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芦晓春

建设美丽乡村，水环境治理是重要一
环。近两年来，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镇围
绕农村水环境治理，不仅重视基础设施投
入和建设，更注重标准体系构建，实现了
农村污水治理规划设计、技术选型、建设
实施、资源化利用、运行维护、公众参与等
各个环节有标准可依。

如今，大兴庄镇农村水环境治理工作
已走在全国前列。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今年公布的第四批全国 12个农村综
合改革标准化试点项目中，大兴庄镇名列
其中，为全国农村水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
总结和推广地方经验，并将进一步深化探
索和实践。近日，就这一试点工作的举措
与成效，记者做了调查。

以生态理念为导向，小村
庄有了大变样

走进大兴庄镇的良庄子村，花园般
的村庄处处散发着活力，475 米长廊两
侧，是挂满果实的桃园和盛开的玫瑰，池
塘中还有荷花绽放，景象宜人。可就在 5
年前，长廊处还是条雨水沟，村内生活污
水及周边养殖场污水汇入，流经之处蚊
蝇遍地、恶臭难忍。

今昔对比，小小的村庄可谓大变样，
变化的秘密，来自村东头的湿地污水处
理站。全村的生活污水汇集于此，经过
地下 3级沉淀后，被打入约 1亩地的芦苇
湿地进一步净化。最终，处理后的水体
干净透明，可达到农村生活污水一级 A

的排放标准。
良庄子村沿着这个思路，在解决了

环境治理最基本的问题后，进一步把闲
置土地变为玫瑰园，把桃园变为花园，把
鱼池变为垂钓园，并在水中栽种荷花、修
建观光步道。接下来，村内还将打造高
端民宿，乡亲们不仅能够享受生态宜居
的美丽环境，还能吃上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饭”。

“良庄子村的变化是全镇农村水环境
治理成效的缩影。”大兴庄镇党委书记沈
立军表示，“为落实北京市‘生态问题生态
方法解决’的理念，大兴庄镇在污水治理
过程中优选运行成本低、能耗低、抗冲击
力强的生态治理技术。”

据介绍，经过两年实践，大兴庄镇
形成了北京市地方标准《农村生活污水
人工湿地处理工程技术规范》，为农村
地区采用“生态问题生态方法解决”提
供了示范，农村水环境治理工作走在了
全国前列。

紧抓标准体系建设，攻克
农村治水“痛点”

水环境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重要内容，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到底
出在哪儿？

早在 2018 年，大兴庄镇就建成了 22
个功能型精准湿地污水处理站，对生活污
水进行净化处理，成为我国少有的实现镇
域内全部村庄采用湿地技术进行污水处
理的乡镇。

虽然有了硬件和技术，但大兴庄镇

通过对农村水环境治理领域现行相关
标准的梳理发现，资源化利用、处理设
施运行维护、运行评价等方面的标准相
对缺乏，统筹污水、河水、雨水、饮用水
治理的标准体系衔接不够。

大兴庄镇面对的这一问题是当下全
国农村水环境治理普遍存在的问题：现行
农村水环境标准体系重工程设计、建设，
轻运行维护、后期管护。

找准了问题所在，大兴庄镇在推进农
村水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注重以标准化工
作理念为指导，逐步建立标准体系，实现
各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

在具体实践中，排入水体、景观利
用、园林绿化、农业种植等对水质要求
不一样。对此，大兴庄的沼液、养殖废
水经过简单熟化处理后排入柳树零排
放湿地，成为柳树湿地重要的营养源；
而排入洳河的水质必须严格执行地标
一级 A 类标准；排入景观水体的水质
则可以适当放宽排放标准。用于河道
生态功能提升的“河狸坝”仅仅制定年
污染物去除总量，并没有制定硬性的排
放标准。恰当的排放标准有效地降低
了治理成本，避免追求高标准造成治理
成本。

两年来，大兴庄镇通过不断提炼水
环境治理的成熟经验与做法，解决了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建得好、用不好、管不
好”的问题。村级污水处理站已累计处
理污水 50 万立方米，有效阻断了污染物
对下游水体威胁，大大改善了农村人居
环境。

注重群众参与和监督，治
水与治村相结合

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来说，农村水环境
治理是一件关乎全体村民利益的公共事
项，能否保障好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监
督权等，关乎着这项工作的成败。

对此，大兴庄镇在推进农村水环境治
理工作中，注重社会动员和村民参与。在
选择什么样的污水处理技术时充分吸纳
村集体的意见，在日常运行维护中鼓励村
民监督、参与维护。此外，治理工作中的
重大事项均充分尊重村集体意见，同时也
明确了村“两委”班子在水环境治理中的
职责。

这一举措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
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此次标准化试
点工作将动员村民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成
功做法规范化、标准化，为农村水环境治
理的社会动员工作提供指导。

“治水要从治村抓起，保水要从保绿
抓起，节水要从种植抓起，管水要从沿岸
抓起。此次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是对大
兴庄镇水环境治理工作的一次系统化梳
理，也将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沈立
军说。

大兴庄镇试点工作形成的标准体系
对我国农村地区水环境治理具有参考价
值。下一步，试点工作将针对农村水环境
治理中运行维护、运行评价、标准衔接等
薄弱环节组织开展相关标准的制定、修
订，形成针对农村地区相对完善的标准体
系，为农村水环境治理提供标准化支撑。

2020年8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申相磊 校对：毕思宇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综合新闻 3

农村水环境治理的京郊样本
——北京平谷大兴庄镇“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调查

当前，长江中下游地区中稻正处于拔
节孕穗期、晚稻正处于分蘖期。受前期持
续阴雨寡照影响，部分中稻生育进程有所推
迟、群体质量不高；部分晚稻移栽期推后，秧
龄偏长、秧苗偏高、秧苗素质偏弱。针对当
前长江中下游中晚稻生产现状和存在问
题，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会同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提出以“强管理、
促平衡、增穗粒、防病虫”为要点的2020年
长江中下游中晚稻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一是科学管水促平衡。中稻要因苗
搁田，苗数过多、叶色浓绿的田块可重晒，
其他田块可露田轻晒或分多次晒田。复
水后坚持“以润为主，以水调气，水气协
调”的原则科学管水，做到水层孕穗，有水
抽穗，干湿交替灌浆，收获前 7-10 天断
水，切忌断水过早，防止后期早衰。对前
期搁田叶片已落黄的中稻田块，实行干湿
交替间歇灌溉，至孕穗期建立水层；对搁
田效果不好、群体偏大的中稻田块，要继
续搁田并重搁田，促进根系深扎，增强植
株抗倒能力；对迟播、迟插等群体不足的
中稻田块，实行带肥轻搁田，促进分蘖成
穗。晚稻要湿润灌溉，促进分蘖发生和群
体生长，当苗数达到预期穗数苗的 85%左
右开始搁田，掌握“苗到不等时、时到不等
苗”的原则，搁田控水以提高分蘖成穗率
和群体质量。中后期水分管理同中稻。

二是合理施肥增穗粒。穗肥的施用要
在群体高峰苗已过、叶色明显褪淡显“黄”
时，因地、因种、因苗合理施用。一季粳稻
穗肥一般在叶龄余数3.5-4.0时，亩施用15
公斤复合肥和5公斤尿素；一季籼稻穗肥一
般在叶龄余数 1.5-2.0时，亩施用 7.5公斤
尿素和5-10公斤氯化钾。对生育偏迟、群
体不足、叶色褪淡不明显的田块，穗肥可提
前0.5-1个叶龄期施用，并适当增加用量；

对群体旺长的田块，推迟施用穗肥，视叶色
褪淡情况，减少穗肥用量或不施氮肥；对受
灾较重、发苗迟缓的田块，抢时施用促壮
肥，亩施复合肥 10-15 公斤，促进苗情转
化、加快生长发育；对因淹水时间长、根系
活力差的田块，适当喷施生长调节剂，养根
保叶恢复生机。双季晚稻穗肥一般在植株
倒2叶抽出、倒1叶露尖时，亩施用尿素2-3
公斤加钾肥4-5公斤；对群体较小的田块，
齐穗期亩施尿素 2-3公斤或施尿素 1.5-2
公斤加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 150-200克，
促进籽粒灌浆成熟。

三是关口前移防病虫。落实“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加强病情虫情测
报，准确掌握病虫发生动态，强化病虫综
合防治。重点做好稻飞虱、螟虫、稻纵卷
叶螟、稻曲病、稻瘟病及纹枯病防控。稻
飞虱防控要突出“压前控后”，防止穗期暴
发成灾；螟虫和稻纵卷叶螟防控要以保护
功能叶片为重点，根据“前松后紧、达标用
药”的原则，在水稻中后期防治主害代；稻
曲病和稻瘟病防控要在破口前和抽穗期
做好预防措施；纹枯病防控要重点在分蘖
盛期和拔节期选择高含量单剂对口防治，
提高防治效率。

四是防灾减灾保丰收。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加强高温、干旱、洪涝、“寒露风”
等灾害预警，及时疏通沟渠，确保旱能灌、
涝能排。如遇35℃以上的持续高温，稻田
一定要保持深水层，以水调温。同时，可
根外喷施磷钾肥，提高水稻自身抗灾能
力。“寒露风”到来时，尚未抽穗的田块要
采取灌深水保“胎”；始穗的田块要叶面喷
施磷酸二氢钾促进提早抽穗；抽穗扬花的
田块应灌深水保温御寒。有条件地区可
以喷施增温剂，增强抗寒能力，减轻低温
危害，确保安全齐穗。

2020年长江中下游中晚稻
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 杨鼎 本报记者 陈兵

往年夏收夏种时节，江苏省泰州市高
港区胡庄镇种粮大户戴涛总会犯愁：下一
季还要不要继续种粮食？价格会怎样？
丰收之日也是忧心之时。

今年，戴涛一反常态，喜笑颜开。“‘粮
食银行’让我们增收妥妥的！”

原来，高港区农业农村局今年进一步
拓展工作思路，为企业搭台，让农民唱戏，
创新组建区级家庭农场协会，鼓励农场抱
团发展，并引导本地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协
会开展合作。目前，全区以胡庄镇为试
点，已推动区内多家大型粮油公司与协会
签订水稻收购协议，建立“粮食银行”，帮
助农民解决粮食收储难、价格低问题。

所谓“粮食银行”，就是协会会员将新
收获的粮食直接送到企业烘干、贮存或加
工，结算价格和方式更为灵活，更能保障粮
农利益。一般来说，粮食大批量上市时，价
格较低，而在过后的几个月当中，会有一个
逐步回升的过程。针对这一价格浮动特
点，协会与企业商定 5个月左右的结算周
期，在约定周期内，协会会员可选择任意一
天作为结算日，跟企业兑付卖粮款。同时，

为保障农场正常生产，企业在收粮时先预
支约8成的粮款给家庭农场，以解决农场卖
粮后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高港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叶健说：“‘粮
食银行’真正实现了合作多赢。既让种粮
大户有相对充足的资金缓解后续发展压
力，又解决了粮食市场价格不稳定、种粮利
薄的难题，同时还能保证企业原材料供应
充足，更能推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

戴涛对此感触颇深：“协会统一供应
农资，降低了生产成本；企业每年明确种
植品种，和协会签订收购协议，解决了我
们粮食丰收却卖不出好价格的后顾之忧；
政府有配套的田间管护技术，可提高粮食
产量和品质。可以说，有了‘粮食银行’，
我们就敢甩开膀子种粮食了。”

据了解，高港区家庭农场协会现有50
名会员，其中粮食类家庭农场19家。今年
粮油企业和协会签订的水稻收购品种为
南粳 9108 和南粳 5055，面积超 1 万亩，收
购量600万公斤左右。

叶健说：“我们将依托‘粮食银行’，逐
步实现大宗农产品种植培训、服务、购销的
有机统一，积极探索建立其他农产品‘银
行’，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粮食银行’让我们增收妥妥的！”

□□ 吴淑云 吴伟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
年，浙江庆元县江根乡根据本乡的优势，用
足乡贤资源和地处浙闽边界的位势，紧抓

“一心两轴三区四园”发展规划，实现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两手硬、两
战赢”。

用足乡贤资源助推产业发展

创新平台，让党建活起来。年初，委
托浙江农林大学“星期天工程师”吴达胜
博士打造“党建+云管理”平台，全面宣传
和展示江根乡7个行政村“美丽乡村”发展
新面貌，并向乡贤发布招商信息，成功引
进项目 2 个，总投资额达 1000 余万元；通
过建设“雪亮村居”工程，强化乡镇一体化
实时管理。

“两进两回”，让产业火起来。聚焦
“精品民宿、特色体验园、生态采摘园、乡
村旅游营地”等新业态，全力推进全域 A
级景区村创建，引贤、引智、引资赋能“创
业之乡”。目前洽谈签约乡贤项目5个，其
中乡贤云上签约投资 1500 余万元，建设
2700亩油茶基地，并建设占地面积3000余
平方米集民宿、观光、科普为一体的古法
榨油体验园。

“两战”都赢，让服务暖起来。上半
年，江根乡一方面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
守住上店、青田村两个省际卡口，另一方
面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以乡情亲
情为纽带，用足乡贤资源开展精准招商，

引进在外创业人士投资水寨毛竹加工分
解点，每年不仅为村集体增收3万元，还辐
射带动周边乡镇群众增收。

打造最美浙闽边界乡村游环线

依托环境优势，塑造乡村生态美。借
助百山祖国家公园东入口建设机会，围绕
江根石匠元素打造百“庆”墙。建设浙闽边
驿“庆元800”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示范基地，
创建坝头村美丽宜居示范村和坝头村、箬
坑村国家级传统古村落，创建全域A级景
区，打造最美浙闽边界旅游环线。建设一
期500亩杨桐柃木切叶基地，举办第四届咸
菜茶民俗文化节暨黄桃采摘节，邀请乡贤
网易直播主持人现场直播带货。

激发经济活力，打造多元产业美。
坚持“一心两轴三区四园”产业发展格
局，实现产业“一村一品”。以上杉坑食
用菌基地、上店有机茶园、后洋生态石斑
鱼基地、“土加鸡”基地等产业建设为重
点，培育创意农业、观光农业、都市会员
农业等新业态，提高产品生态附加值，突
显“江根”元素。

探索党建云端，创造品牌个性美。以
“党建+云管理”数字平台为依托，擦亮
“匠心石乡美丽江根”品牌。积极探索智
慧党建，探索建立网上党支部，在平台深
度应用、功能优化、互联共享上下功夫，
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利用云平台开
展招商引资、销售农产品、推介乡村旅
游，亮化“三务”信息，提升服务水平，加
强乡村智慧治理。

庆元县江根乡：用足自身优势打造多元产业

近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砖桥镇魏湾村鼎峰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在收获锦绣黄桃。该合作社2015年从浙江引进优良品种锦
绣黄桃，种植了110多亩，现在喜获丰收，亩均收入可达2万元。该合作社吸纳了村里26名村民常年就业，还把种植技术传授给村
民，让更多村民通过种植锦绣黄桃走上脱贫致富路。 谢万柏 本报记者 王帅杰 摄

本报讯（卢凤娟 记者 付伟）日前，广东省首
届乡村振兴故事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由广东省文化学会、省扶贫开发协
会、省电影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至 2021 年 7
月结束，为期一年。大赛设置粤东、粤西、粤北、
珠三角等分赛区，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包括最
美乡村、扶贫故事、村官风采、红色文化、非遗挖
掘、乡村教育、新农人、农业经济等内容在内的乡
村振兴故事，分文字投稿、演讲、创意视频三种形
式呈现。

当前，广东各地按照优先的摆位、融合的思
路、统筹的办法、共享的理念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工作，“百园兴县”与“一村一品”相呼应，勾勒
出现代农业新格局，“三清三拆”与“五大美丽”
前后递进，铺展开农村人居环境新画卷，新时代
乡村文明讲习所、乡村新闻官等基层创造让治
理有效和乡风文明建设目标同步推进、高度契
合。这些新措施、新路径、新气象背后，是一个
个富于乡土气息、充满浓浓暖意、情节生动感人
的精彩故事。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广东省扶贫
开发协会秘书长钟韶彬表示，乡村振兴是一个物
质层面和精神力量、埋头苦干和主动宣传互促互
进的历史进程。举办乡村振兴故事大赛，就是要
发挥好包括精品故事在内的各类文艺作品在感
染人、影响人、塑造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进
一步营造浓厚氛围、凝聚社会共识，为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不断加油鼓劲。

广东启动首届乡村振兴
故事大赛

远山深处有洞天
（上接第一版）

砸掉饭碗改创业，起初，黄彭勋没答
应。第二年，回家看到游客成群，还没等村
干部再上门，夫妻俩主动回了村，开起“百
丈农家”。十多年了，客带客，老黄的生意
就没黄过，还带动了一批农家乐。

还别说，“红绿融合”真让老区蹚出了
新路。2018年2月，村里全体党员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发展变化。习近平总书记
马上回了信，并且鼓励“努力建设富裕、文
明、宜居的美丽乡村，让乡亲们的生活越
来越红火”。

这封饱含深情的信，让远在海外的“90
后”黄徐洁深受鼓舞。作为年轻一代，黄徐
洁是全村骄傲，当时正留学德国念工商管
理专业。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硕士毕业
后，她选择回村开起农家乐。

“横坎头有今天，真的不容易。乡
村振兴需要青年接力，只要有想法，敢
闯敢拼，乡村也是一个大舞台！”在黄徐
洁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村
里 。 去 年 ，村 集 体 收 入 达 740 万 元 ，村
民人均收入 36248 元，吸引游客 70 多万
人次。

民族村的“新生命”

竹涛阵阵，村民们伴着歌曲，跳起了畲
族舞蹈。这里是杭州唯一的少数民族乡
——桐庐县莪山畲族乡。以前的莪山，山
坳里穷得慌，男子多光棍，女子无嫁衣。可
此刻，村口停车场满员，放眼都是上海、杭
州的牌照。

此村名叫戴家山，是新丰民族村下辖
的自然村，就在海拔 600米的山上，总共 57
户人家。“早前，村里有‘三难’，就业难、上
学难、脱贫难，稍有能耐的都往下搬、往外
跑，留下的全是空巢老人，就说那万亩竹
林，就是因为缺劳力，一度荒废。”村党总
支书记雷国良如实相告。

雷国良就是“下山谋生”大军的一员，
在外从事房地产。3年前，他回村当村委主
任，今年开始一肩挑。同一年回来的，不只
是雷国良，还有在县城开小餐馆的姚勇
生。姚勇生 13岁就外出打工，兄弟三人的
老宅连成一排，因为没人住，又怕漏雨倒
塌，只能清明、过年轮流回来看看。

如今，老宅摇身一变成了民宿，姚勇生
光装修就用掉 170 万元，11 个房间，400 元
到 1100 元不等。夫妻档经营，才 3 年就收
回投资。促使姚勇生回村的，是离他家不
远处的几个民宿项目的接踵而至，竟然每
家都生意火爆。

戴家山有 30 多栋老房子。2013 年，
为了盘活这些资源，村集体统一登记、收
储、修缮，并成立农民之家创业服务社，
负责招商和开发。没想到，还真引来了
一批高端民宿的投资客。每晚上千元的
房价，高峰时还一床难求，这让世代居住
在此的老百姓为之一惊，开始逐渐意识
到生态的价值。

“服务社以集体土地、管理用房和土
地资源等折价入股，占股 21%。老百姓既
是房东，也是股东，还能在家门口创业就
业。有的当管家，有的开小店，还有的卖

土特产。”雷国良告诉记者，去年，戴家山
游客量突破 10 万人，旅游总收入达到了
1590余万元。

小山村有了“新生命”。傍晚，记者出
村时，碰见正在散步的 77 岁老人田关秀。
她爱热闹，之前一直在城里儿子家养老，看
到村里人气渐旺，毅然搬了回来，独居却不
孤独。眼下，就连儿子儿媳也盘算着，择日
将自家房子改造成民宿。

崖居村的“文艺范”

下了高速，沿着盘山公路，驱车近一个
小时，记者抵达位于松阳县四都乡的陈家
铺村。这里平均海拔 750多米，三面环山，
房屋呈崖居式分布，高低落差有 200米，距
今已有640多年历史。

表面上看，这里保留了古村落的原始
形态，但深入其中，其实别有洞天。推开斑
驳的木门，背后“躲藏”的可能是雅致的民
宿、茶室。若竖起耳朵听，此刻里面可能正
在举行一场高品位的主题沙龙，各界精英
高谈阔论。而远处正在写生或摄影的，也
有可能是某位名家。

鲍朝火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此前常
年在外经商，看到老家近乎凋敝，尤其是
村里老人孤寂的眼神，2012年回了村。这
几年，他投入大量精力，一路引进了先锋
书店、杭州亦舍酒店、飞莺集等的创始人，
让书店、民宿、餐厅、文创等产业在这里落
地生根。

如今，崖居村成了文艺“部落”。三四
十栋老房子，除了被改造成民宿的，还有众

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在村里公共空间里，
不少国内外杰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会
不定期举行诗会、论坛、沙龙、音乐会，以及
作品展等。小村声名鹊起，还引来许多文
艺青年打卡。

有了人气，村集体和老百姓很快也找
到了生财之道。依托特色产业，村里成立
番薯干合作社，统一生产、包装和销售，番
薯身价一下增加了 2.5倍。今年，村里 5家
民宿向低收入农户认购高山生态鸡和番
薯，户均可增收三四千元。

59岁的鲍金岩摔断腿后，无法从事体
力劳动，回村将自家牛舍，改成了土特产
店。售卖土豆片、萝卜干、笋丝等，有的自
己生产，有的向村民收购，去年开张才 7个
月，就净入3万元。现在村里头，只要肯干，
不怕没钱赚。

记者发现，今天的浙江远山深处，横
坎头、戴家山、陈家铺并非个案，而是蔚
然成风。越来越多像雷国良、鲍朝火这
样 的 能 人 回 村 ，挑 起 了 乡 村 振 兴 的 大
梁，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有志青年涌
向乡村，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催化着这场
乡村裂变，共同打通“两山”转化的康庄
大道。

据了解，目前，浙江省已建成A级景区
村庄 7894个，其中 3A级景区村庄 1179个。
去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 29876元，连续 35
年位居全国各省（区、市）之首，城乡居民收
入比为全国省（区、市）最小，低收入农户人
均可支配收入12546元，全面消除了家庭人
均收入低于7600元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