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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保世纪行

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腹地呼和诺尔
湖畔，海拉尔铁路公安处文艺小分队开展“平安站
车路、金盾护你行”爱路护路宣传演出活动，为当
地的牧民和慕名来草原的游客献上了异彩纷呈的
节目。演出过程中，民警为牧民和游客发放了铁
路安全常识宣传品，宣讲文明乘车，坚决抵制不文
明乘车的行为。 刘刚 郭芸芸 摄

□□ 本报记者 李昊

高高的个头、结实的身板、黝黑
的脸庞，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看起来
朴实、稳重。这是张翔林给人的第
一印象。今年 52 岁的张翔林，1997
年入党，2016 年起担任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爱丰村党支部
书记，他实事求是、埋头苦干，内引
外联、谋求发展，一心想让村民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

张翔林出生于甘肃省临洮县，8
岁时随父母兄妹逃荒到原临河县小
召乡，从此扎根河套米粮川。1998
年，足智多谋、乐于助人的他被村民
极力推选为村民小组长。这一年，他
们组的各项工作都走在全村前列，村
民对他也越来越拥护。1999年，在村
委会换届选举中张翔林被选为村委
委员。2009 年，一次偶然机会，他离
开村委会开始做工程。

2016年春节刚过，爱丰村组织了
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张翔林被推选为
村党支部书记。整整一年多时间，由
于美丽乡村建设时间紧、任务重，他
不分白天黑夜，处理村内的各种矛
盾，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一年
下来，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路修通了，村庄变绿了、变美了、也干
净了。

怎样才能让村民富起来呢？在
村民大会上，张翔林说，首先要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让道路畅通，彻底改
善灌排条件，使全村近 1.8 万亩土地
去盐碱化，同时改变传统的种植经营
模式，为增加村民收入奠定坚实基
础。其次要在爱丰村建一个保鲜
库。爱丰村有 1000 多亩苹果梨和早
酥梨等果树，年产量 500 余万斤，但
缺少储藏保鲜设施，果品基本是就地

贱卖，收益一直上不去。如果能争取
一个集保鲜、储藏、运输、销售于一体
的农产品保鲜库项目，就可以给农产
品的优质优价、高产高效和规模化种
植打下良好基础。

这个计划一说出来就遭到许多
人的质疑，村民担心项目太大、投入
太大，搞不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张翔林并没有气馁，他发动全村
党员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得到了
大家的支持。

爱丰村农产品保鲜库项目于
2017年7月20日开工建设，占地6770
平方米，其中保鲜库 2200 平方米、果
蔬加工分装室 600 平方米。项目总
投资 698 万元，其中市区财政扶持
300 万元。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爱丰村与巴彦淖尔市正肯新能源
有限公司成功合作，由该公司出资
370 万元，解决了保鲜库建设中的资
金缺口。

从筹备建设再到保鲜库建成运
营，每一个环节张翔林都仔细把关，
不论白天黑夜都坚守在工地，村民们
夸赞他是一个真正干事的人。

为带领村民致富，张翔林还注册
成立了以爱丰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
巴彦淖尔市众丰商贸农民专业合作
社，创新“六位一体”的“党支部+合作
社+企业+贫困户+基地+电商”的运
营模式，由党支部牵头引领，以村集体
经济为主体，发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带动村民参与，逐步实现种植产
业的升级改造，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平
台，与国内各地客商建立合作关系，
打造爱丰村的绿色瓜果蔬菜品牌。

自2018年9月投入运营以来，已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 6 万多元，为
150 多户社员每亩地增收 1000-1500
元，累计为农民增收120余万元。

张翔林：做百姓致富领头雁

16个项目角逐
“平谷乡创文旅大赛”决赛

本报讯（记者 芦晓春）7月25日，来自全国不
同领域的创客角逐“歌华有线·2019北京文化创意
大赛平谷乡创赛区”暨第二届平谷乡创文旅大赛
决赛。最终，16个项目脱颖而出，展示对乡村发展
的创意设计，阐述将平谷田园风光、乡村特色转变
为经济优势的方式方法。

据了解，根据赛制，乡村主题赛制分为乡村产
业、田园文旅、文化 IP开发、休闲大会、创意设计等
几大主题。其中，乡村产业主题以平谷区刘家店
镇、大华山镇等地的优势产业为标的，要求创客结
合地方产业特色，通过策划、设计、开发等方式，助
推乡村产业聚集、乡村产业规模经营，产业链条延
伸。田园文旅主题则要求创客以万庄子村、北吉山
村等为乡创标的，根据平谷的自然条件，对古村落、
古建筑、古民居、桃林资源进行创意设计，让田园风
光和乡村特色变为经济优势。据悉，大赛5月10日
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的参赛作品126份，来自
不同领域的创客为平谷乡村发展建言献策。大赛
专家委员会遴选出28个项目进入初赛，通过线上
评选，共有 16 个项目叩响决赛大门，决赛胜出的
项目将代表平谷乡创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沙雅县健全棉花全产业链
破解生产与需求脱节难题

本报讯（孟亚 记者 刘昊）作为棉花生产大
县，新疆沙雅县积极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棉
花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沙雅县常年植棉面
积超过 180 万亩，总产量 20 万吨以上。为从根本
上解决地区棉花产业面临的生产与需求脱节问
题，提升阿克苏棉花整体质量水平，沙雅县构建了

“农户+基地+合作社+轧花企业+纺织企业”的棉
花产业体系。近年来，沙雅县不断扩大招商引资
力度，进一步延伸棉花产业链，形成了从优质棉种
植管理、轧花加工、优质棉纱生产和织布精深加工
全产业链发展的格局。一批批棉纺企业入驻，实
现了棉花就近、就地加工。2018年以来，沙雅县先
后引进千万元以上企业16家，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45.4亿元，吸纳就业6000余人。

为美化村容村貌，河南省新蔡县各乡镇（街道）纷纷在乡村公路两旁种上了五颜六色的格桑花。眼下，随着格桑花的盛开，乡
村呈现出美丽干净的新面貌。图为砖店镇周寺村村民正在给格桑花浇水。 宋超喜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国凤）盛夏时节，宁
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异常
热闹，各地游客接踵而至，人潮涌动、游
人如织。泾源县文化旅游部门组织的乡
村文化节，吸引了 3 万余人次游客前来
观光旅游，村集体经济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40万元。

泾源县位于六盘山生态旅游核心
区，近年来，该县各级文化和农业农村部
门紧紧抓住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
的有利时机，以脱贫攻坚工作为统领，把
旅游扶贫作为一项战略举措，逐步探索
出一条以旅带农、兴旅富民的绿色发展
之路，带动 3000 多户农户参与旅游服
务，户均收入 3800 余元，旅游产业已经
成为拉动老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幸
福引擎”。

据了解，泾源县通过组建文旅集团，
设立乡镇旅游专干，立足脱贫攻坚实际，
制定了《旅游扶贫实施方案》《旅游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实施方案》等有关政策方
案，从人员培训、产业扶贫、基础设施等

方面有针对性地出台了支持政策，明晰
了旅游产业发展路径，拉动了一二三产
业的互融互补。

据介绍，泾源县一方面针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开展免费技能培训，目前在景
区和专业村从事产品销售服务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达到 33 户，户均收入 1 万元以
上；另一方面，坚持企业大户领办与农民
个人自办结合，支持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
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带动130余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从事旅游产业。同时，泾源县还
通过实施“旅游+”战略，打造香水花田花
海，建设乡村旅游专业村 9个、精品农家
乐188户（其中建档立卡户44户）。

据统计，2016年以来，整合旅游扶贫
资金 2076.28 万元，惠及全县 7 个乡镇
86 个行政村 367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依托旅游驿站建设和 20 公里旅游服
务带项目，带动 3000 余名群众投工投
劳参与项目建设，人均年增收 3000 余
元。近三年来，全县旅游综合收入年
均递增11.5%。

宁夏泾源：旅游成为脱贫“幸福引擎”

本报讯（记者 侯馨远 刘伟林）近
日，聚划算在黑龙江方正县举办发布会，
公布深度改造农产品供应链的新计划
——“聚土地”，未来两年，将依托聚划算
商业爆发力和整个阿里经济体的生态力
量，在全国打造 1000 个聚土地示范产
区，孵化 100个特色农产品品牌，帮助传
统农业数字化，助力兴农扶贫。

伴随着“聚土地”首期活动上线聚划
算，来自黑龙江方正县、延寿县、北大荒
七星农场、北大荒建三江基地等优质稻
米产区的两万亩稻田正式开放预定，消
费者可通过一元预售提前预定今秋新
米，也可以购买月卡承包一整年的大
米。等到九十月份稻米成熟，聚划算将
协同地方政府，督促相关农场、合作社、
农业企业按照约定品质发货，最快 48小
时就能从农田到餐桌。

作为最早发起农产品
规模化直供的平台，聚划
算在农产品应季销售上经
验丰富，曾多次创下“卖光
原产地、卖遍全中国”的记
录。仅今年 2 月以来，就
接连在 72 小时内卖光 650
吨云南特级柑、330吨海南
火山荔枝、上千亩顶级玫

瑰等。
聚划算营销总经理苏誉说：“未来，

聚划算不仅要用规模化的集中售卖，最
大限度减少农产品滞销的风险，还将探
索智慧订单农业，提前锁定爆发式需求，
深度改造农产品供应链。聚划算今年会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打造全国 1000
个‘聚土地’的示范产区，打造 100 个农
产品品牌，把方正县富硒大米的品牌打
造成标杆，能够成为中国名片甚至世界
名片。接下来我们将跟地方政府、农民
朋友一起协力，把‘聚土地’2.0版本一起
做好，让餐桌跟农田都受益。”

方正县县长郑伟表示，“聚土地”实
质上是阿里巴巴平台对黑龙江农业的赋
能，可以帮助方正对农产品品牌进行深
度孵化，带动消费升级背景下农产品的
特色化、品牌化和优质化发展。

聚划算为线上客户承包两万亩黑土地□□ 本报记者 刘久锋

“一鸡啼叫，三省皆闻”“一步踏三
省”，这就是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林
口镇鸡鸣三省村所处的地理环境。地
处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的鸡鸣三省
村，在党和红军历史上具有伟大的历
史意义。1935 年 2 月，完成了一渡赤水
的中央红军从四川跨过三省界河，沿
着古老的盐道到了贵州境内，隐蔽进
入了鸡鸣三省村这个小村庄。当日在
这个“一步踏三省”的村庄召开了中央
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鸡鸣三省
会议”。

85年过去了，如今的鸡鸣三省村发
生了怎样的变化？从毕节到村子，先是
高速，然后是旅游公路，一路上，没有想
象中山路的颠簸和崎岖。同行的七星
关区宣传部干部刘佳兴告诉记者，交通
的变化是毕节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巨大引擎，现在七星关基本实现了乡村
通油路，组通水泥路，串寨路也基本全
覆盖，农民出行再也不会“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了。

来到鸡鸣三省红色文化旅游区，站
上老鹰岩，三省交会的区域情况以及其
间的山水峡谷奇景一览无余。走进鸡
鸣三省村的第一感觉就是宁静，往里走
就能看到鸡鸣三省红色旅游景区正在

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一个宁静，一个火热。宁静是生活

美，火热是大发展。依托鸡鸣三省红色
旅游景区优势，鸡鸣三省村正从一个交
通闭塞、商业发展桎梏、人居环境较差
的小山村，逐步走上乡村振兴、同步小
康之路。

村委会副主任刘朝仲带着记者来
到村里最贫困的包包组，沿着断崖绝壁
上的一条羊肠小道走到谷底，再从谷底
结合处往上爬，这条路是进出村唯一的
通道，大概一个小时左右，记者才来到
这个仅有42户人家的包包组。

“没爬过这个山包包，你体会不到
大家搬迁的意愿为什么这么强烈。”刘
朝仲说。

路不通，包包组42户人家实际只有
20户还有人在这里。去年，包包组被列
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对象。村里开动员
大会，村民许明松没来得及和妻子商
量，当场就签了同意书：“毫不犹豫地
签，签回来打电话告诉老伴儿，她也支
持我。”再过不久，他就要搬到毕节的碧
海阳光安置点，成为一个新市民。

34 岁的陶兴才是最早一批从包包
组搬迁出来的村民，如今他的安置房就
在交通较为便利的瓦厂组，说到搬迁后
的变化，他说：“以前在老家的路很烂，
骑摩托车都不敢走，搬迁出来条件好多

了，路好出行也方便，拉一车煤也比以
前节约了不少成本咧。”

农民深切地感受着搬迁带来的变
化。如果说基础设施的改变给村民带
来了出行和生活的便利，鸡鸣三省红
色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则给他们
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的家庭
收入。

据了解，鸡鸣三省红色旅游景区是
毕节市和七星关区重点建设的项目，鸡
鸣三省村就近依托鸡鸣三省红色旅游
景区的优势，将每个易地扶贫搬迁户的
主要劳动力推荐到景区内务工，每人每
天能挣 110-150 元不等，使易地扶贫搬
迁户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同时，当地村委会还积极引导每个
易地扶贫搬迁户发展家庭种植，对于无
劳动力的易地扶贫搬迁户，村委会结合
实际情况，对其实施低保兜底脱贫，多
重保障切实解决了易地扶贫搬迁户的
后顾之忧，让易地扶贫搬迁户搬出去能
发展，搬进来能就业。

站立鸡鸣三省碑下，远望四川、云
南群山苍茫，正是“乌蒙磅礴走泥丸”
之感。7月 7日，鸡鸣三省拱桥合拢，年
底，大桥就能通车，三地人互有亲缘，
以后走亲访友，只需从大桥穿行,不必
下到谷底过河，三地人共同的梦想终将
实现。

挪出穷窝窝 迁入阳光城
——看贵州毕节鸡鸣三省村的变迁

□□ 本报记者 杨梦帆

四川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
水源涵养地，通过动员全社会参与，水污
染治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四川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侯晓春介绍，2018 年，四川
省 87 个国考断面地表水水质优良率为
88.5%，同比上升 14.9%，水环境质量改善
幅度位居全国第一，“我们有信心早日实
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好愿景。”

近日，“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来到
四川省眉山市和宜宾市，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好的生态让当地人民群众获得了满满
的幸福感。

思蒙河的水质在逐步改善

如果 3 月份来到眉山市青神县“海棠
竹溪”，你可以看到盛开的海棠和绿色竹
林交相辉映。7月份，虽然海棠花期已过，
却可以感受到思蒙河以及周边的竹林带
来的丝丝清凉。河边用鹅卵石堆积制作
而成的座椅和标识牌，看似小小的创意，
却折射出了大大的环保意识。

“海棠竹溪”是四川岷江流域生态屏障
建设项目的一个子项目，意在打造以海棠为
主题树种的多层次、多色谱的生态景观。这
也是依托思蒙河综合治理来设计的。思蒙河
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在青神县境内21公里，
流经4个乡镇14个村，沿途 9万人口，过去
较长时间里思蒙河曾经是劣Ⅴ类的水质。

调研排查发现，总磷是思蒙河流域主
要的污染因子，畜禽养殖废弃物、农村生活

污水等严重影响水质。为此，青神县将思
蒙河水污染作为重点整治内容。青神县县
长徐琳介绍，该项目去年10月份启动，现在
基本完工。沿线以前种植蔬菜650亩，后来
这些土地集中进行流转，用来种植海棠和
竹子，现在每年可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近
20吨，有效遏制了农业面源污染。同时，关
闭周边的畜禽养殖场，并给予补偿，鼓励养
殖户用这些资金种植柑橘或开发农家乐。

“综合治理后，水质稳定达到了Ⅳ类水质，
现在我们还在努力中，计划到2020年，实现
思蒙河水质稳定在Ⅲ类水质。”徐琳说。

污水处理和垃圾治理让村
民受益

眉山市丹棱县梅湾村村民吴秋丽家
的小院别有情调。利用报废轮胎种上了鲜
花，庭院一旁还摆放着人造山水。今年4月
开始，吴秋丽家中产生的生活污水有了新
技术来帮忙，她的生活又有了新变化。“以
前的污水池没有净化功能，味道比较大。
现在每天干干净净的，还没有味道！”

吴秋丽不是唯一的受益者。为推进
农村污水处理，眉山市在丹棱县丹棱镇狮
子村、双桥镇梅湾村等聚集程度较高、经济
条件较好的农村，采用有动力或微动力一
体化处理技术进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并
配套建设生态湿地，控制总磷、总氮、氨氮
排放浓度；在丹棱县丹棱镇兴隆村等居住
分散、地形复杂的农村，采用家庭分散式三
格池、五格池系统加小型人工湿地的方式，
将处理后的污水用于田间灌溉。

除了治理生活污水，丹棱县从2011年
开始在丹棱镇龙鹄村试点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以前河里到处都是白色垃圾，竹
林、路边垃圾成堆。”全国人大代表、龙鹄村
党支部书记罗朝运深有感触，村民的观念根
深蒂固，转变观念实属不易。后来，通过广
泛宣传，才逐渐形成“户分类，村收集，县转
运处理”的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丹棱模式”是
如何运行的呢？按照“方便农民、大小适
宜”的原则，以临近的 3-15 户不等的标准
修建大小不一的垃圾分类亭，在能通行压
缩式垃圾车的村道旁建村收集站。分类
收集，实施源头减量。农户将厨余垃圾倒
入沼气池或还田；可回收垃圾自行集中存
放变卖；不可回收垃圾定点分类投放；有
害垃圾单独投放。保洁员对农户分类不
彻底的垃圾进行二次分拣。

为了摆脱事不关己的尴尬，村民每人
每月需要缴纳垃圾收集费一元，实现了村
民从“要我监督”到“我要监督”的转变。丹
棱县农业农村局环境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
古维芬说，同时，通过公开竞标，实现了保
洁承包人从“要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
垃圾治理形成了村民、保洁员、干部三方相
互监督的常态机制。

“王三姐”凉糕店的生意越
来越好

从长江沿江而下，在美丽江城宜宾市
南溪区，两岸的绿植与清澈的江水相互映
衬，气候十分宜人，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此

休闲娱乐。
面对三江流域生态环境日渐脆弱的

严峻形势，自2014年启动了三江六岸生态
修复工程项目，宜宾开展了金沙江、岷江、
长江段生态综合治理。根据《水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九条“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
水源涵养林、沿河掩护植被缓冲带和隔离
带等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要求，宜宾市长
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是近年来重点推进的
重大项目，也是四川省重点推进项目。该
项目跨5个区县，涉及临港新区、翠屏区、南
溪区等。长江两岸192公里长江综合治理
项目，涉及南溪段60公里左右。

南溪区副区长陈经纬介绍，开发之
前，沿江有 3000 亩河滩地，农业耕作会产
生大量面源污染。区里结合棚户区改造
请散居的农户统一集中进入安置点，对土
地统一进行了退耕，修建生态湿地。同
时，每亩地还给予一定的补助。生态改造
后，这里成为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为了长江的清澈，南溪区罗龙街道谢
坝村的王开平家的一亩多地和亲戚的地都
被统一复绿了。去年，54岁的她从广州回
乡创业，在南溪区景观大道的一座驿站附
近办起了凉糕店，由于在家排行老三，她给
自己的凉糕店取名叫“王三姐”凉糕。由
于道路通畅，环境优美，顾客越来越多，

“一碗凉糕两元钱，生意好时一天能卖四五
千碗，一天的销售额就可达近万元。”现在，
王开平还雇了10多个人。她告诉记者，留
在家门口创业比在外打工好多了，现在“王
三姐”凉糕已经申请了注册商标。

筑牢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
——来自四川眉山市和宜宾市的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