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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虽然不见美丽的荷花，但一望无际
田田的荷叶下，隐约地游动着龙虾和螃
蟹，水面上涟漪阵阵，别有一番风景。

这是记者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黄
塍镇大李庄村荷塘边看到的一幕。

随着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程的完
成，昔日杂草丛生、淤污满塘的农村河塘
面貌一新，千万农户家前屋后塘变深了，
岸变绿了，水变清了，环境好了，村民在
自家承包的荷塘内套养龙虾、螃蟹，有的
还另外养鱼，获得了额外的经济效益。

多措并举，整治河道河塘

宝应县位于淮河下游，境内河道众
多，有县级河道 42 条，乡级河道 543 条，
村庄河塘 1974 个，水面面积超 70万亩。

由于多种原因，20 多年来，宝应县
的农村河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疏
浚整治。有的淤积堵塞，水系遭到破坏，
削弱了引排功能；有的垃圾成堆，水草丛
生，影响了村容村貌；有的河水污染，水
体发臭，破坏了村民的生活环境。

以黄塍镇大李庄村为例，“村里河道
长期底泥淤积，平均厚度达到 1 米多，抬
高了河床，河塘普遍水浅。沿河村民又
把生活垃圾随意倾倒进河里，再加上少
量的外来工业废水，导致河水严重富营
养化，发黑发臭，水花生等浮叶植物铺满
了整个河面，厚到上面几乎能走人了。”
黄塍镇的环保助理孙从军告诉记者。

2013 年底，宝应县结合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开始部署农村河道疏浚整
治工程：全镇（区）2014 年度农村河道疏
浚整治任务 1800 万方，其中乡级河道及
村庄河塘疏浚整治计划包括乡级河道
35 条 、长 度 89.06 公 里 ；村 庄 河 塘 土 方
213.0万方，共计 292万方。

宝应县水务局农水科科长朱德勋告
诉记者，他们的工作首先是清淤，然后是
沟通内外河水系，让水流动起来，成为活
水。“水生植物、漂浮的垃圾等，这些都是
好清理的。但是控源截污等问题，需要
循序渐进地慢慢解决。”他说。

据大李庄村支书吉沐东介绍，村里
养猪较多的人家，几乎都在猪圈旁修建
了一个净化池，专门用来堆放猪粪，尽量
避免粪便直排入河。

套养虾蟹，种藕变成副业

河道疏浚整治工程实施之前，河塘
的水浅，水质又差，村民大多只能种荷
藕。清淤以后，活水来了，村民开始尝试
在自家藕塘里套养龙虾、螃蟹。

大李庄村由于地势低洼，适合水产
养殖。2014 年开始，村里很快出现了 7
户大规模套养的农户，其中最大的一户
水面有 50多亩。

吉沐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 亩荷
塘套养投入的成本大约 1000 多元，光龙
虾的收益就达到 5000 元，一季的总收入
有 8万多，效益非常可观。

规模最大的一户便是村民梅长林，
记 者 去 他 家 荷 塘 时 ，他 正 用 小 拖 拉 机
载了满满一车水草往家里赶。在与藕
塘 连 通 着 的 一 条 河 沟 里 ，梅 长 林 养 了
很 多 鱼 ，主 要 是 草 鲲 。“ 这 是 从 别 人 的
蟹塘里捞来的，给鱼作饲料用”，梅长林
告诉记者。

“今年除了套养龙虾之外，我还第一
年尝试投放了螃蟹，水质比较好，螃蟹长
得不错，预计蟹的品质也会比较好。”梅
长林显得很有信心。

梅长林的哥哥梅长玉则是承包了
24 亩，由于虾、蟹的收益好，他就主要养
虾蟹 ，少 种 莲 藕 。“ 虾 的 鳌 会 破 坏 刚 长
出 来 的 小 嫩 藕 。 目 前 塘 里 还 有 龙 虾
1000 多 斤 ，螃 蟹 2000 斤 左 右。将来能
有更多的河塘可以承包做养殖就好了，
我 希 望 有 100 亩 ”，60 岁 的 梅 长 林 心
很大。

据梅长玉讲，以前种莲藕时，藕的价
格随行就市，一般一年收益也就 1-2 万
元，现在采藕用工成本越来越高，种藕的
收益就越发少了。现在虾蟹的效益这么
好，种藕就当算赚外快了。

不仅黄塍镇，射阳湖镇、柳堡镇、山
阳镇等镇村也有不少村民在河塘里套养
龙虾、螃蟹，数量更甚。

除此之外，还有村民动起了养鱼的

脑筋。徐甸村的村民陈龙承包了 30 亩
河塘养鱼，2014 年收益万余元。

村民高明则在今年春投资 100 多万
元打造了一个“江湖垂钓中心”。“徐甸村
的河道环境现在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
年美，城里人偶尔过来钓钓鱼，更能感觉
到乡村生活的乐趣。”对于发展前景，高
明非常看好。

水清岸绿，环境明显改善

记者到大李庄村走访时，台风“苏迪
罗”刚过境，经过暴雨的洗礼，河塘里水
色虽然略显浑浊，但每一处水面都很干
净，不黑不臭，几乎没有什么漂浮的垃
圾。河塘边的围堤有高有低，但都比较
平整，植被丰富绿意盎然。

“河道疏浚以后，周边环境也整治一
新，水变清了，庄稼也不喝‘臭水’了。不
仅改善了水质，也方便了我们的生产生
活。”家住山阳镇张港河沿线的春光村村
民侯清文老人告诉记者。

“以前农村普遍存在脏乱差的情况，
城乡之间在面貌和生活环境上存在较大
反差。随着农村河道清淤、环境综合整治
和长效管理水平的提升，有的地方农村生
活环境甚至比城里好，空气好，水也好。我
们村有不少人虽然在城里买了房子，但现
在时常有人会从城里搬入老家居住一段时
间。”苏雅村村干部夏存桂说。

河道疏浚整治工程完成后，各村都
建立了专职河道保洁员队伍，以巩固整
治成效。

路过一处河塘时，记者看到塘边树
立着一块蓝色的保洁公示牌，上面载明
了管护范围和具体负责人。

据朱德勋介绍，疏浚整治工程完成
后，工作重心就转到了管护上，全面推进
农村河道清洁常态化管理机制，责任明
确到人，实现河道管理的长效化、专业化
和标准化。

目 前 ，全 县 共 落 实 长 效 管 护 人 员
1554 人 ，年 投 入 管 护 经 费 2700 万 元 。
县、镇、村层层签订管护目标责任状，村
与保洁员签订管护合同并每月考核保洁
员，镇每月再考核村，考核结果作为管护
经费拨付依据。

本报通讯员岳靓 记者肖颖西安
报道 为进一步推进陕西农 村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解 决 农 村 突 出 环 境 问
题，改善和提升农村人居和生态环
境质量，陕西省环保厅将组织开展
为 期两个月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专
项执法检查。

本次执法检查旨在促进农村环
境监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消除农
村地区环境监管盲区，推进生态和环
境质量改善。

记者获悉，陕西省环保厅将坚持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无缝对接、全
面覆盖”的原则，采取所在地各设区
市环保局组织实施，陕西省环境保
护 厅 进 行 抽 查 的 形 式 。 检 查 将 针
对农村地区工业企业、农村地区工
业园区环境管理、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 、农 村 饮 用 水 水 源 地保护、农村
地区渗坑、畜禽养殖污染以及历史遗
留的农村工矿污染治理七大项内容

展开专项整治。
检查中将对违反环保法律法规、

偷排偷放、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依法
严 惩 ，对“ 十 五 小 ”和“ 新 六 小 ”企
业 ，一 律 取 缔 、关 停 到 位 ；检 查 城
镇 周 边 生 活 垃 圾 是 否 实 现“ 户 分
类 、村 收 集 、镇 转 运 、县 处 理 ”的 处
理模式；在远离城镇分散村庄生活
垃 圾 是 否 就 近 进 行 无 害 化 处 理 或
定 期 在 周 边 城 镇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进
行处理。同时，检查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有无排污口、有无建设截污
及 隔 离 设 施 、设置标志标识。在分
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根据取水点位置、
供水量、取水方式的不同，有无采取
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

通过此次专项执法检查，全面建
立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委
会）三级网格化环境监管，实现对环
境监管区域和内容的全方位、全覆
盖、无缝隙管理。

本报记者吴殿峰哈尔滨报道 记
者日前从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厅获悉，
黑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进一步提出，
将加快推进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的划定，对千人以上的集中式水源地
要在 2016 年 9 月前完成保护区划分
并批复实施。

随着农村集中供水人口大幅增
加，水源地的保护成为全省面临的紧
迫而艰巨的一项工作。近年来，黑龙
江省全面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划分工作，全省乡镇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工作基本完
成，并建成了 16232 处饮水工程。

为加快推进全省农村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省政府要
求，全省各地要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对设

计供水人口在 1000 人及以上的集中
式水源地，要于 2016 年 9 月底前，完
成保护区划分并批复实施；设计供水
人口在 1000 人以下的水源地，由当
地政府自行确定保护范围，采取必要
的措施防治污染。

据省环境保护厅负责同志介绍，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
技术审核工作由市（地）政府（行署）
负责。具体程序是县级政府提出保
护区划分技术方案，经市（地）环保部
门审查论证后，由市（地）政府（行署）
将结果报省政府批复。划分技术文
件 由 市（地）环 保 部 门 负 责 立 档 留
存。省环境保护厅将对划分结果存
在明显问题的水源地，一经查实，应
及时责令依法调整，问题严重的，予
以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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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蔡新华上海报道 当人们
将眼光仍聚焦于城市垃圾分类处置时，
上海的农村已开始了一场“垃圾革命”。

目前，在上海的 9 个还有农村的区
县中，已有 137 个村庄已实现了湿垃圾
不出村、其他垃圾处置无害化。此举大
大减少了农村生活垃圾量，有利于农村
的生态环境改善，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
要举措。日前，记者来到上海市松江区
采访，这个区被评为“全国第一批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已实现有机
垃圾就地沤肥施田还田。

■垃圾发酵制肥还田

松江区叶榭镇大庙村在上海首个
实行“有机垃圾回收还田”，踏进这个村
就看见每家每户农民住宅前都端放着
两个大大的垃圾桶，分别写着“可还田
垃圾”和“不可还田垃圾”，标识清晰，令
人一目了然。

记者随意打开一个张姓人家的“不
可还田垃圾”箱盖，里面只有几根烂茄
子、其余都是剩菜剩饭等。才十多岁的
小孙子在门口眉飞色舞地向客人介绍
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很方便，箱子上都
有图，对照着扔就行。”老张则进一步解
释道：“村里的保洁员每天两次上门来
收，再细分一次，可以积肥的垃圾统一
收集在田边的积肥池里，整个过程很简
便，一点也不累人。”

经人指点，记者随即发现马路对面
这儿就有一个下沉式积肥池，数米见方
的绿色玻璃钢箱体半掩在地下，大约有
1 米深，里面堆满了可还田垃圾。“经过
5 个月的沤制发酵，垃圾的质感就和土
壤相似。将这些冒着‘油水’的肥料倒
进田里，土壤色泽更黑、更松软，真是生
态环保的好肥料。”一位村干部笑着告
诉记者。

据村干部介绍，以前大庙村每天垃
圾产生量 1.3 吨，处置这么大量的垃圾
费时费钱，十分头疼。而还田项目启动
后，每天实际外运垃圾只有 0.58 吨，垃
圾减量率达 55%。其中有机垃圾减量
50%左右，可回收垃圾减量 5%，既减少
垃圾，实现了垃圾减量化，改善农村生

态环境，又节约了处置成本，更能做到
废物循环利用，一举三得。

■厨余垃圾集中处置

除 了 就 地 沤 肥 还 田 外 ，村 民 家 中
的 厨 余 垃 圾 还 能 通 过 湿 垃 圾 处 置 站
实现循环使用，在松江区湿垃圾处置
站，一条生产线正在处理松江城区和
叶榭镇镇区收集来的厨余垃圾，经过
过 磅 、分 拣 、粉 碎 、压 榨 等 一 系 列 工
序，期间不断添加木屑、黑炭素、发酵
菌 种 等 物 质 ，再 进 行 15 天 ~20 天 的 发
酵，就可以按 10%-15%的比例制出可
供 绿 地 、林 地 使 用 的 肥 料 ，供 农 村
使 用 。

在堆肥场，记者看到，一条条堆肥
带码得整整齐齐，除臭设备不间断地喷
淋消除臭味异味，整个堆肥厂几乎闻不
到呛人的杂味。松江区绿化市容局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一年多来，这里共处
置厨余垃圾两万多吨，生产有机肥 3300
吨，每天处置湿垃圾 60 吨，占松江区整
个垃圾量的 1/5。如果寻找到合适的场
地，湿垃圾处置能力还能再提高一倍，
整个松江区的垃圾量将会大大地减少，
区域环境大幅改善。

■片区管理实现村民自理

对于农村，垃圾分类最难的不是技
术，而是村民对垃圾分类重要性的认识
是否达到一个境界。

为此，松江区也想了不少招数来推
进此项工作，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比
如泖港镇腰泾村，通过“片区管理、村民
自理”的模式，探索出了一套宣传垃圾
分类的好办法。比如 045 片区，这个区
有 10 名志愿者对片区内 132 户村民和 9
家企业宣导分类知识。保洁员收垃圾
时，发现哪家人家垃圾分得不到位，马
上汇报给片区长，他再带着志愿者上门
宣导。再配合上绿账户等一系列鼓励
措施，一来二去，再“顽固”的村民都会
自觉认错，乖乖地去做垃圾分类。

“现在，村里垃圾分类正确率比以
前提高了很多。村里老人多，双休日在
外工作的子女回来，老人还会教子女垃
圾分类的知识哩！”片区长颇为自豪地
对记者说。

上海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采
访时指出，在农村推广垃圾就地沤肥，
是上海市积极探索农村地区垃圾减量
化的新举措，必将有力促进生态环境改
善，为建设美丽乡村添把“火”。

上海松江区积极探索农村垃圾分类减量新举措

有机垃圾沤肥还田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 通讯员于
宁高唐报道 为治理畜禽养殖污染，
山东省高唐县 环 保 局 日 前 展 开 了

“ 畜 禽 养 殖 污 染 整治”环保专项行
动 ，成 立 领 导 小 组 ，加 大 执 法 检 查
力 度 ，严 把 环 评 审 批 关 ，强 化 宣 传
教育，促进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
展。

针对近年来畜禽养殖业点多面
广和治污能力差、环境污染重、群众
投诉多等特点，高唐县成立了以局长
任组长、分管局长为副组长、相关科
室人员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小组，细化
分工，责任到人，确保专项工作顺利
开展。

高唐县对全县规模养殖场进行
摸底核查，重点检 查 是 否 符 合 环 境
影响评价和“三同时”验收手续，选
址是否符合规定，污染防治设施是
否规范，畜禽废弃物是否做到综合
利 用 ，畜 禽 废 弃 物 是 否 存 在 渗 漏 、

散落、溢流、雨水淋失、散发恶臭等
情况。全面清理禁养区，停止区内一
切养殖活动。限养区和可养区内规
模养殖场排放污染物在限期内达不
到要求的，依法予以取缔或责令其停
止养殖活动。

在环评手续审批方面，高唐县严
格把关，在禁养区内新建、扩建的各
类畜禽养殖场一律不予审批，在限养
区内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要严
格审批环评手续。未具备环评审批
手续的畜禽养殖企业尽快补办手续，
按要求配建污染减排和综合利用设
施。

为做好畜禽养殖污染的宣传监
督工作，高唐县 加 强《畜 禽 规 模 养
殖 污 染 防 治 条 例》的 宣 传 ，充 分 利
用网站、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开
展 信 息 公 开 、宣 传 教 育 活动，增强
养殖业主环保意识，提升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监管水平。

高唐整治畜禽养殖污染
对全县规模养殖场进行摸底核查

用光伏陶瓷瓦替代传统瓦片来发电，宁波鄞州龙观乡李岙村将建成全国
规模最大的光伏村。这个村 344 户新老居民住宅等屋顶上安装 500 千瓦分布
式光伏电站，年发电量将达 50万千瓦时。

据国网鄞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光伏发电采取全额上网，按照
政策，国家收购电价 1 元。每发 1 千瓦时电，浙江省补贴 0.1 元，宁波补贴 0.1
元，鄞州区补贴 0.1 元。另外，鄞州区还有 5%的一次性造价补贴。所有项目完
成后，村集体一年可以从出售电中获得收益 35 万元。建成后，这里将真正成
为集新农村、新能源、新产业为一体的美丽光伏乡村。图为建设中的宁波鄞州
龙观乡李岙村。 人民图片网供图

短 评

垃圾往哪儿扔，扔了之后怎么处理，
一直是困扰农村环境卫生改善的一道难
题。过去我们耳熟能详的做法，无非是

“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模式，农村
也像城里一样，沿路摆上了垃圾桶，垃圾
车也开进了田间地头。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这样
一种模式在许多农村出现了虎头蛇尾的
苗头。农村的环境整治资金稳定性、充
足性往往不能与城市相提并论，一旦各
级补助资金没跟上，这种把农村垃圾拉
到城里处理的体系极可能出现烂尾。有
不少地方，就能看到农村建设起来的垃
圾中转站满满当当，无人值守，垃圾车也
因资金匮乏开不起来了，那些刚刚清扫
干净的垃圾坑道又是满坑满谷、臭气熏
天了。

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大庙村的做
法，好就好在运用了反向思维。把垃圾
运到城里处理，既费工时又费钱，那为何
不把垃圾就近处理？通过对农村垃圾构
成的调研，他们了解到其中半数左右的
有机垃圾完全可以直接还田，做成农家
肥 ，既 不 污 染 环 境 ，还 能 滋 养 土 壤 长
庄稼。

其实，不只是上海。浙江、湖南也都
有类似的实践。有的在村里建起了透明
的玻璃房，让太阳帮忙直接把垃圾沤成
肥，分给农户；有的在村子里建起焚烧
池、回收池和沤制池，绝大多数垃圾不出
村就已经消失于无形。

可见，农村垃圾处理难，难在思维出
不了圈，跟着惯性走，只能把路越走越
窄。只要抓住农村的实际，敢于创新，敢
想 就 会 有 办 法 ，脚 下 的 路 自 然 越 走 越
敞亮。

本报记者刘晓星邢台报道“河
北闫里生物动力学农业示范基地项
目”日前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闫
里乡正式启动。

据悉，这个由农业部助推指导的
河北省乃至全国首个大型“生物动力
学农业”项目的建设，不仅会助推国
内农业经济转型升级，甚至会为河北
省带来万亿市场的经济价值。

据河北颐淼诚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尚洪猛介绍，这个项目早
在策划之初，就咨询了科技部、农业
部的多位专家，并由农业部规划设计
研究院多位工程师进行联合规划。
同时，还得到了微生物技术、动物饮
水诱导因子技术、ER-CN 生态修
复技术等多位专家的技术支持。

“生物动力学农业”最早由澳大
利亚科学家 Ruder Steiner 提出，又
可称为“生命能量农业”，即通过土
壤健康和营养技术、生物动力配置
剂技术、土壤、植物和动物保健技
术，配合农作技术，并结合种植业与
养殖业，产出有机、高效、安全健康
又极富经济价值的农副业产品。

据了解，这个项目实施规模为
4000 亩，预计到 2020 年，项目有望
建 成 集 农 牧 业 研 发 、深 加 工 、推
广 、种 植 、养 殖 、农 业 体 验 、教 育 、
休闲观光、会议等为一体的，具有
生 物 动 力 农 业 示 范 基 地 、高 产 粮
示范基地、高经济植物种植区、观光
采摘区、金莒草饲料深加工、园区监
控中心、金葵花研发及深加工基地
等多功能的综合基地。

尚洪猛表示：“通过现代农业技
术，我们有信心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增加当地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
加速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同
时借势互联网+，激发消费需求潜
力，促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万亿
级市场商机”。

发 现现现 三农农农天地

农村垃圾治理
怎么冲破城市思维？

徐琦

村中垃圾集中处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