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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是陕西省安康市人民的母亲
河，也是国家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 程 重
要的水源涵养区。安康市始终把汉
江水质保护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 年 来 ，为 解 决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直 排
河 流 问 题 ，安 康 市 进 行 了 积极的努
力和科技创新，一种占地较少、运行简
单、处理效果显著的微动力污水处理
系统日前正在安康市农村各集镇逐步
推广。

地上绿化 地下处理

生活污水经管道流入人工
湿地

在安康市汉滨区老庄村，一处用
白色木格栅圈起约 200 平方米的绿化
地格外显眼，地面上长满美人蕉、菖蒲
等绿色植物，如果不是格栅外竖立的

“老庄村生活污水处理 3 号池”的标
牌，笔者怎么也无法把这里和污水处
理联想到一起。

标牌上还清楚地写明，污水站的
处 理 模 式 为 ：微 动 力 处 理 + 人 工 湿
地。从这一污水站出来的水直接流入
了汉江的二级支流付家河，污水处理
站的所有设施都埋在地下。

为了展示微动力污水处理系统的
效果，汉滨区 环 保 局 局 长 沈 海 燕 现
场从污水站进水口和出水口取了水
样 放 在 一 起 比 较 ，进 水 口 的 水 质 浑
浊 不 堪 ，而 经 过 微 动 力 系 统 处 理 完
以 后 的水看起来清澈透明，闻起来也
没有异味。

“现在许多人对于生活污水微动
力人工生态湿地处理工艺还不是太了
解，其实这样的方法就是将生活污水
在管道的导引下，经过格栅井、厌氧
池、好氧池后流到人工湿地，即美人蕉
等植物的根系下面。污水中的富营养
分子经过砾石层层过滤之后，最终由
美人蕉等植物吸收，经过一系列程序，
生活污水就能够达标排放了。”沈海燕
解释说。

根据安康市环境监测站的监测结
果，老庄村污水站的出水水质完全达
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
准，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
的去除率均能达到 80%以上。

据了解，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整体投
资不到 40 万 元 ，每 天 可 以 处 理 生 活 污
水 120 吨，将老庄村 225 户、997 人每天
产 生 的 生 活 污 水 全 都 收 纳 了 进 来 。
类 似 这 样 的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站 ，汉
滨区目前已经建成投运 3 个，还有 4 个正
在建。

老庄村一位姓罗的村民喜滋滋地
说：“自从村里有了污水处理站后，我们
的生活污水也像城里一样直接进了下
水 道 ，再 不 再 像 以 前 那 样 各 挖各的地
沟，各倒各的脏水了，河道里的环境卫生
好多了。”

因地制宜 化解难题

动力消耗低、操作运行稳定、
维护方便

陕西安康市辖区内多为山地，农村
的居民居住的也比较分散，生活污水的
处理一直是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道难
题。陕南移民搬迁工程开展以来，大批
沿河集镇村庄的出现，让这一难题更加
凸显，直排汉江支流的农村生活污水如
果长期得不到治理，对南水北调中线水

源水质也构成了巨大隐患。
“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是农村居民日

常生活产生的餐厨污水、洗涤污水、卫厕
污水，污水成分与城镇生活污水比相对
简单。”安康市人大环资委主任童兆阳介
绍说，“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模式，虽然技
术工艺方面更先进，运行更稳定可靠，处
理效果更好，但受管网建设、污水处理厂
建设、后期运行这 3 方面成本高的制约，
在农村，尤其是安康这种山地为主的地
区不太适合。”

为了有效解决农村生活污水问题，
保护汉江水质，安康市号召各职能部门
及区县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学习、取经，最
终，在 10 多种处理工艺中，选择了微动
力污水处理系统这一模式在全市逐步试
点推广。

在安康市镇坪县上竹镇，一个占地
仅 100 平方米左右的微动力污水处理站
即将投运，这已经是镇坪县试点的第二
个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总投资 14 万
元左右，设计日处理污水 30 吨，能收纳
周边 100多户居民的生活污水。

镇坪县环保局副局长欧强光介绍
说：“像这样的污水站投运后，每吨水的
处理成本大概只有两毛五左右。”欧强
光还详细讲述了微动力污水处理系统的
主要优点。

据了解，安康市目前采用的这种微
动力污水处理系统也叫地埋式一体化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它是一种模块化的高
效污水生物处理设备，其以生物膜为净
化主体的污水生物处理系统，充分发挥
了厌氧生物滤池、接触氧化床等生物膜
反应器具有的生物密度大、耐污能力强、
动力消耗低、操作运行稳定、维护方便的
特点。

作为最新的水处理产品，可将设备
埋入地下，上方地表可作为绿化或其他
用地，不受季节影响，不需要建房及采暖
和保温，全自动电气控制，平时不需要专
人管理，无污泥回流，噪声小、无异味、成
本低、寿命长、占地面积小、处理效果好，
非常适合山区农村集镇使用。

安康市接下来还将继续以农村环境
连片整治综合整治为抓手，强化农村地
区水污染防治，按照因地制宜、经济实
用、连片治理的原则，分类分批推进微动
力污水处理系统的普及。到 2015 年年
底，全市范围内 18 个村镇的农村污水处
理项目都要启动 ，届时也将会成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水质的有力保障。

本报讯 陕西省关中地区林业治
污减霾“两个百万亩”建设，提前超额
完成目标任务，其中，“百万亩森林”
建设完成 119.89 万亩，超额完成 13
万亩；“百万亩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
完成 120万亩，超额完成 20万亩。

2013 年，陕西省出台了《关中城
市群治污减霾林业三年行动方案》，
按照“清肺、强肾、治癌”的思路，用 3
年时间，打造“两轴、三带、五核、多
点”的平原森林布局（即连霍高速绿
色轴、渭河生态景观轴，渭北台塬生
态经济型水土保持林带、秦岭北麓浅
山区水源涵养林带、黄河沿岸防护林
带，宝鸡、咸阳、西安、铜川、渭南 5 个
关中核心城市绿色空间，杨凌区、韩
城市及 54 个县城点状绿色空间），建
设 106.89 万亩森林，完成关中地区湿
地保护与恢复 100万亩。

在“百万亩森林”建设中，陕西省
着力把平原绿化与开发区、城市组团
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形成“县城周
边千亩片林点缀，市级城区万亩城市
森林环绕，渭北台塬、连霍高速、渭河
两岸、秦岭北麓浅山区、黄河沿岸林
带连绵”的“百万亩森林”格局。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近年
来，陕西省加快湿地保护区建设，积
极申报新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
成国家级湿地公园 22 个，并对湿地
破坏、功能减弱、生境退化的各类湿
地采取退耕还湿、植被恢复等措施，
保护恢复湿地近 200万亩。

随着造林面积的不断扩大和湿
地保护与恢复工程的实施，陕西林业
治污减霾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关中
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气更
爽。 王泽琳王永峰

本报讯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依
托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景区优势，精
心规划，将朱家湾村打造成国家级美
丽乡村，通过政府、企业、群众众筹的
方式，全民合力建设秦岭最美“会客
厅”。

为率先打造国家级美丽乡村，柞
水县积极组织县级领导、镇村干部、
当地群众赴浙江安吉和桐庐、安徽黟
县和歙县等地，交流学习美丽乡村先
进经验。

柞水县因地制宜实施了沁园村
生态农业观光园、生态停车场、安全
饮水等 50 多个总投资近亿元的产业
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引
进了佬林终南山居、群浩山庄等总投
资过百亿元的生态产业类项目，大力
推进绿化美化净化工程，着力营造干
净整洁的农村环境，把朱家湾村建设

成农村环境治理的好样板、生态健康
养老的好居所。

据悉，为凝聚美丽乡村建设的强
大合力，柞水县采用众筹的方式全民
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市县两级书记总
包抓、镇上书记亲自抓、村班子合力
建，从部门和镇各抽调 10 名干部驻
村搞建设，采取政府投一点、企业出
一点、群众筹一点的方式，共同为秦
岭最美“会客厅”建设出力。政府已
整合各类资金近 3000 万元，吸引企
业注资千万元，群众采取租赁和股份
经营等方式参与高端民宿打造。

目前，全县实行“周督查、月点
评、季小结、年终观摩总评”的推进机
制，镇、包建单位、参建单位采取同奖
同罚的捆绑考核机制，共同打造柞水
新名片。

王青

建成百万亩森林百万亩湿地

陕西完成林业治污减霾任务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是全国绿化模
范县、省级生态县、国家卫生县城和省级
园林县城，依托生态文明建设，汉阴走出
了经济文明建设县域经济腾飞、百姓富
裕安康的新道路。

发展生态旅游为农民增收

“汉阴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核心区域，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
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重
要的富硒食品、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和清
洁能源特色产业基地，我们坚持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要用发展的实践证明，兴
县富民和保护绿水青山并不矛盾。”汉阴
县委书记杜凤军多次强调。

缘于汉阴县在发展理念和战略布局
上对生态的善待和礼让，让汉阴赢得各
地游客的青睐。

在汉阴，最吸引游客的当属凤堰古
梯田。在漩涡镇古梯田景区，有 40 多家
农家乐和客栈，在旅游淡季，好的农家乐
每月也能收入四五万元。

位于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大兴
村，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131 户村
民中有 62 户办起了农家乐，人均收入过
万元。

漩涡镇农家乐协会会长、镇武装部
部长胡理平介绍说，如今凤堰古梯田已
是四季游客不断，这得益于古梯田景区
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吴家花屋和冯家
堡子等古民居修复后，清代山居大户居

家生活场景复原和布设的家族博物馆新
增了不少看点，漩涡镇的旅游由观光休
闲型向生态度假型发展。

截 至 7 月 ，汉 阴 今 年 共 接 待 游 客
159.14 万人（次），综合收入 7.3 亿元，同
比增长 15.53%。

“超级驴友”建有机农场

房前屋后种莲赏荷，在汉阴是一道
独特的风情。这一风情留住了来自黑龙
江的潘德刚，他在汉阴双乳镇创办了杨
柳富硒莲藕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公
司+生产基地+合作社+农户+工厂+电
商 模 式 ，已 在 几 个 村 栽 种 莲 藕 两 千 多
亩。公司把荷叶、荷叶杆、荷花、荷花蕊、
莲子、藕肠、小藕等全部利用起来，开发
出莲藕酒、藕粉、荷叶茶和莲藕宴等富硒
莲藕系列产品，让闻荷而动的游客们来
汉阴赏荷，饱了眼福，享了口福。

两年前，邂逅凤堰古梯田的“超级驴
友”杨维刚在汉阴注册成立了巨川实业
有限公司，在古梯田建有机农场，实施

“一亩硒田·四季厨房”项目，进行富硒有
机水稻种植。今年，杨维刚采用富硒沙
龙 模 式 在 全 国 发 展 会 员 206 户 ，按 照
SGS（瑞士通用公证行）标准为会员供应
富硒有机稻米。

公司发动村民组建合作社，严格按
古法耕作，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施有机
肥，稻田养鸭养鱼。公司为这种富硒有
机稻米取名“禧米”，每市斤销售价格达
120 元人民币，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人均

年增收 2000 元。
“汉阴把生态园林县城、循环工业园

区、现代农业园区、现代物流园区和凤凰
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城四园’建设作为战
略重点，按照保护优先原则，大力推进
农 业 现 代 化 、工 业 生 态 化 、农 村 庄 园
化 ，把 旅 游 、农 业 、富 硒 农 产 品 加 工 、
特 色 美 食 餐 饮 业 、现 代 物 流 业和文化
创意产业等有机融合，形成一、二、三产
循环发展产业链，打造宜居、宜业、宜旅、
宜休闲的养生福地。”汉阴县县长周永鑫
介绍说。

为了将养殖业产生的畜禽粪便和食
用菌企业的废弃菌棒及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周永鑫亲自到广东考察，引进了安
康首家有机肥生产企业，精利有机肥厂
在汉阴建成投产，全县化肥使用量下降
3 成。为彻底整治农村垃圾、污水等面
源污染老大难题，县财政每年预算数百
万元，对 179 个村垃圾收集清运保洁，实
行“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杨维刚的巨川公司也在汉阴构筑了
更大的乡愁梦。公司计划总投资 4.3 亿
元，在城关镇月河村启动“中国硒谷·汉
阴大集”现代物流产业园建设。园区总
面积达 11.26 万平方米，以富硒食品冷链
物流仓储、物流配送、展贸交易、电子商
务、餐饮为一体，努力打造辐射周边地市
的富硒农业物流中心，推动富硒产业集
群化发展。园区已于去年开工，预计今
年年底完成主体工程。

在陕西榆林，一部生态建设史就
是一部植树造林和防沙治沙史，通过
60 年几代务林人用心血、汗水甚至
生命，才在毛乌素沙地筑起一道道坚
不可摧的绿色走廊。

新中国成立前，榆林全市森林覆
盖率仅为 0.9%。而目前，榆林全市
造林保存面积达到 2157 万亩，相当
于 66.5 万个足球场的面积。林木覆
盖 率 达 到 33%，有 效 降 低 了 风 沙 危
害。全市生态状况实现了由“整体恶
化”向“整体好转、沙退人进、局部良
性循环”的转变，实现了经济、生态的
协调发展。

“治沙首先要有信念，下定决心
干好这件事，不怕吃苦，与荒沙做斗
争。”治沙英雄石光银说，从 1984 年
开始种树，他就以农户的形式治理荒
沙，当年只有 7 户人家，如今发展为
公司+农户+基地的模式，治理荒沙、
碱地面积达 25 万亩，林草覆盖率最
高达 90%以上。

据了解，陕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面积的 99%集中在榆林。针对沙化
土地不同类型区，榆林还走出一条不
断升级的科学治沙之路。

榆林采取乔、灌、草相结合，人
工、飞播、封育相结合，植治、水治、土

治相结合，实施一改（改良土地）、三
化（林网化、水利化、园林化）、八配套

（田、渠、水、林、路、电、排、技）等一系
列综合治理措施，推广樟子松“六位
一体”等造林治沙实用技术，提高了
治理水平，保证了治理成效。

榆林市初步走上沙漠治理产业
化、产业发展促治沙的治沙良性循环
之路，建立起以种植业、养殖业、加工
业、旅游业、新能源等为主的沙产业
体系，以林草为保障，沙区成为榆林
市粮食主产区和全省畜牧业基地、新
食品长柄扁桃油原料基地。

2012 年起，榆林市开展“三年植
绿大行动”和“全面治理荒沙三年行
动”，植树造林 300 多万亩，残留的 50
万亩流沙得到有效治理。

目前，榆林从城区到乡村的绿色
主框架已经形成，在黄河沿岸形成以
红枣为主的红色经济林，在中部黄土
丘陵区形成“两杏”为主的黄色经济
林，在北部沙区形成以樟子松为主的
绿色防护林带，全市林木覆盖率由
2011 年的 30.7%提高到 33%，植被覆
盖率达 53.43%。

榆林市环保局局长王海洋介绍，
随着榆林生态环境改善，榆林市的降
水量逐年增加，榆林城区二级以上天
数也越来越多，2015 上半年榆林收
获 131个蓝天。

微动力污水处理系统占地小、成本低、维护易且效果好

安康找到农村污水处理好路子

走农业现代化、工业生态化、农村庄园化之路

汉阴保住乡愁赢得游客富了口袋

榆林治沙构筑陕北绿色防线
林木覆盖率提高到 33%，植被覆盖率达 53.43%

同奖同罚 捆绑考核

柞水合力打造秦岭最美“会客厅”

【治沙故事】

在榆林市榆阳区补浪河乡，有这
样一群姑娘，她们身穿军装，却不是
现役军人；她们是农家姑娘，却聚集
在一起过着军人的生活；她们一边劳
动，一边训练。这群姑娘就是补浪河
女子民兵治沙连。

1974 年，为响应党中央“向荒沙
草滩进军”的号召，54 位平均年龄只
有 18 岁 的 姑 娘 ，打 起 背 包 、扛 着 红
旗，把家“扎”在风沙最猖獗的黑风
口，组成一支治沙造林的娘子军。

41 年 来 ，先 后 有 14 批 300 多 位
“铁姑娘”来到治沙连，她们脱掉红
装，换上军装，用青春和热血为毛乌
素沙漠披上绿装。

如今，治沙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昔日的黄沙路变成了现在的柏
油路，道路两旁成了一排排高大的树

木和一块块绿油油的庄稼田。
据悉，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现

有编制女民兵 60 人，常驻连队 7 人。
41 年来，连队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条
件下，始终以治沙造林、改善环境为
宗旨，在驻区部队的协同下，推平沙
丘 800 多 座 ，营 造 防 风 固 沙 林 带 33
条 ，形 成 现 有 杨 、柳 树 林 区 地 2450
亩，樟子松基地 2000 亩。

按照榆阳区委、区政府的规划，
女子民兵治沙连将被打造成红色教
育基地、军事训练拓展基地和生态观
光休闲旅游基地。目前，占地 2003
平方米的新展览馆主体建筑已基本
竣工，预计 10 月投入使用。民兵农
家乐阵地正在施工建设中，军事拓展
训练场地、真人 CS 对战场地已完成
招标，预计 8月底全面完成建设。

◆本报通讯员张云飞 肖成

女子民兵治沙连

◆本报通讯员李涛

◆本报记者肖颖
通讯员王涛马成军

▲图为老庄村微动力污水
处理系统。

▲ 图为经过微动力污水处
理系统处理后的出水与进
水水质对比。

李涛摄

推广生态循环养殖

丹凤四项措施

防治农业污染

本报讯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
县采取推广先进技术、推广科学
模式、推广循环模式、推广新型能
源 4 项措施，推进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着力改善全县农业生态环
境和农村人居生活环境。

丹 凤 县 在 推 广 先 进 技 术 方
面，积极推广配方施肥技术 10 万
亩，推行标准化防治病虫害技术
6.5 万亩。同时，加强农产品质量
监管，今年上半年，丹凤县检测蔬
菜、水果、畜产样品 1950 个，合格
率达到 100%。

在推广科学模式中，丹凤县
积极开展畜禽 标 准 化 养 殖 创 建
工 作 ，全 县 抽 调 20 名 干 部 深 入
重点养殖场、户，开展专题培训
讲 座 10 场（次），推 行 畜 禽 标 准
化 生 产 。 不 断 提 高 畜 禽 饲 养、
运输、屠宰等经营者的主体责任
意识，着力修建粪污处理设施和
储粪棚。

丹凤县积极推广“畜—沼—
果（菜）”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全面
推广以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高
效低毒农药防治为重点的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推进瓜菜、果品、
食用菌标准化生产，开展了农产
品“三品一标”认证工作。

同 时 ，丹 凤 县 积 极 推 广 以
沼气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可
再 生 能 源 。 今 年 以 来 ，全 县 各
村 安 装 太 阳 能 热 水 器 1650 台 ，
指 导 养殖场启动建设中小沼气
工程 5处。

樊利仁

生活污水→管道→格栅井→厌氧池→好氧池→人工湿地（美人蕉等植物根系）

富营养分子被美人蕉等植物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