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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初霁，气温回升，地
处长沙市的湖南湘江新区莲
花镇，莲花山上的冰雪渐渐消
融。

红瓦白墙的民居、绿意盎
然的油菜田、色彩斑斓的花
海，以及硕果累累的果园，把
这片 114 平方公里的土地装
扮得如诗如画。一到节假日，
这里更是游人如织。

山坡头上种果树，多
种农产品走俏市场

游客龙女士第一次来到
莲花山。开车绕着莲花山一路
爬坡，半山腰处的一大片沃柑
园吸引了她的目光。沃柑树整
齐成行，枝头结满金黄的果
子，了解到可以入园体验采
摘，龙女士饶有兴致地走进果
园，剥开刚摘的沃柑，塞进嘴
里，汁水溢满唇齿间，“酸甜可
口，带回去给亲朋好友也尝
尝”。

眼前郁郁葱葱的连片果
园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是一
座贫瘠的荒山。

曾经，莲花镇采矿盛行，
矿主不少，矿洞子遍地，生态
环境遭到破坏。当地痛定思
痛，10 余年来，大力关停矿企，
修复裸露山体，疏浚河道……
一系列举措，让曾经“灰扑扑”
的莲花镇重现“高颜值”。

莲花镇五丰村矿主黄仕
其的转型，比矿山治理还要
早。那年，他放弃“来钱快”的
老本行，在荒芜的莲花山上承
包了 100 亩土地，种植柚子、
橙子等。没技术？去果树种植
业发达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拜师学艺。没规模？从 100
亩到 200 亩，再到 300 亩……
黄仕其和家人承包的果园面
积逐年增加，水果也相继进入
丰产期。后来，黄仕其成立圣
峰果业。这些年来，果园产出
的各类水果在周边市场持续
热销。

“种出一座花果山，也是
种出一片好风景。”黄仕其的
小女儿、圣峰果业总经理黄莲
花笑呵呵地说道，如今圣峰果
业果园面积已有 1000 多亩，
产出酥脆枣、黄桃、黄金梨、草
莓、脐橙、沃柑等 20 多个优质
品种的水果。

“我们在莲花山上还试水
休闲农庄、餐饮等业态，让果
园成为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黄莲花说。目前，该公司每年
接待游客超 20 万人次，年销
售额超 2000 万元。

好山好水种好果，规模化
种植果树的成功实践给了莲
花镇探路绿色发展的底气。近
年来，乡亲们在一个个山坡头
上种果树、栽蔬菜、育草皮
……来自莲花镇的各类农产
品走俏市场。

花木繁盛山野间，文
旅新业态蓬勃发展

在莲花镇东塘村，爱格花
卉基地千亩“花海”里，角堇、
银莲花等姿态各异、色彩亮
丽。经过巧妙设计，盛放的鲜
花互相映衬，把山间点缀得多
姿多彩。

“这是我们在高山基地新
培育的品种———大花杜鹃。它
一般 4 月才开花，但我们通过
技术手段调控了花期，让它在
春节期间开花，这也是我们今
年主推的年宵花款式。”爱格
花卉基地负责人夏白华介绍。

夏白华从事花卉苗木种
植多年。2015 年，他打算在长
沙城区周边选址建设一座鲜
花大棚基地，经政府部门“搭
桥”来到莲花镇，一眼就相中
了地处莲花山麓、莲花河畔的
这块“宝地”。“山上绿树成荫，
河水清澈见底，环境这么好，
花草树木一定能欣欣向荣。”
他说。

夏白华介绍，目前基地里
种植着 500 多个品种的花卉
和苗木。天气渐冷后，产品主
要销往北方市场。同时，上千
亩盛放的鲜花吸引了许多游
客前来观赏。

“来莲花，买年花。”每逢
节庆，基地人气更旺。去年春
节前，湖南湘江新区在该基地
举办“新春花市”活动，吸引市
民游客前来赏花、买花，活动
期间花卉类销售额达到 100
万元。

“我们充分利用本地资
源、挖掘乡韵特色，发展林果
花木种植、文旅康养研学等绿
色产业，引入了一大批特色项
目，让莲花镇一年四季皆可游
玩。”莲花镇党委书记吉文斌

说。
爱格花卉基地开辟新空

间，建设花艺研学基地，吸引更
多游客来此侍弄花草、围炉煮
茶，拓展农旅融合新业务。

在莲花镇，更多文旅新业
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营研
学、农庄、民宿、露营、滑翔伞、
马术等项目的文旅企业串珠成
链，充满乡野农趣的“莲花慢生
活”正成为当地崭新的文旅名
片。

村庄美丽又宜居，好
生态激发发展动力

小池塘、绿树林、青草地，
一栋白色民居融入其中。这里
是地处莲花镇桐木村的“风吟
谷”，一处最近很受欢迎的民
宿。

蝶变为民宿前，此处曾是
一座废弃的石灰厂。2019 年，
长沙市区小伙向亚当来到莲花
镇游玩，见山中民居层叠错落，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觉得这里
清幽静谧，便萌生了开民宿的

想法。他租下废弃的石灰厂及
院落，投资五六百万元将它们
改造为民宿，房屋的主色调为
白色和原木色，与山清水秀的
环境互相映衬。

“民宿周边环境很重要，村
庄环境好，游客才愿意来。”向
亚当说，村里干净整洁的人居
环境，是他下定决心投资的关
键原因。风吟谷于 2020 年夏天
开门迎客，共 8 间客房，每到节
假日供不应求。

绿化村庄、亮化村道、美化
村容、优化人居环境，是莲花镇
党委和政府发展绿色产业的重
要抓手。2023 年，全镇深入推
进庭院整治、水体治理、道路建
设等工作，高标准建设了莲花
慢城美丽宜居示范片区和 8 个
美丽宜居村庄“样本”，打造全
域田园风光。据莲花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朱珠介绍，2022 年
10 月，莲花镇莲花社区注册成
立了集体经济所有的物业公
司，负责运营管理集镇和镇域
主干道洒水除尘、全镇垃圾转
运等工作。各村（社区）发动群
众共同参与环境卫生治理，全
面提升了环境卫生治理水平。

好生态带来好发展。2023
年，莲花镇 11 个行政村村集体
收入均超过 50 万元，其中东塘
村达到 114.03 万元，一幅生态
美、产业兴、人气旺的美丽乡村
画卷徐徐铺展。 王云娜

近日，齐鲁大地气温普降至零下十
几摄氏度。室外天寒地冻，位于山东省济
宁市金乡县殷李村的香瓜大棚里却温暖
如春，技术人员正在给香瓜掐蔓。

“没想到喝上‘中水’后，香瓜长这么
快。按这个生长速度，估计 3 月底就能上
市，比市场上大批量的香瓜上市至少能
提前二十几天。”殷李村支部书记岳增洋
喜滋滋地说。

过去，散布在殷李村周边的几处坑
塘，水体黑臭，村民避之不及。近几年，殷
李村对散落坑塘清淤疏浚，将污水处理站
处理后的中水注入坑塘作为生态补水，并
以沟渠相连实现水体流通。一处处坑塘变
清变美，不仅成了村民遛弯的好去处，水
体还成了种植户、养殖户的“团宠”。

“污水来源主要是淘米洗菜、洗衣做
饭的生活污水，经前期处理为中水后，再
经过坑塘曝气，能种藕能养鱼。用这种水
灌溉结出的香瓜又大又甜。”岳增洋说。

将黑臭水体与生活污水治理结合起
来一体推进，是济宁市深入开展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的妙招。

济宁市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所辖南
四湖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重要输水干线
和调蓄水库，生态区位特殊，水生态保护
责任重大。

近年来，济宁市委、市政府将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作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
上”的重要举措，锚定打造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试点济宁样板，全市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取得新成效。目前，159 处试点项目
已全部完成治理任务。

整合部门力量，推进截污控源

济宁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市委常
委会、市政府常务会会议研究部署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市级成立由分管副
市长任组长，水务、生态环境、住建、农业
农村等部门组成的专班，纳入市政府工
作报告、市对县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
核，强力推动工作落实。

为强化资金保障，济宁市在中央、省
级资金补助 1.1 亿元的基础上，通过市县
财政投入、政府专项债券、银行贷款等方
式累计配套资金 1.8 亿元，充分保障项目
建设。先后承办 2022 年度山东省黄河流
域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现场推
进会、全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工作
推进会，总结成功经验，锻造“济宁样板”。

“截污控源是黑臭水体治理的第一
步。”济宁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科负责人李
承奎介绍，为全面切断黑臭水体源头，济
宁市积极整合多部门力量，统筹推进农
村黑臭水体与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养殖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五位一体”
治理，全力推进截污控源。

济宁市将农村黑臭水体与生活污水
治理同步规划、同步实施，采取特许经营
模式，全市一体化推进，杜绝农村生活污
水污染。

与生活垃圾“一体治理”，把农村沟
渠坑塘保洁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试点
项目内水体新增保洁人员 105 名，实现
常态化清理，杜绝生活垃圾污染。

与养殖粪污“一体治理”，投入资金

7 亿元，建设 9 个国家级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县制项目，建成畜禽粪污集中处
理中心 10 处，1987 家规模场、6855 家专
业户全部配建处理设施，实现粪污收集
处理、循环利用，杜绝养殖粪污污染。

与农业面源污染“一体治理”，投入
3.15 亿元开展全域稻田退水综合治理，
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全市
化肥、农药使用量分别较 2020 年减少
5.7%、8.7%，秸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分别达到 96.8%、93.2%，杜绝农业面
源污染。

创新“三种模式”，实施分类治理

污染源头控住了，坑塘里的黑臭水
体如何治理？对此，济宁市以清淤疏浚、
生态扩容、提高水体流动性为目标，统筹
水生态修复、水资源利用、水环境打造，
创新实践生态宜居型、生态经济型、生态
清洁型三类治理模式。

“所谓生态宜居型模式，即对周边空
间宽阔、面积较大且地下水位较高的水
体，布设水生植物、岸坡生态绿化，达到
良好景观效果，为附近村民提供水清、岸
绿、景美的休闲场所。”济宁市城乡水务
局供排水科负责人李宁介绍。

在金乡县徐楼村，几处紧邻的坑塘
总面积达 2500 余平方米。当地投入约 42
万元，通过清淤疏浚、开挖土方、新建调
蓄闸等工程措施，打通 3 处坑塘、1 条排
水沟，连通村内村外水系，改善坑塘原有

“死水”现象。
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生态治理，通

过在坑塘内种植金鱼藻、狐尾藻等水生
植物，对沟渠岸坡采用生态袋进行固土
美化，进一步改善水质、保护岸坡，真正
实现了村内村外水系双循环，让水动起
来、活起来、整体环境美起来。

对面积适中、无外源污染物、有养殖
基础的水体，则采用生态经济型模式，通

过种植水生植物、放养鱼类，达到“以水
养鱼、以鱼净水”的效果，既还村民清澈
水域，又调动村民保护水体的积极性。鱼
台县闫庙村投入 64 万元，通过清淤、木
桩支护、边坡修整等方式，治理坑塘约
6400 平方米，将治理后的坑塘承包出
去，用于发展集体经济，预计增加村集体
年收入 2.4 万元。

对地势低洼或离农田较近的水体，
则采用生态清洁型模式，通过截污控源、
清淤疏浚等措施，消除内源污染，维持水
体及周边环境，同时兼顾村庄防洪除涝
及农田灌溉。

在泗水县青龙庄村南侧，有一处自
然坑塘，水体颜色异常且透明度低于 20
公分，经排查确认为农村黑臭水体。当地
投入 36 万元，采取排除污水、清除底泥、
草皮护坡、清理坑塘周边垃圾等措施，治
理坑塘面积约 4300 平方米，汛期可集蓄
1.2 万余立方米雨水，为周边农田提供
9000 余立方米灌溉水源。此外，在水面
安装了太阳能曝气机及生态浮岛，维持
水体净化能力。

截至目前，济宁市黑臭水体治理试点
项目新建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 43.83
千米、污水收集池 15 座、污水处理站 61
座。按照水域面积和种植类型，铺设生态
护坡近 9 万平方米，种植挺水植物 1.87
万平方米，投加水生动物 1.3 万公斤，布
设生态浮岛 2.3 万平方米，曝气增氧设备
194 台，改造生态沟渠 3800 余米。

常态长效监管，确保长治久清

在嘉祥县老僧堂镇方官屯村坑塘周
边，安装在四角的视频监控 24 小时不间
断地守护着水体环境安全；在孟姑集镇
岳家苏庄与袁庄接合处的坑塘边，公益
岗环境志愿者认真清理散落垃圾，避免
污染水体。

嘉祥县水务局副局长王新荣介绍：

“我们在每一处坑塘都配套了太阳能曝
气设备，增加水氧含量，打造‘净水、增
氧、控藻’的多功能复合生态系统。同时，
修建回流井，在阴雨天及夏季高温天气
启动运行，补充水体流通，促进水系循
环，提升水体自净能力。”

为强化监管保障，济宁市坚持建管
并重，从制度化、网格化、智慧化 3 个层
面，建立长效闭环监管机制。制定全市农
村黑臭水体治理动态管理、长效管护等
13 项制度，全方位明确任务、压实责任、
提升管护水平。

济宁市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向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延伸，建立县包镇、镇包
村、村包坑塘（沟渠）的三级网格化包保
机制，针对全市 159 处农村黑臭水体，共
落实镇、村两级坑塘长 189 名。安装视频
监控，实时掌握水体情况。全面推行黑臭
水体管护“二维码”，通过手机扫码，群众
可实现“码上巡查”和问题诉求“一键通
达”，及时受理反馈意见并解决问题，群
众满意率达 100%，确保农村黑臭水体治
得好、管得住、长久清。

目前，济宁市已打造黑臭水体治理
生态宜居型模式 39 处、生态经济型模式
31 处、生态清洁型模式 89 处，治理水域
面积达 59 万平方米。一处处“臭水坑”变
身“清水塘”，黑臭水体“变废为宝”，为群
众创造了“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共
生”的居住环境，也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乡
村生态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建立健全政府
负责、部门协同、群众参与的长效管护机
制，固化形成一套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治
理、验收、管护全过程监管制度标准，持
续强化河（湖）长制向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延伸，全面提升黑臭水体排查治理和管
护水平，让水清岸绿的坑塘沟渠留在群
众身边。”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
山东省济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王卫
星说。 周雁凌 董若义

昔日“臭水坑”变身“清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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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上塘河碧波荡漾、微风轻
拂，时有飞鸟从水面掠过。

“不久前，我们在河里发现了不少对
水质要求较高的鱼类。”参与河道水生生
物资源监测的杭州市农科院专家林启存
介绍，这些鱼类的出现说明上塘河的水
质在不断改善。

地处江南水乡，水系众多，水生态建
设是杭州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重要一环。
多年来，杭州市以打造美丽河道为抓手，
努力构建良好生态，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数字赋能，智慧治水

在杭州市拱墅区西塘河，一场水下
清淤作业正在进行。河道中间停着一艘
新型智能清淤船，工作人员黄晓烽通过
远程系统进行操作，机械臂伸进水中，淤
泥被慢慢吸上来。

传统清淤船不能调整角度，很多淤
泥无法清理。如今，河道里工作的智能清
淤船可根据河底情况自动调节清淤深
度，不仅对泥体扰动较小，也避免了对水
体的二次污染。被清理出来的淤泥，还可
以再利用。

“传统清淤作业过程中，噪声、水质
污染都很大。”黄晓烽说，相比之下，生态
清淤工程量小，对河道水生态系统影响
也较小，还能最大限度保护生物多样性。

同时，数字技术也在持续助力提升
河道监管水平。

走进杭州市临平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大屏幕上，水情水势、各类治水问题
实时更新。此刻，一条关于辖区内梅堰河
的数据报警信息，被传送到了工作人员
的账号上，相关部门和对应河长也在第
一时间收到交办问题清单。

这一切得益于河道中的小型水质监
测浮标：它们可以随时监测水质数据，并
传输到后端平台，实现数据可视化，方便
城市管理人员开展智能巡河。

目前，杭州市建设了市区一体化智
慧河道平台，构建了“一网统管”四大体
系 14 个场景。从不断铺设的智能传感设
备，到迭代升级的数字化平台，再到风险
识别和水质预警体系，河道治理正变得
越来越智慧。

多方参与，共建共治

余杭塘河畔，杭州市城管局城市水
设施和河道保护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许
国良正和同事们清理落叶。“以前落叶清
理会影响附近居民生活，现在我们选用
了噪声小的锂电池鼓风机，调整了清理
的时间和方式。”许国良说，如今的河岸
落叶清理工作，降低了噪声和扬尘，尽可
能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作为河道管理队伍的一员，许国良
干了 20 多年，足迹遍布 500 多条城市河
道。许国良带着城市河道管养人员创立
工作室，摸索出不少河道综合长效管理

与养护的新办法，并得到了广泛推广。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河道管

理中来。身穿红马甲，手提垃圾袋，沿着
游步道一路巡查，观察河面是否漂浮垃
圾……处处可见的志愿者和护水队员，
已成为杭州市河道管理的常态。

杭州市通过多种载体鼓励并引导市
民群众参与城市河道治理，同时充分发
动社会力量参与“清洁家园”整治行动。
此外，杭州市还有一支民间河长队伍。他
们时刻关注城市大大小小的河道，发现
问题后会及时拍照记录、整理上报问题，
共同参与河道治理。

“实现河道清洁，多方参与很关键。”
杭州市城管局城市水设施和河道保护管
理中心党委书记蔡国强说，从专业治水
队伍到民间河长，再到无数志愿者的积
极参与，杭州市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
性，共护杭州城市水系。

一河清水，宜居富民

掰开河蚌，就能看见一颗颗珍珠。
“水质好了，咱们的河蚌长势也比以前好
了不少。”在拱墅区红旗河的河面上，养
殖户石乃冬正摇着船桨，撑着小舟，对自
己养殖的珍珠蚌进行检查。

这有赖于杭州市城管局引进的智能
生物链治水技术。河蚌被投放后，会不间
断滤食水中的藻类、浮游动物、有机碎
屑，实现食物链有机质循环传递。

“景观河道里养河蚌能净化水质，水
好了，河蚌的品质也更好了。”拱墅区城
市河道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说，在这
项技术支撑下，杭州市在保护水质的前
提下，着力培育河蚌养殖产业，富民增
收。

水生态持续向好，让河道两岸更加
宜居宜业，市民也有了更多休闲空间。

位于余杭区的五常港，是当地主要
的骨干引配水河道。每到周末，居民沈佳
琪都会来到河岸旁的健身绿道上跑步。

“环境这么好，运动起来很舒畅。”沈佳琪
说。远处的亲水平台上，一些市民正在休
闲垂钓；滨水步道上，家长正带着孩子们
奔跑嬉戏。

过去，五常港岸边的居民非常喜欢划
龙舟，但由于环境污染等问题，划龙舟的
人越来越少了。现在，随着水生态环境的
持续向好，龙舟队伍又壮大了起来。除了
能看龙舟比赛，人们还能在“河道生活”小
程序上报名免费体验划龙舟、皮划艇、桨
板等活动。上线仅一个月，“河道生活”小
程序上的预约人数就已达到 1500 人。

这是杭州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缩
影。近年来，杭州市结合当地实际，开展
特色活动，致力打造“一河一品牌”，满足
市民游客亲水近水、安全便捷地参与水
上健身活动的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创新河道治理
方式，不断改善河道环境，让城市更宜
居。”蔡国强说。 窦皓

浙江杭州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

河清岸绿，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全面构建治理体系，济宁打造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