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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晓星通讯员孙俊杰

“污水流向污水处理厂，垃圾集中
处理。现在大街小巷全是花草树木，俺
村的环境一点也不比城里差。”家住山
东省胶州市胶莱镇小高于家村 78 岁的
李大爷由衷地感叹道。

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示范项目的持续推进，“垃圾靠风刮，污
水靠蒸发”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取而代
之的是日趋完善的农村垃圾收集处理
体系和污水处理设施的“上山下乡”。

在这个美丽的季节，记者在青岛的
农村，切实感受到了新环境带来的喜人
变化。

如今，焕然一新的环境面貌与远处
田野里黄澄澄的稻子相得益彰。一阵
微风吹来，稻子起起伏伏，随风摆动，就
像大海里的波浪枯黄的叶子，在微风中
像一只只蝴蝶在飞舞，给大地穿上了一
件漂亮的衣裳。

投资十亿，只为乡村展新颜

国家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
于 2010 年启动，旨在通过“抓点、带线、
促面”，集中农村环境整治项目资金，投
入一批，见效一批，确保和扩大“以奖促
治”惠民政策效果。2012 年青岛市被确
定为国家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第三批示
范城市，示范期为 2012 年~2014 年。3
年示范期内，中央支持青岛农村环境连
片整治资金 4 亿元，青岛地方配套资金
不低于 6亿元。

按照“一次规划、分三年实施”的原
则，同时兼顾各地实际，青岛市将黄岛
区、城阳区、高新区、即墨市、胶州市、平
度市和莱西市列入示范范围，并以大沽
河流域、西海岸经济新区、重点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区为重点区域。示范资金
可以支持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历史遗留的农村工矿企业污
染治理等 5 个方面，结合新型农村社区
改造、农房建设，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
对村庄进行连片综合整治。

据 测 算 ，2012 年 和 2013 年 度 农 村
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实施后，可实现
年处理农村污水 1351 万吨、粪污 12.78
万 吨 、蔬 菜 垃 圾 2.92 万 吨 、生 活 垃 圾
0.15 万吨，年削减废水化学需氧量 6285
吨、氨氮 384 吨，示范区域内危害群众健
康、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
题将得到有效解决，消除村民环境健康
隐患，区域、流域环境明显改善。

青岛市环保局生态处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2012 年和 2013 年，青岛市共
安排 75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4.22 亿元，
受益人口约 50 万人。目前，示范项目已
建成 40 个，正在建设的项目 19 个，其他

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在强化资金效益上，通过中央资金

的支持，带动地方资金投入，并整合其
他涉农环保资金，实现资金效益和环境
效益的“双赢”。据了解，2014 年度示范
资金采取竞争性分配方式，资金已切块
下达，各示范区市正在根据入库项目组
织安排项目实施计划，编制农村环境连
片整治示范工作实施方案。

青岛市环保局生态处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说，今年青岛市农村环境连
片整治项目将继续加大投入。其中，中
央资金支出预算为 2.5 亿元，青岛地方
各级配套资金不少于 3.75亿元。

在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的带动
下，青岛市农村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
保护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有力地促进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因地制宜，建污水处理设施

李大爷提到的污水处理厂是胶州
市胶莱镇南王疃村 14 年建成的村级污
水处理厂。村里用上污水处理厂，本来
就不大多见；更新鲜的是小型污水处理
设施竟然全部用太阳能发电，既清洁又
环保。

这座去年 5 月竣工启用的地埋式污
水处理厂胶州市首家村级地埋式污水
处理厂。污水处理厂 覆 盖 周 边 8 个 村
庄 、5085 人 口 ，日 处 理 能 力 达 500 立
方 米 。 处 理 后 的 尾 水 可 用 于 生 态 鱼
塘 养 殖 、园 林 用 水 、公 厕 冲 洗，实现循
环利用。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围着这个小型
污水处理厂转了一圈。“这些设备都在

地下，深度达到七八米，就是为了节约
空间。”工作人员介绍说。为了更好地
处理村里的污水，他们还专门在每户村
民门口建设了沉淀池和检查井。这样，
有生活污水经过沉淀池沉淀，就可以直
接排到污水管道里，然后再流到污水处
理厂的设备中，经过层层污水处理才能
排出去。

“这个污水处理厂用的电全部是太
阳能发电，不用再单独用村里的电。”工
作人员介绍说，为了满足这个村级污水
处理厂的日常电力使用，专门引进了太
阳能电池板，这些太阳能电池板每天能
发电 40 多度，完全可以满足日常污水
处理、无人值守监控、污水处理厂用电
等需求，这样环保卫生还节约能源。

记者了解到，青岛市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推进、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的
总体原则，对靠近已有排污管网的区域
配套建设生活污水纳管支管；对于不宜
接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区域，采用就
地分散的处理方式；在污水处理模式
上，引导采用“管网+污水处理站+生态
塘”的模式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实现水
资源再利用。

胶州市环保局局长吴焕香告诉记
者：“相比城市而言，农村居住相对分
散，铺设统一管网不现实，存在污水收
集难、管网投资高、占地面积大和施工
不便等突出问题。对于农村污水的收
集和处理，胶州采取了集中和分散相结
合的方式。”

具体说，胶州市采取的是“1+10+
N+X”污水处理模式。其中，“1”是一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10”是区域集中污
水处理模式，共 10 座乡镇污水处理厂；

“N”是区域小集中污水处理模式；“X”
是分散型污水处理以及原位污水处理模
式，包括农村分散型污水处理设施和原
位污水处理设施等。

统一清运，推进城乡一体化

在农村垃圾处理方面，青岛市编制
了《青岛市农村垃圾处理规划》，出台了
加强农村垃圾处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通
过实施“以奖代补”政策，在“户集、村收、
镇运、市统一处理”的基础上，全面推进
城乡环卫一体化进程。

记者了解到，青岛市城阳区建立市
场化运作机制，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原
则，在全区 6 个街道全面推行环境卫生
市场化，垃圾收集处理实行城乡环卫一
体化数字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起“统一
规划、统一清扫、统一收集、统一清运、统
一处置、统一考核”的“六统一”城乡环境
卫生一体化管理体制。所有连片整治社
区，均建有地下垃圾中转站，所有社区均
实现了生活垃圾“户集、村收、镇转运、区
处理”的收集处理模式，新生垃圾定点存
放和清运率达到 100%。

胶州市统一标准，按照每 15 户一个
的标准，全市农村配备垃圾桶 1.5 万个。
按照每 100 户一人的标准，在胶州市共
配 备 3548 人 村 级 保 洁 员 ，实 现 了 全 覆
盖。胶州市两支环卫车队的 49 辆垃圾
运输车每日收运垃圾，这些车全部都装
上了 GPS定位系统。

“几点出发、几点到哪个村、每天跑
没跑、跑了几趟、途经哪里都一清二楚。”
胶州市环卫处有关负责人说，“都是标准
化操作。”而收集的垃圾，全部运送到胶
州城区北部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卫生填
埋、无害化处理。

为将环境整治落到实处，胶州市胶
莱镇对村庄卫生保洁采取管区包干责任
制和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包户责
任制，周周通报、月月排名，并实施挂牌
销号、动态管理的方式，村庄按照卫生情
况分成“红、灰、绿”3 种标牌，验收中两
次获得“红牌”的村庄将予以通报批评，

“绿牌”通过的村庄在抽查中如果不合格
还将降为“灰牌”，并将再次验收。镇上
的验收方式则是“每村必到、每条胡同必
查”的“地毯式”验收，严格打分。

青岛市黄岛区建成了国内首座集生
活垃圾处理、沼气发电、循环利用于一体
的绿茵环保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
目，分拣垃圾中的金属、塑料、废纸等可
再生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剩余的有机质
进行发酵，产生沼气后将其燃烧发电，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如今，在青岛农村，可以说是“大街
小巷净，村村有美景，处处闻花香”。不
少村庄绿草红花十分惹眼，垃圾不见踪
影，村民拍手称赞。

村村有美景 处处闻花香
——青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纪实

◆本报见习记者昌苗苗

广西推动 甜 玉 米 发 展 突 出 贡 献
奖 、国 家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区 、中 国 双
孢 蘑 菇 之 乡 、广 西 十 佳 桑 蚕 生 产 基
地 县 …… 作 为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的 农
业 大 县 ，横 县 被 标 注 了 很 多 靓 丽 名
片 。 长 期 以 来 ，横 县 看 准 市 场 需 求 ，
大 力 发 展 生 态 农 业 、循 环 农 业 ，特 色
农产品资源量大质优，让农民的钱袋子
一天天鼓起来。

春华秋实，春天辛勤劳动种下的种
子都结成了秋天喜悦的果实。清晨，玉
米地一望无际，空气中弥漫着玉米的清
甜。玉米叶上点缀着盈盈露水，在阳光
下一闪一闪的，剥开嫩绿的叶子，玉米
粒吸收了春夏的精华，颗粒饱满，娇嫩
多汁，惹人喜爱。

目前，横县已形成甜玉米、桑蚕、蘑
菇、水产畜牧等八大农业优势产业。生
态农业的发展，不但极大提升了“美丽
乡村”的品位，也探索出了一条富农惠
农、由农业大县到农业强县转变的生态
之路。

甜玉米浑身是宝

种甜玉米的李大爷笑嘻嘻地在地
里收拾玉米秆，天没亮就已经摘好玉米
给批发商发往全区各地，他对记者说：

“玉米秆子也是宝贝，可以卖给养猪场
做发酵床呢。”

记者在横县润达畜牧有限公司看
到，这一养猪场大量收购农民采摘甜玉
米后剩下的秸秆，用来做养猪场里的发
酵床，发酵过的垫料清出猪舍后，又摇
身一变，成为高品质的有机肥，投入到
果蔬种植中。

在横县，甜玉米浑身是宝，所有副
产品都得到了综合利用：玉米笋加工成
罐头出口；甜玉米秸秆、苞衣、玉米芯等
用于肉牛、水奶牛、山羊、梅花鹿的养
殖，或用作种植食用菌原料，资源循环
利用，延长甜玉米产业链，促进甜玉米
产业可持续发展。

近年，横县应用“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甜玉米
产业化形成规模。截至 2014 年底，全县
有甜玉米专业合作社 17 家，会员 3000
多人，带动 1.5 万农户约 8 万多人从事甜
玉米产业。农民每年在甜玉米生产上
的现金收入达到 4亿多元。

甜玉米的茎、叶是养牛的优质青绿
饲料，在横县除春季外，其余 3个季度均
有大量甜玉米鲜秸秆供应，为养牛业提
供了优质廉价饲料保障，促进了养牛数
量的增加。

横县还在甜玉米产区建立了以切碎
加工甜玉米鲜秸秆为主要原料的饲料生
产线，发展奶水牛养殖，农民以牛粪、稻草
为原料栽培蘑菇，全县每年冬种蘑菇 500

万平方米，采收蘑菇后，蘑菇基料全部还
田，形成了“甜玉米—秸秆养牛—牛粪种
菇—菇料还田”的生态循环农业。

桑枝等养蚕种菇循环双赢

除了甜玉米，在横县，稻草、甘蔗
叶、桑枝等农作物副产品，以前都是废
弃物，如今都得到了循环利用，实现了
变废为宝。种桑养蚕与蘑菇种植是横
县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这两种看似

“八竿子打不着”的农业生产，因为科技
创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广西南宁北部湾现代农业有限公
司是当地一家资源再生、生态循环发展
的典型企业。2014 年 10 月，公司申请
得到 2015 年度生态广西建设引导资金
30 万元，建立桑枝粉碎加工和栽培有
机食用菌的核心中试生产示范基地 1
个。开展桑枝的资源化、生态化转化利
用技术示范，为桑枝的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提供了新的有效技术途径。
发挥示范基地的示范作用，辐射带动农
户 1000 户参与到桑枝加工与食用菌生
产中，生产桑枝食用菌菌棒 500 万袋，
培训技术人员 500人（次）。

公司以“公司+农户”的形式，公司
统一供应食用菌菌包、统一现场技术培
训、统一保护价收购产品，带动当地移
民种植食用菌。

公司总经理兼公司党支部书记李
玉红介绍说，公司将周边村的桑树、甘
蔗、茉莉花等废节枝粉碎，变废为宝，作
为菌种主要原料。还将发酵使用过后
的菌泥给群众作肥料，保证了农产品生
态环保，增产增收。与常规种植蘑菇方
法相比，以桑枝粉为主要原料的栽培组

合具有出菇早、产量高、质量好、味道鲜
的优点。这为蚕桑资源综合利用、实现
蚕桑循环生产打下良好基础。

生态杀虫助力无公害农业

除了生态种养，横县还大力推广应
用植保“三诱”技术。植保“三诱”技术是
指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对颜色的趋性、对
性激素的趋性来诱杀有害昆虫的一种植
保新技术，即应用“频振式杀虫灯、有色
粘板、害虫性信息素”诱杀农业害虫技
术。推广应用“三诱”技术可降低农药残
留和防治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民
收入，是发展生态农业和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的重要植保措施。

为有效推进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
横县不断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完善
对重大病虫应急防控、检疫审批和疫情
追溯工作制度，全面提升重大病虫害监
测预警、防控和检疫监管等。

横县还强化科学用药指导和农药抗
性 监 测 评 估 ，大 力 推 广 绿 色 植 保 技
术 。 据 统 计 ，横 县 绿 色 植 保 技 术 推 广
2013 年~2014 年核心示范区已达 1.6 万
亩，推广应用专业化统防统治 12 万亩以
上，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 8 吨，全面提高
了农药利用率和病虫害科学防控水平。

甜玉米带动生态循环致富
广西横县走出富农惠农之路

本报记者霍桃临沂报道 工信部
肥料产业转型升级暨水肥一体化发
展课题调研组日前赴山东金正大集
团调研，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农业部、水利部、科技部、环境保
护部等部门的专家了解了水溶肥研
发、生产情况，实地考察了水肥一体
化试验基地，并召开课题调研专家座
谈会，对如何促进肥料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增产施肥、经济施肥、环保
施肥”的目标提出了建议。

目前，我国化肥施用总量和单位
面积施用量在世界上都居首位，但由
于农民使用不当，利用率只有 30%，
流失的部分即资源浪费，也恰恰是这
些流失的部分污染了土壤和水环境。

在与当地农户进行了深入交流
沟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金涌认为，水肥一体化是个很好
的技术。这项技术一旦得到全面应
用，其价值将不仅停留在节水节肥层
面，而且对环境保护产生巨大贡献，
可以解决目前农业发展中的水资源
浪费问题，降低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他认为，推广水肥一体化需要建立商
业推广模式，用市场的手段、工厂的
办法、资本的手段来促进水肥一体化
发展。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首

席专家高祥照介绍，在华北小麦、玉
米的种植试验中，改水肥分开施用为
水肥同步供应，改 1 次追肥为 4 次~5
次随水追肥，改常规复合肥为高效水
溶肥，可以少用水 40%，少用肥 20%。

“要想提高肥料利用率，大力发展水溶
肥及推广水肥一体化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水肥一体化产业发展
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一家一户的
小农种植模式限制规模化发展、技术
推广和服务体系不健全、重发展面积
轻项目管理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须
不断完善产品准入机制、节水补偿机
制和技术服务推广体系，实行产品、
技术、服务标准化定制化管理模式，
不断提高产业的规范化管理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问题研究
中心主任康绍忠表示。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清认为，推
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科研机构、企业、行业组织
等多方合力。他说：“我国灌溉农业
面临巨大压力，灌溉可用水量增加潜
力很小，水资源已经过度开发，发展
节水农业成为政府、社会的共识。水
溶肥生产企业需要突破瓶颈，加强与
灌溉设备企业对接，加强协同联动，
共同满足现代农业大户的产品与技
术服务需求。”

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较低

专家提出应加快水肥一体化发展

本报记者蔡新华 实习记者郭舒
上海报道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农业部
门获悉，上海市正在尝试用绿色防控
集成的办法，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来防治蔬菜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

目前，上海绿叶菜种植面积稳定
在 21 万亩，接下来将力争通过 2年~3
年时间，使绿色防控集成技术在绿叶
菜生产基地基本实现全覆盖，蔬菜生
产核心基地的主要生产环节也基本
实现机械化。

绿色防控集成办法是指在菜田
先采用“四诱一网”和生物农药（从植
物和微生物中提取制成的农药）控制
病虫害，在上述杀虫办法不奏效的情
况下，才适量使用化学农药。

据介绍，2014 年上海市郊蔬菜
生产中农药亩使用商品量和有效量
同 步 下 降 ，分 别 减 少 227.1 克 和 8.7
克。2015 年，绿叶菜奖励资金中有
50%用于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宝
山区的上海罗光蔬果专业合作社和
上海联杨蔬菜专业合作社各有 250

亩左右的菜田用于试点种植，其中两
个合作社各拿出 15 亩左右的菜田用
于种植无化学农药蔬菜，首批无化学
农药鸡毛菜已于今年 6月底上市。

上海正以“双绿工程”为抓手，积
极转变蔬菜发展方式，保障蔬菜质量
安全。所谓“双绿工程”，即绿叶菜绿
色防控技术综合示范工程。而绿叶
菜绿色防控技术，则主要包括“四诱
一网”等病虫害防治技术。目前全市
已建立和巩固绿色防控示范区 229
个，面积达 7.7万亩。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上海还
将设立专项资金扶持“双绿工程”，并
抓紧制订“双绿工程”地方标准，在全
市全面推行。

记者了解到，位于奉城镇的扬升
合作社，基地全面推行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化学农药使用量已减少 30%
以上。农业专家表示，如果绿色防控
集成技术在全市绿叶菜基地实现全
覆盖，将至少可使化学农药使用量减
少 50%。

上海试种无化学农药蔬菜
力争实现绿色防控集成技术全覆盖

本报讯 安徽省巢湖市“三线三
边”办公室与安徽利民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签订分类垃圾桶投放协议，公司
在巢湖市各乡镇、街道、村居共投放
500 多个旧衣服、电池等废旧物品回
收垃圾桶。日前巢湖市在全市 13 个
乡镇的人口密集居住区设置旧衣回
收箱，下一步还将增加数量。

记者在巢湖市中垾镇的中原花
园小区看到，小区门口置放两个旧衣
回收箱，引得不少居民一看究竟，不
少 居 民 拿 着 不 穿 的 旧 衣 服 投 入 箱
内。据了解，回收的旧衣服质量好
的，消毒后捐给贫困山区或者公益组
织；对不能使用的衣服将再进行分

类，通过技术手段制成纺织、塑料、橡
胶制品，用于工程建设等领域。

李大姐告诉记者，现在家里不穿
的衣服挺多，不扔占地方，扔了上辈
人又说太浪费，这回有地方放了。她
说，现在农村生活条件好了，这些衣
服旧了，放在外面也难看，放在这里
还能发挥作用。

在乡镇设置旧衣回收箱在省内
城市中并不多见，巢湖市“三线三边”
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一段时
间的运行后，效果非常好，既能废物
利用又能保护环境，还能较好地引导
居民参与环境保护。

张勇

巢湖推进垃圾分类回收
旧衣回收箱进驻乡镇

编者按

秋天，是一个 绚 丽 多 彩
的 季 节 ，也 是 一 个 收 获 的
季节。

而 经 历 了 农 村 环 境 连
片 整 治 、河 道 疏 浚 、土 壤 保
护、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举
措 后 ，在 这 个 美 丽 的 秋 季 ，
我们在梧桐树下、稻花香里
收获了无数动人的故事。

本版从今天起，将推出
一系列新闻报道，描绘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迷人秋色，展
示 农 民 通 过 环 境 友 好 生 产
方式增收致富的累累秋实，
与读者共同感受自然之类、
和谐之美。

三农农农天地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48 万亩核桃喜获丰收。近年来，威宁县
依托退耕还林、“三江源”生态保护等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大力发展特色经果林
助农致富，新增经果林 60 余万亩。图为中水镇银水村村民刘丽玲在家中晒核
桃，脸上显露出丰收的喜悦。 刘军林摄

实秋

山东省胶州市通过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村庄变得干净美丽。 张秋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