审批
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动工建设。

“村级工业区整治历来被认为是老
大难的问题，南海区村级工业区整治的
开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行样本。接
下来要坚持‘摸清底数、清单成册、标示
上图、村前公示、动态管理、群众监督’
的工作思路，一步一步推进，一项一项
突破。”区邦敏表示。

佛山大力开展百村工业区整治

树掩水道 美留岸边
为清洁企业腾出空间，新旧产业实现换血

◆本报通讯员丁媚英

一条条灌溉渠道纵横田野，一片片
农作物绿意盎然，一座座温室蔬菜大棚
喜获丰收……如今，走近安徽省合肥市
蜀山区小庙镇农村，处处能感受到农田
水利建设带来的勃勃生机。

蜀山区位于合肥市区西南部，江淮
分水岭由西南向东北横贯北部，北部农
村人口多，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水旱
灾害频繁发生，旱灾尤为突出。

为改善农村水利环境，蜀山区坚持
水利兴农、以水惠民，以积极实施小型水
利改造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民生工程为
突破口，大力加强生态水利建设，为农村
居民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大水漫灌”一去不返

走进小庙镇枣林村，可以看到一条
条水泥砌成的小渠纵横交织，像铺设在
田间的一张网。这种水渠为预制的 U
型槽，具有造价较低，安装方便，施工快
速，且占地面积小等优点。

“以前，土渠放水要六七个小时水才
能到田，现在只要两个小时，水就能到田
了，而且中途还没有跑漏损失，既节约了
时间，更节约了水量。”枣林村村民张松
林告诉记者。

“现在大水漫灌的现象一去不复返
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改变了原来浪
费耕地、浪费水资源的传统土渠灌溉方
式，既节约灌溉用水，又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小庙镇水利站工作人员说。

这只是小庙镇加快小型农田水利改
造提升民生工程建设的一个缩影。

2014 年以来，蜀山区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除险加固小
水库 3 座、扩挖塘坝 172 口、清淤沟河 7
条、更新改造小型泵站 260 千瓦、加固新
建小水闸 3 座、改造灌排末级渠系 1.5 万
亩，农田灌溉条件进一步改善，全年新增
有效灌溉面积 1.04 万亩；发展节水灌溉

面积 2.54万亩。
蜀山区农林水务局水务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今年，蜀山区在去年大力加强
农田水利工程改造提升工程的基础上，
将重点围绕小水库、小塘坝、小泵站、小
水闸、小河沟、中小灌区等‘六小水利’工
程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的
作用和效益，确保每年新增有效灌溉面
积 1 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1 万亩。到
2017 年，全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9
万亩。”

据悉，2015 年蜀山区将继续加大小
型水利改造提升民生工程实施力度，完
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1 座、小型泵站更
新改造 450 千瓦、小型水闸加固新建 11
座、塘坝清淤挖扩 86 处、河沟清淤整治
12条、末级农田灌溉渠系建设 0.2万亩。

“喝水要挑”已成过去

“以前喝水要挑，现在水龙头一拧水
就来了，要不是国家给我们接来了自来
水，恐怕我们还在挑水喝哟！”家住南岗
镇梁墩村的李奶奶边说边高兴地拧开水
龙头让记者看。

2008 年以前，梁墩村、鸡鸣村是南
岗镇唯一没有用上自来水的村，村民饮
水靠打地下井水或者去较远的水塘挑水
饮用，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使村民喝上放心安全的自来
水，2008 年蜀山区启动农村安全饮水工
程民生项目，投入资金约 264 万元，修建
输送供水主管网 23.032 公里，为南岗镇
梁墩、鸡鸣两个行政村 48 个村民组输送
洁净水源，受益群众达 4851 人。

2013 年 9 月，根据区划调整，小庙镇
纳入蜀山区，也成为最后一个没有实现
安饮水全覆盖的镇，村民们都是在自家
院子里凿井挑水喝，部分家庭困难的村
民不得不去邻居家挑水。

“以前没有修路时，遇到下雪下雨，
地面湿滑，靠挑水更是困难。”村民告诉
记者。此外，地下井水不是苦咸水就是

污染水，生活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不达
标，都成为村民们心头上的一桩忧心事。

蜀山区农林水务局的领导看在眼
中，急在心里。多次下镇调研，测算工程
资金，并积极主动向与省市有关部门汇
报小庙镇饮水困难的实际问题。

2015 年，蜀山区小庙镇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被列入省级民生工程项目计划
中，争取到省级计划 1150.5 万元资金，新
建两个增压站和铺设管道 62400 米，同
时为增压站厂区建设配套工程供水泵
站、清水池、消毒间、管理房及厂区围墙、
道路等附属设施，工程将于 2015 年 8 月
底全部完成，届时将解决 14 个社区（行
政村），受益群众达 23010 人。

“景观水利”打造亮点

为全力推进农田水利建设更加科学
化、生态化、惠民化，蜀山区在加强水利
建设、改善农水环境和质量时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尊重生态法则，将生态用
水列入水资源开发、利用和配置方案中，
抢救和保护湿地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湿
地生物多样性。

同时，蜀山区以实施水生态环境保
护与修复为抓手，以水利风景区建设为
重要载体，不断打造生态水利、景观水利
新亮点，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发展。把水利工程与城乡环境融为
一体，大力发展生态水利，实现人水相亲。

据了解，2014 蜀山区财政投入水利
建设资金 1118.5 万元。主要涉及小庙镇
21 个行政村及 4 个社区和南岗镇 1 个行
政村的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3 座、更新改
造小型泵站260千瓦、加固新建小型水闸3
座、清淤扩挖塘坝172口、清淤整治农村河
沟7条、改造灌区末级渠系1.5万亩。

此外，已建好的水库、河道、水闸、沟
渠等水利工程的周边都进行了绿化，实
现“水库有荫、河道见绿、水闸现景、沟渠
如茵”，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及农业生
产条件。

合肥市蜀山区坚持水利兴农以水惠民

生态水利引清流

本报记者孙秀英海口报道 记者
日前从海南省海口市农业局获悉，为
强化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海口实行

“谁种植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质
量追溯监管模式。日前已建成 10 个
瓜果菜质量可追溯示范点，实现了

“生产有记录、流向可追溯、责任可界
定 ”。 据 悉 ，一 季 度 检 测 冬 季 瓜 菜
9.85万份，合格率 99.8%。

海口市农业局局长林劲说：“目
前海口已初步构建以市农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为龙头，以区、镇、村质量安
全监测站为基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检测体系，实施属地管理责任
制、例行监测巡查监督制、台账追溯
制、投诉举报制、品牌认定制等六大
监管长效机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
施全程监控。”

据悉，海口市专门安排了 116 万
元采购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流动车，
充实 4 个区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流
动服务站；安排资金 1380 万元，新建
灵山、大致坡、云龙、红旗、龙泉、东山

等 23 个瓜菜主产镇农产品质量安全
服务监管机构；全力推进245个村委会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建设，以提升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的能力和水平。

据介绍，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
一村委会和琼山区大坡镇山头仔村
还率先在全国试点建成瓜菜质量追
溯监管平台，实现对分散农户种植的
产品进行质量追溯，并在农产品主要
基地建立了生产记录，覆盖面积达 1
万多亩。

此外，海口将检测发证作为奖励
条件之一，目前已将冬季瓜菜品种、
收购点 100%纳入监测范围，每天组
织 500多名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人员到瓜菜生产基地、收购点进行抽样
检测，还在秀英港码头设立检测点，加
强对出岛冬季瓜菜的检测把关。

“经检测合格的，签发合格报告
单后才允许收购和调运出岛，不合格
的产品一律就地销毁。”海口市农业
局质量安全监管和市场信息处有关
负责人说。

三农天地

生产有记录责任可界定

海口追溯监管农产品质量

注重乡风文明突出文化内涵

“江苏最美乡村”推选启动
本报记者李莉南京报道 为集

中展示江苏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第三
届“江苏最美乡村”推选活动日前正
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推选活动将分为推
荐申报、网络展示、材料审核、实地考
察 、研 究 确 定 、宣 传 推 介 等 几 个 阶
段。凡在全省美丽乡村建设中具有
示范作用，且符合发展之美、环境之
美、风尚之美、人文之美、秩序之美等
基本条件的行政村均可申报。

此外，为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推
选，推选活动还将组织开展“晒乡景、
传乡风”活动，通过网络、手机客户端
等方式对申报村进行集中展示，各地
群众参与情况将作为推选依据之一。

据了解，为推动最美乡村创建制
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江苏还制定出
台了《江苏最美乡村测评体系》。测
评体系主要强调发展之美、环境之
美、风尚之美、人文之美、秩序之美全
面协调发展，扭转了过去美丽乡村建
设中重“硬件”轻“软件”的现象，并注
重乡风文明，更加突出道德文化内涵。

同时，江苏省注重发挥群众主体
地位，把村民满意度和认可度作为重
要衡量标准；注重分类指导，所设的
五大类 22 条指标，既有“硬杠杠”指
标，又有“动态提升”指标，既有“普适
性”，又有“差异化”指标，有利于引导
各地在创建中因地制宜、因村制宜，
打造各具特色的最美乡村。

环节全程跟踪样品精确定位

冠县排查水源地环境状况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李娜

刘磊冠县报道 为确保群众饮用水安
全，山东省冠县环保局日前组织县环
境监察大队、监测站等单位，对辖区
各乡镇（街道）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周
边污染源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掌握
水源地水质状况及变化趋势，为日后
水源安全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据了解，此次调查监测的对象为
县城城区及各乡镇（街道）30 余处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调查内容包括
水源地方圆 50 米以内是否有污水排
放口，500 米以内是否有化工、食品
加工、规模化畜禽养殖等污染源。

为确保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准确
性和可比性，冠县环保局对此次监测
的点位设定、样品采集和保存、实验
室数据分析等环节进行全程跟踪；对
水源地水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
提供详细的监测报告；对存在一定污
染风险的企业，制定限期整改措施。

此外，为便于日后监管，工作人
员使用 GPS 手持定位仪对水源地取
水口进行了精确定位。

调查中，工作人员还与驻地乡镇
（街道）、供水中心、水源地周边群众
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座谈，并将有关
资料进行登记备案和造册。

投向科学合理监管规范严格

合阳整合资金支持三农发展

◆张黎明孙雨静 筱威

本报通讯员雷军红合阳报道 记
者近日了解到，陕西省合阳县每年整
合各类财政涉农资金 5000 万元，重
点支持精准扶贫开发、美丽乡村建设
和现代农业园区发展。涉及水、电、
路、讯等技术强的基础设施项目，流
域治理或生态治理项目，要按项目招
标管理办法进行招标。

据悉，今年合阳县通过建立“决
策民主严谨、投向科学合理、监管规
范严格、运行有序高效”的涉农资金
运管机制，集中财力办大事，促进农
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

实行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监
督是合阳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提高
行政效能，增强资源配置合理性的重
要措施。《合阳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加快推进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和现代
农业园区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提
出，通过建立项目公示、工程招标、集
中采购、项目合同、工程监理、资金报
账、绩效考评五项制度，为涉农资金
整合新政保驾护航。以“统筹安排、

细化项目、健全项目库据、完善协商、
依法监管”为抓手，采取规划整合、板
块整合、区域整合、项目整合的方式，
构建多元投入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
项目和资金的使用效益。

自 2012~2013 年以来，全县累计
投资 2600 万元，配备了 26554个 30L
户用垃圾桶，240套分类垃圾桶，26辆
农用垃圾车，138套组用密闭式垃圾转
运箱、37辆小型勾臂式垃圾转运车、手
推垃圾车20辆等，共有19884户78650
人从中受益。

据悉，合阳是陕西省政府确定的
2012~2014 年 农 村 环 境 连 片 整 治 示
范县，全县 9个镇 91个村纳入整治范
围。中央财政在 3年内向合阳县投入
专项资金2200万元。其中每年由中央
拨付农村环保专项资金300万元，市县
政府配套、群众自筹300万元。

据介绍，今年是合阳实施农村环
境连片整治的最后一年，陕西省财政
厅、环保厅目前已拨付1816万元，支持
合阳2014年7镇38村环境连片治理。

本报讯“ 别 小 看 我 这 些 石
旮旯里的油茶，明年挂果后，都是
宝贝疙瘩。”近日，看着生长茂盛
的 200余亩油茶，贵州省岑巩县大
有镇木召村村民杨刚高兴地说，石
漠化治理扶贫项目的扶持让昔日
的“不毛地”成了现在的“花果山”。

像杨刚一样，岑巩县思阳镇岑
丰村的龙家松在林业部门技术员
的指导下通过石漠化治理项目，种
植翠红李100余亩，3年进入盛果期
后果园年可创收近50万元。

几年来，岑巩县在石漠化治
理工程中，科学地编制了《滇桂黔
石漠化连片特困地区贵州黔东南
分区岑巩县区域经济发展与扶贫
攻坚实施规划（2011~2020）》，并
通过了省、州审核。采取政府引
导和项目扶持方式，把退耕还林、
财政扶贫开发、日元贷款、油茶生
产等项目有机整合，将资金捆绑
使用，推进了石漠化治理工程的
实施，以石漠化重灾区的大有、凯
本、天马等乡镇为中心，以点带
面，向边远山区逐步扩散。对治
理区域进行封山育林、人工造林
和种植牧草，以大力发展以油茶、
茶叶、楠竹、精品水果等经济林建
设为主，对适宜养殖的区域，组织
群众种植牧草发展养殖业。

据悉，近三年来，岑巩整合项
目完成投资近 3000 万元，治理石
漠化面积 45.49 平方公里，完成封
山育林 130 万亩。通过生态扶贫
让石漠化治理“点石成金”，新增
思州柚、油茶等经果林种植面积
近 6 万亩，每年农户从经果林、养
殖实现增收 5000 万元以上，惠及
两万余农户。 张能秋

岑巩以生态扶贫
推行石漠化治理

昔日不毛地
变身花果山

佛山市南海区朗下村将曾经的村级工业区改造成现代物流基地。 欧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