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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耀西 石志桥

初春的江苏泗阳，翠绿的柳枝在惠风中摇
曳。此时，来安街道 4.8公里的徐大泓战线上，一
场以“水系连通”为主题的工程会战正在打响。
这条西连泗塘河、东入淮泗河的徐大泓河，疏浚
工程结束后，水体将由滞变活，向东奔流，两岸农
田排灌难题将成为历史。

泗阳，是苏北的农业大县，全国“水系连通”
试点县。“水系连通”，对于泗阳来说，也是适应生
态治理、旱涝灌排、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泗阳
县水利局局长仓义晶说，治理前，县域内的湖、
河、沟、渠连通度不高，“各走各的道，各流各的
水”，有的沟塘甚至“枯死不相往来”，致使水资源
调配能力不足，洪水宣泄不畅，河流自净能力减
弱、局部水环境恶化，影响了洪泽湖生态系统、大
运河清水廊道输水安全、六塘河重点水域功能区
水环境。

2020年初，泗阳县委、县政府从生态发展的
高度出发，采取PPP模式，投入 6.19亿元实施“水
系连通”工程。项目涉及 10个乡镇，总长 137.86
公里，河道清淤100.58公里，生态护岸38.42公里，
岸坡及岸带植被恢复面积 163.13公顷，采取水系
连通、河道清障、清淤疏浚、岸坡整治、河湖管护、
防污控污、景观人文等 7项措施，对高松河、黄码
河、小黄河等37条骨干河流进行综合治理。

仓义晶介绍，泗阳分两年实施的“水系连通”
工程，就是对县域内的湖河沟渠进行综合治理，
构建“格局合理、功能完备、互连互通，蓄泄兼筹、
引排得当，多源互补、丰枯调剂，水流通畅、环境
优美”的湖河沟渠连通体系，使其实现优化生态
环境、改善灌排条件、美化居民生活的目标，支撑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去年实施了18条河道水系得到了综

合整治。河水连通了，河水奔流了，排涝能力增
强了。这是“水系连通”工程最直观的效果。原
来的湖河沟渠，互相之间基本不连通，“河水不犯
渠水”“湖水不犯河水”，许多河沟渠由于地势低
洼，河水常年不流动。经过“水系连通”工程，全
县18条骨干河道彼此相连，相互之间形成了大流
动的“水系网”，大雨不成涝、暴雨不成灾、连阴雨
不成洪、雨过田间无积水的排水体系，不仅河水
活了，排涝能力也显著提升。

小黄河是一条流经众兴、三庄两个乡镇进入
六塘河的排涝河。此时的小黄河两岸，万亩麦苗
郁郁葱葱，仿佛听到它们“吱吱吱”的拔节声。曾
经的小黄河，上游无水源，河段多淤塞，常年不流
动，水质下降不说，还容易形成涝灾。项目工程
师赵冬亮介绍，小黄河被列入“水系连通”工程
后，施工队在大运河云渡干渠与小黄河靠近的地
方建造了节制闸，成功地将云渡干渠与小黄河连
接起来，引云渡干渠水入小黄河，并对 7.5公里的
小黄河进行疏浚。如今的小黄河，流动了，水清
了，两岸的农民不再为农田排涝犯愁了。

三庄镇农民李训民，有五亩农田靠近小黄
河。往年小麦收割过后都是种植西瓜玉米。可
是，由于小黄河排涝不畅，西瓜玉米常常受淹，收
成不好，有时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去年小黄河治
理后，水流畅了，水涝没了，李训民地里的西瓜，
每亩收入四五千元。数着一叠叠钞票，李训民乐
呵道：“水系连通，连到俺庄稼人的心里了。”

如果说通了河渠，活了河水，是“水系连通”的
功绩。那么，提升河湖灌溉能力，改善农业灌溉条
件，则是“水系连通”产生的又一显著效应。“河里有
活水，旱田不怕旱，种田有保障。”仓义晶说，全县

“水系连通”受益村庄达到67个计21.5万人。
泗阳县属黄泛冲积平原，地势西高东低，地

面相对高度大多介于 12 米-17 米之间。京杭大

运河横穿全境，成为天然的“分水岭”，运河以
南，北高南低，河流皆入洪泽湖；运河以北，南高
北低，河流皆入新沂河。“水系连通”项目区内的
洪泽湖岸边卢集、裴圩、新袁等乡镇地势高，属
于典型的“靠近水碗无水喝”，农民栽不上水稻，
只能种植玉米大豆山芋等旱作物，“望天收”成
分较多。

解决农田灌溉难题，被县里列入“水系连通”
工程的重点。针对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水系走向，
该县因地制宜、因河制宜、因村制宜，对灌溉能力
差的河道，开引河，疏河床，拓水源，建泵站，蓄水
源。先后疏浚整治黄码河、官沟河、谢大沟6条骨
干灌排河道，灌排受益面积共计 59.88万亩；完成
黄码河沿线三徐引河、高湾引河、坝头机站引河
治理，解决了困扰高湾村等 10个村庄约 4万亩农
田的灌溉引水问题；完成黄塘河等河道水源存蓄
工程，解决 7000亩农田的灌溉引水问题；改善了
高湾引河、三徐引河、红旗大沟等主要灌溉河道
灌溉高峰期取水难，改善灌溉面积4.45万亩。

高湾引河，贯穿新袁镇的马庄、新东、新集三
个村，全长约 3.2公里。曾经的高湾引河，河床淤
塞严重，水到不了翻水站。去年初，县政府投资
600多万元疏浚高湾引河，解决了沿河灌溉问题，

“盼水妈”“挑水哥”不见了，玉米亩产突破 600多
公斤。说起高湾引河疏浚后的变化，新东社区党
支部书记何侯波掰着指头说：“第一，河道不堵
了，灌溉方便了；第二，旱田不旱了，收成增加
了。第三，污水不见了，臭气没有了。”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三月雨扑扑，稀麦
变厚麦。”可是，泗阳这个冬春的雨水却格外的稀
少。若是在往年，黄塘河两岸的麦苗一定会瘦小
细弱，农民也一定会望天求雨。因为往年的黄塘
河，水量少，灌溉难，被农民戏称为“荒唐河”。今
年不同了，经过“水系连通”治理，黄塘河水满河

清，蓄水充足，得到及时灌溉的两岸麦苗，叶片葱
绿，矮壮敦实，分蘖较多。正在田头给麦田灌水
的三庄镇农民史家明说：“现在的田地，能排能
灌，旱涝保收，水系连通工程就是好啊，以后种地
再也不愁了，共产党真是处处想着俺种地人啊。”

泗阳的“水系连通”工程，用“一石多鸟”形
容其效果再恰当不过了。在实施“水系连通”工
程中，泗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水域与岸线共治，治水与治污并举，以河网
骨干水系为脉络，一河一策，多措并举，对 37 条
骨干河流实施生态系统治理，优化农村河流水
生态环境。

项目施工方负责人、泗阳县水投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王彬介绍，去年，他们使出“绣花功夫”，在
18条骨干河道建设污水处理厂，打造生态湿地净
化水池、铺设生活污水管道、实施截污工程、开展
内源治理、栽植水生植物、做好岸线护坡和栽植
景观绿植，彰显泗阳县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城乡风貌，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去年以来，该县“水系连通”在运北片区建成
小黄河、红旗大沟2条河流的截污工程，在运南片
区建成黄码河、官沟河、一干引河、长河、新四中
沟等 8条河流的截污工程。其中，城厢污水处理
厂、黄码河黄圩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建设，还填
补了城厢街道、裴圩镇黄圩社区的治污空白。

城厢街道小圩村境内的 1.19 公里的要武引
河，河内清水潺潺，岸边绿植茵茵，路上行人拍
抖音视频。谁也不会想到这条河曾经的污浊不
堪。水系连通后，要武河成了一条排涝、灌溉、
生态景观多功能河道。家住附近的王耀兵说，
以前，河里杂草多，特别是夏天，水臭蚊子多。
现在治理河道，对老百姓好，你看水清了，白鹭、
野鸭子和小鱼小虾都有了，这么好的环境，我们
一定要保护好。”

江苏泗阳：

“水系连通”流出湖河清生态美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立刚 文/图

乡村振兴时代脱颖而出的村子不少见，脱
胎换骨的村子并不多见。建设“花开海上”生态
园五年，待泾村从一个距离镇中心最远、经济最
薄弱的农业村变成了“小镇第一村”，这是事实，
但不是全部。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干部群众纷
纷表示，这些年，待泾村脱胎换骨了。

中国乡村生态园遍地开花，长三角地区更
是如此，有的村还不止一个生态园，待泾村为何
能凭借一个生态园脱胎换骨？过去的五年，待
泾村走过了怎样的振兴之道？春暖花开时节，
记者走进待泾村。

“三级书记”甘为“护花使者”

“明天区委胡卫国书记召开上海南郊花
海·芳香小镇项目专题推进会。”见到记者，今
年 1 月当选为金山区政协副主席的朱泾镇党
委书记李士权直奔主题，“待泾村花开海上生
态园升级为芳香小镇，对全镇探索做强做大一
村一品谋振兴是一次展示，也是一场更高层面
的检验。”

生态园经营方是待泾村引进的两个花卉园
林企业之一——上海花开海上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看准了上海市金山区乡村振兴时代
契机，2015年主动提出利用 600亩低洼地打造
以赏花为特色的“花开海上”生态园，目的之一
是丰富企业经营内容，其二是以此方式参与待
泾村乡村振兴。

2020 年 10 月 24 日，蓝城集团董事长宋卫
平等嘉宾亲赴待泾村，和金山区、朱泾镇、待泾
村三级书记在内的干部群众一起拉开了芳香小
镇建设帷幕。蓝城集团接盘生态园，规模从原
来的 600亩扩大到 3800亩，显然是生态园提档
升级的里程碑。

过完春节上班第二周就召开芳香小镇项目
专题推进会，参加对象包括分管副区长，区委
办、区发改委等六个部门的负责人和朱泾镇党
政主要负责人悉数到场，传递着“护花使者”的
责任和担当。事实上，自从待泾村和经营方一
拍即合打造生态园，“三级书记”甘为“护花使
者”的佳话就传开了。

现任待泾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彭雷辉 2013
年到村里，亲历了生态园从无到有、从困难重重
到柳暗花明、从生态园到芳香小镇的全过程。
谈到过去五年，他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村民们
对自己、家庭和村子的未来充满期待，村“两委”
班子对未来充满期待，曾经的不被理解、压力都
变成了开心的回忆。”

待泾村除了引进的两个园林绿化企业，就
是以水稻为主的 13 个家庭农场经营者，村集
体、农户的收入来源非常有限，打造特色乡村旅

游，继而延展第三产业，是镇、村两级书记的迫
切期待。可是，村民从一开始就误解了项目的
本质，以为是国家征用低洼地建设公园，要求解
决镇保待遇，不解决就不让动工。

“也就是说，花还没种下，就出现了村民反
对的局面。”彭雷辉回忆道，“群众是误解，只能
从长远的发展的角度上门做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项目不久就获得了村民
支持，但是，从生态园升级为芳香小镇，不只是
扩大规模，还要建设精品酒店、小镇广场、香文
化产业等，如何升级服务提高营商环境，让蓝城
这样的优质企业放心到待泾村投资发展，却摆
在了区、镇、村三级书记前面。

记者了解到，生态园经营方对接上蓝城集
团之后，镇党委书记李士权和镇长夏红梅四次
赶赴杭州，主动推介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同
时第一时间采集企业需求。

“振兴乡村产业必须重视社会资本引进，这
意味着同时引进了效率、效益，反过来促使政府
提高服务效率和能力。”夏红梅的话，给出了芳
香小镇从意向到开工只用了一年时间的答案。

创新服务不做“甩手掌柜”

生态园卖点是四季花海，以此立足长三角
乡村旅游，成就待泾村“一村一品”。在区、镇、
村共同努力下，待泾村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成为
上海市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最近三年连
续获得了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
乡村振兴旅游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
荣誉，这为生态园升级为芳香小镇打下了很好

的软环境硬实力基础，但是，这一次的产业升级
不是从无到有打造乡村旅游景点这么单一，而
是要对标法国格拉斯小镇，打造全国独一无二
的“芳香之旅”田园综合体。

“不管是生态园还是芳香小镇，都是企业经
营，政府就应该做‘甩手掌柜’，但是，当企业高
质量经营呼唤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时，政
府一定要聚力创新。”李士权说。

在建设生态园时，镇党委、镇政府做到了不
做甩手掌柜，李士权、夏红梅带头执行每周一次
现场会制度，一直延续到生态园开门迎客，而这
一次建设芳香小镇，可不是每周一次现场会能
解决问题的，需要从区级层面，为企业解决村里
点状地块建设用地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为了通过芳香小镇项目壮大
镇、村两级集体经济，项目经营主体采取蓝城集
团、朱泾镇待泾村经济合作社、朱泾经济联合社
共同出资方式成立公司，而且开创性地达成了
待泾村以建设用地“作价入股”的模式。那么，
首先就要为点状地块办理产权证。

芳香小镇项目选址定位后，最终确定了
113.02亩点状用地，而这些点状用地横跨待泾
村 11个生产组，涉及 99宗土地。在这之前，上
海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取得《不动产权证
书》还没有先例，一次性要办出99本《不动产权
证书》，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从项目立项启动到选址，完成农转用手
续，接着取得供地批文，一直到发证，仅用了半
年多时间，不得不佩服金山区各级政府振兴乡
村的决心。”上海蓝城花开海上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丹回忆起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不
停感叹。

张丹的感叹发自内心。依法依规走程序，
半年多时间就拿到了证书，如果没有各级政府
的创新作为，是绝无可能的。

“芳香小镇”弥漫期待之情

农户能安居乐业，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
壮大，理应是衡量“一村一品”含金量的不二标
准，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在这方面有着清晰
的思路，也因此决定了待泾村“一村一品”的价
值培育之路。

生态园给待泾村带来的增收是多元且可观
的。对农户来说，有的能获得稳定增长的土地
流转金，有的获得家门口就业的薪金，出租房子
的农户获得租金，多余的农产品变成了商品。
对于村集体，每年按照合同获得门票收入的
10%，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费归村集体，这两项
合在一起一年少说有几十万元，这对于基本没
有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待泾村是个不小的突破。
至于别的收益，在成为上海市美丽乡村、乡村振
兴示范村的过程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升级为“芳香小镇”后，农民、村集体的收入
将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记者通过彭雷辉了解到，因为“芳香小镇”，
村里将形成精品酒店、度假民宿、餐饮等服务
业，村民的工资性、财产性收入渠道必将因此拓
宽，而村集体经济的收入则将迎来大增。

根据协议，生态园带来的集体经济收入按照
原先约定不变，113.02亩地“作价入股”将带来保
底分红收入，即在芳香小镇五年建设期内，每年按
央行同期发布的整存整取一年期存款利率计算保
底分红，建设期满后，以集体股权对应的股权金额
为基数，按央行同期发布的整存整取三年期存款
利率计算保底分红。也就是说，自2021年开始，
镇、村集体经济收入至少每年增加200万元。

“村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这是目前待泾村
最浓郁的情感。”彭雷辉说。

东陈屋河两边秀泾四组所在地共有6幢村
居被上海衡山集团纳入民宿改造，64岁的黄福
宝远远看到彭雷辉就大声问：“我家民宿什么时
候开工啊，好想早点入住。”

黄福宝告诉记者，她家的房子去年八月拆
建，改造好之后，她和老伴也住在民宿里，两个
房间加一厨一卫，剩余的空间出租 15年，年租
金收入2.2万元。

记者在黄福宝的一言一行里看到了满满的
期待，而和衡山集团一样看好待泾村的企业还
有不下5家，已经完成前期对接，随着这些企业
的入驻，其他村民的期待自然不会比黄福宝低。

同样充满期待的还有原先管理生态园的外
来年轻人。刚刚获得上海市户籍的新上海人包
晓东自 2017年生态园开园那时起就吃住在村
里，团队其他32位年轻人也一样。

包晓东告诉记者，团队本来就看好生态园
的前景，现在被资源平台更大的蓝城接管了，产
业能级一下子提升了，怎能不期待！

脱胎换骨有其道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振兴观察

湖北将支持5G等新基建向农村延伸

实现农村强富美，必须加快补齐农村现代化短板。今年
湖北省将全面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实施乡村物流体系建设、新
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等系列工程。

今年，湖北省将实施村庄道路、农村供水安全、新一轮农
村电网升级改造、乡村物流体系建设、农村住房质量提升等一
批基础设施项目，在适当超前、合理节约的前提下，全力提升
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强化县域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
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推动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资源向
乡、村两级拓展，支持5G等新基建向农村延伸，提升农村公共
服务水平。

同时，将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聚焦鲜活农产品产地
“最初一公里”，建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推进“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实现线上线下结合，促进农产品销售。

祝华 胡曼

甘肃自然村组硬化路技术指南发布

日前，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印发《甘肃省自然村（组）通硬化
路建设技术指南》（简称《指南》），规范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
设，有序推动自然村组通硬化路高质量发展。

《指南》主要适用于新建和改扩建的自然村（组）道路、村内
主干道、巷道及入户道路的修建技术，分为设计、施工两个篇
章，共17章。其中，设计篇主要从路线平纵指标、路基宽度采
用、路面结构选用等方面提出技术要求，施工篇则对路基、水泥
混凝土路面、沥青路面、交通安全设施等提出具体技术指导。

《指南》充分结合甘肃省地形地质条件、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农村交通运输需求及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现状等实际
开展编写。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多次组织召开技术论证会，征
求市（州）县（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及行业单位意见，并对其
进行修改完善。 金磊

河北将成线连片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河北省近日出台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实施意见》提出，“十四五”期间，全省将有序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

《意见》明确突出环京津、环冬奥赛区、环雄安新区核心
区、环设区市主城区等“15个环”，京石、京秦、京张等高铁高速
沿线和太行山高速沿线、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太行红
河谷文化旅游带等“10个带”，西柏坡、北戴河等重点旅游景区

“20个片”，成线连片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021年建成 1500个
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优选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统筹规
划、连片打造，重点布局新创建18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协
调推进生产、生活、生态建设，示范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支持
雄安新区争创国家乡村振兴引领区。

同时，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2021年建设改造农
村公路4500公里，同步建设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推进农村公
路建设项目更多向进村入户倾斜，行政村主街道硬化基本实
现全覆盖，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进巷道硬化。实施规模化供
水工程，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到2025年，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5%以上。实施农村电网建设工程，2021
年新建改造农村电网线路1.5万公里。 袁琳

浙江绍兴
“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达到31个

近日，根据《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绍兴市“四好农
村路”示范乡镇考核结果的通报》，2020年，浙江省绍兴市又新
增12个“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至此，三年来全市已累计创
建31个“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

“十三五”以来，绍兴市不断强化示范引领，注重与当地特
色产业和乡村旅游资源有效结合，实现农村公路与农村经济
的齐头并进。累计创建1个“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2个省
级示范县；2个万里美丽经济交通走廊示范县，1个达标县；85
个“美丽乡村公路乡镇（街道）”，31个“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

张春华

游客畅游生态园。

国网福建电力
升级农村电网惠及人口超430万

近日，国家电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布《国网福建电力
2021——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报告》显示，国网福建电网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新一

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惠及农村人口超过 430万。去年投入
53亿元改造升级农村电网，农村年平均停电时间从2019年的
11.141小时降为 2020年的 9.43小时，福建省农村户均用电容
量全面达到小康标准。福建电网还投资了365亿元建设老区
苏区电网，推动 1484个光伏电站全部纳入国家财政补贴，为
群众带来年收益8600万元。

接下来，国网福建电力将继续在乡村建设“清洁低碳、安
全可靠、泛在互联、高效互动、智能开放”的能源互联网；积极
服务乡村振兴，实施农网巩固提升、乡村电气化提升、帮扶成
效提升“三项提升工程”。 陈舒平 林丽平

为保障年货生产企业的电力供应，南方电网广西钦州供
电局今年春节期间成立了30支共计150多人的服务队，奔走
在生产一线，确保年货生产企业用电稳定。图为近日，钦州供
电局年货生产服务队在小董镇董氏时光食品厂定点监测生产
电力供应情况。 马华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