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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天地

本报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党朝峰
海口报道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日
前印发的《海南省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技
术导则（试行）》提出，倡导农村建房不
挖山、不填塘、不改渠、不毁林，基础设
施尽量不占或少占优质农田。

按照“安全、经济、适用、省地”的
指导思想，《导则》指出，今后海南美
丽乡村建设要遵循发展性、相融性、
多样性、共享性的“四性”原则。使美
丽乡村规划建设与农业生产、产业发
展相结合，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形成
丰富多彩的农村风貌，实现城乡公共
服务和基础配套的均等和共享。

根据《导则》，农村建房选址要本
着“安全、省地”的原则，基础设施配
套尽量不占或少占优质农田。遵循
耕地总量不减少、建设用地总量不增
加、农地农用尊重群众意愿，结合自
然条件，提倡相对集中避开国家、省、
市法律和法规规定的各类应当避让
的区域。

同时，《导则》强调，农村规划建
设设计按布局形态分为村落、院落和
单体 3 个层次，今后海南的布局要满
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符合农村生活
习惯，避免把城市小区的布局方式简
单复制到农村。

此外，农村住房建筑设计应针对
农村生产生活特点，体现“经济、适用、
安全”的要求；建筑外观应体现当地传
统文化和地域特色，并在整体协调的基
础上适当体现多样性；严禁照搬城市住
宅设计的方法；农村住房一般不宜超过
3层；城镇规划区内的农房按城镇规划
要求设计。在人均宅基地较少或建设
用地较局促的农村聚居点可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建筑层数。

村落的设计方案编制过程中，总
平面布局和单体方案应充分征求和
尊重村民的意见方案编制完成后，应
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
通过，由乡、镇政府报县级规划主管
部门审查。

不挖山不毁林不占基本农田

海南力推美丽乡村建设

阜康垃圾处置硬件升级
投入 1.35亿元购置设备修建设施

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员唐姗
姗 马林雄阜康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阜康市近年来依托国家新农村
建设、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以及美
丽乡村建设等政策资金，通过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
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逐步改善了当
地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

阜康市城关镇良繁村曾经是个以
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村庄，生产生活基
础设施薄弱，村貌陈旧。近年来，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了产业化经营、标
准化生产，增加了农民收入。

2015 年，阜康市成立了农村生
活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制定实施
方案，依托国家补助资金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处理工程，投入 1.35 亿元修建
了 2 座生活垃圾中转站，1 座分拣中
心，1 个 150 万立方的填埋场，购买了
9 辆 大 钩 臂 运 输 车 、垃 圾 压 缩 车 12
辆、可卸式垃圾车 12 辆、17 个垃圾压
缩 箱 ，以 及 100 个 可 卸 式 垃 圾 箱 、
1600 个桶式垃圾箱。

同时，在阜康城市大外环南侧建
立 城 北 转 运 站 ，并 配 备 3 辆 拉 臂 钩
车，配 6 个 12 吨垃圾集装箱等运输设
备，主要服务于市区、城关镇周边地
区、天池景区、准东地区，约 14 万人
口，年处理垃圾可达近 7 万余吨。为
促进阜康市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
体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今年阜康市生活垃圾集中清运
处置已延伸到二镇二乡，其中包括城
关镇、九运街镇、三工乡、水磨沟乡，
主要对城关镇、九运街镇先行试点，
完成城关镇、九运街镇 12 个示范村
建设环卫设施的规划。按照“资源化
利用、无害化处理”的原则，创新回收
利用措施。积极探索实施秸秆压块、
大中型沼气池建设等农村柴草、粪便
处理模式，对沤肥垃圾、建筑垃圾、可
回收垃圾等可再用垃圾采取堆肥、填
坑修路、卖废品等方式进行集中处
理，降低农村垃圾处理成本，提高处
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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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防治蔬菜
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

当前，上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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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用农药益处多

“尽量少用、不用化学农药，解决成本
高、产量低的问题。”上海市农委相关负责
人日前对郊区农委领导提出了这一要求。

这位负责人提出的减量使用化学农
药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据悉，上海市
奉贤区扬升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以蚯蚓
养殖和蔬菜废弃物循环利用为主的菜田
改良保育技术，不仅可保护菜田土壤生
态，还能确保地产蔬菜的质量安全。

据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介绍，扬升合
作社内 70%土地种植绿叶菜，所种品种
均为上海市绿叶菜生产技术体系选育品
种及上海市蔬菜主导品种，良种覆盖率
达 到 100% 。 基 地 全 面 应 用“‘ 四 诱 一
网’+科学用药”为主要形式的绿色防控
技术，综合运用杀虫灯诱杀技术等技术。

为节约劳动力，在种植过程中大力
应用机械化作业，采用机械化旋耕、起垄
和 播 种 ，提 高 作 业 效 率 和 播 种 的 均 匀

性。为了提升水肥利用率，扬升合作社
300 亩基地全部安装施肥器和喷滴灌设
施，通过水质活化、配套使用高效水溶肥
料实现水肥一体化灌溉。

此外，园区还统一收集蔬菜秸秆，通
过粉碎、槽式翻抛与畜禽粪便混合经微
生物发酵后还田，部分用于蚯蚓养殖，通
过轮地养殖蚯蚓以改良设施菜田土壤，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同样，上海市宝山区通过“生态调控、
生物防治、理化诱控和科学用药”等关键技
术，全面推广应用“四诱一网”技术，并按计
划施用生物农药、实施高温闷棚等生物、物
理防治技术。在夏季虫害高发期间，化学
农药使用量可减少近50%。

这一结果表明，集成使用绿叶菜绿
色防控技术，基本能实现蔬菜质量 100%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减少化学农药
使用量 50%以上的工作目标。

集成创新助推广

上海市各区县的绿色防控技术实践
在稳步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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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海市农业部门重点突出绿
色防控技术的集成创新，以蔬菜标准园
为基础，重点抓好全市 60 个防控技术创
新示范区建设，面积 2.4 万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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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核心示范区正逐步探
索以采用生物理化防控为主、不使用绿
色农药的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据宝山区农委负责人介绍，在夏季
病虫害高发期间，使用绿色防控技术的
两个技术集成示范点化学农药适用次数
比面上平均减少 1~2 次。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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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资金来扶持

目前，上海市已建立和巩固绿色防
控示范区 229 个。据介绍，去年上海市
在 9 个涉农区县及光明食品集团建立绿
色防控示范区 229 个（其中集成示范区
78 个、单项技术示范区 151 个），面积达
7.7万亩，比 2013 年增加 1.5万亩。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上海将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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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将设立 21 万亩绿叶菜种植面积
的最低保有量，整合市、区县两级扶持政
策，充分发挥绿叶菜考核奖励资金的作
用，重点扶持 10 万亩以青菜、杭白菜为
主的大宗绿叶菜核心基地，从而稳定全
年均衡供应。

此外，上海市郊区将建立若干个蔬
菜机械化生产基地，推进适合管棚生产
的中小型机械，提高蔬菜生产机械化水
平达 60%。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让市民吃上放心绿叶蔬菜

上海用绿色防控技术清除虫害
◆本报记者蔡新华 实习记者郭舒

本报讯 为进一步抓好环保精准
扶贫工作，确保包扶村庄村民生产生
活稳步提高。陕西省汉中市环保局
局领导近日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对
包扶的洋县溢水镇时家坡村进行了
实地调研。

在与镇、村干部座谈，在田间走
访村民过程中，调研组了解到，今年
汉中市环保局包扶乌药、元胡等经济
作物种植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畜禽
养殖业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时家坡
村民人均收入到达了两万元/户。村
委会院落、村间道路硬化也全部实
施，人居环境改善效果显著。

同时，调研组一行深入了解时家
坡村仍存在的困难，在查看村主要街
道，了解到村里生活垃圾桶数量及垃圾
运送能力不足时，调研组一行当即表示
给予全力支持，让垃圾不再留村。

据了解，今年以来，汉中市环保

局严格按照全市扶贫工作要求，在定
点帮扶后，局里迅速成立驻村工作
队，及时深入包扶村村民家中调查摸
底，确定了 104 个贫困户为精准帮扶
对象。今年下半年，按照市委组织部
的总体部署，精挑细选一名工作能力
强、基层经验丰富的干部担任时家坡
村“第一书记”，进行长年驻村指导。

帮扶工作展开后，汉中市环保局
迅速制定了《三年包村扶贫方案》和

《干部驻村包扶工作实施方案》，确定
了实施“主导产业示范扶持引导、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用技术培
训、村民文体活动场所建设、生态创
建”五大工程，全力帮促该村落实脱
贫工作方案，对贫困户实行一对一精
准扶贫，按照贫困户不脱贫、帮扶不
换，人员不撤，责任不卸的总要求，确
保贫困户稳定脱贫。

李涛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神奇
的自然山水造就了“诗画浙江”的灵
秀。而如今，不光景美，浙江的乡村也
变得越来越美，田畴、果园、小桥、流
水、别墅、古宅……一个个似盆景般的
乡村，正成为浙江大地的寻常风景。

而在 12 年前，浙江的不少乡村曾
是新房遍地起、垃圾随处见、黑水村廓
绕。2003 年，浙江省委决定把改变农
村社区落后面貌作为统筹城乡的重要
突破口，“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顺
势推出，计划用 5年时间，对全省 1万个
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并把其中
1000个左右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2010 年，浙江被列为全国首批农
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省。5 年来，浙
江以钱塘江、太湖流域和重要饮用水
源保护区为重点，选取不同类型的试
点示范，深入开展沿路、沿江、沿线、沿
景区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农村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成为让城里人都向往
的田园乡村。

连片整治造福一方百姓

在杭州建德市富春江畔，有一座
村庄名叫“幸福村”。前几年，村民们
并没有感到幸福：虽然收入年年在提
高，但村庄道路狭窄、村民房前屋后到
处堆着杂物、垃圾到处散落、污水四
溢、水塘水质发黑、发臭……整个村庄
一片杂乱。

现在，幸福村却真正成了远近闻
名的“幸福”村。“通过近几年环境综合
整治，村里面貌焕然一新。家家户户
门口都放有两个分类垃圾桶，会烂的
垃圾放在蓝桶里，‘蓝’和‘烂’同音，村
民一下就记住了。每家桶上还印有户
主名字，责任到户。”幸福村党支部书
记徐益民介绍说，市里还投资在村里
建了一座垃圾减量综合利用站，农户
家里的厨余垃圾和农业有机废弃物都
可以投入站内的垃圾资源化处理机
内，通过粉碎储藏发酵，一周后就可变
成有机肥料还田了。

垃圾还田了，污水也成了清流。
在村庄下面坡地上，一套采用“自充氧
生物滤床处理工艺”的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正在运行。

据负责这一项目的浙江省环科院
的工程师介绍，这一项目今年刚完工，
是中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这个
站点投资总额 95 万元，处理规模为 35
吨/天，受益人口 100 户 375 人，出水水
质能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一级 A 标准。由于采用自然
充氧技术，属无动力好氧处理，基本无
运行费用，特别适合农村推广应用。

目前，村里自实行农村环境整治
以来共建有污水处理终端 11 处，其中
微动力加人工湿地 6 处，无动力加人
工 湿 地 4 处 ，人 工 湿 地 1 处 ，管 网 长

10.7 公里，全村共完成新建改厕户数 175
户，受益户数 389户，收益率达 93%。

村里的两口臭水塘，也通过清淤、引
水并种植水生植物净化水质，并在大塘
与小塘之间利用地形高差做成叠水瀑
布，俨然成为村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建德市三江口
村。三江口村因地处新安江、兰江和富
春江汇合处而得名，是一个典型的渔民
村。在被列入建德市环境综合整治重点
推进村后，先后投资 400 多万元实施村
庄环境治理。原来黑臭的池塘通过截污
治理、清淤、岸边打松木桩加固驳岸，并
建设临水台阶、清水平台、园路等园林景
观小品提升池塘沿岸的景观效果。如今
的三江口村，依山傍水，粉墙黛瓦，空气
清纯，果树成林，游人如织。

“我们坚持‘抓点示范、以点带面’，
通过试点总结，在全市推广农村环境连
片整治经验。”建德市政协副主席、市环
保局局长洪国根告诉记者，通过试点，建
德市及时积累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处
理工艺、技术标准、推进机制上的工作经
验，并形成了“第三方专业运维”和“专业
公司+镇村”两种运维模式，目前已在全
市分类分片实施。同时，在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工作中探索总结了自然发酵、设
备化发酵和太阳能光照发酵 3 种处理利
用模式，目前在全市 71 个行政村中积极
推 广 应 用 。 全 市 232 个 行 政 村 已 实 现
144个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

“美丽乡村”催生生态红利

春去秋来，成果丰硕。
不仅仅是建德市。据统计，2010~

2015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浙江省专项资
金 13.45 亿元，支持全省 2418 个行政村
开展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合计整治
资金超过 35 亿元，受益人口超过 330 万
人。截至目前，浙江全省已建成 50 户以
上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1600 套，配

套管网 5700 公里，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2.8 万余套，垃圾处理和转运设施 1200
个，畜禽养殖污染集中处理设施 120 余
处、分散处理设施 6700 处，水源地防护
设施 100余套。

各示范地区因地制宜、大胆创新，推
广应用了一批符合实际、先进适用的农
村污染防治技术。同时，许多行之有效
的环境管理长效机制也正在形成。

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给杭州市桐
庐县带来了“中国最美县城”之誉。如何
保持“最美”，桐庐县积极探索多元化的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运维模式，如对于农
村污水的长效处理，采用聘请专业第三
方公司运维、村级自行运维及村干部认
领制等方式，开展十大最差行政村评选，
并建立污水处理设施智能化管理平台，
实现人管向技管转变。

而正在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
建的湖州市，则与浙江大学签订全面、长
期的农村环保工作战略合作，建立了“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个人保证金”制度，并制
定了非常具体、量化、具有可操作性的连
片整治考核办法等。金华浦江县则狠抓
污水处理工程质量，出台《浦江县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质量管理“十八法”》，并对农
村污水管网质量实行智能验收，确保闭
水试验百分百、机器人复检百分百，保证
了污水管网质量。

农村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生态红
利效应逐步显现。今年国庆期间，建德
三江口村渔村共接待游客 3 万人次，比
去年翻三番，实现旅游收入 150 余万元，
创全市乡村旅游点新高。

“十一炒菜炒得手都伤筋啊”，“麻糍
根本来不及打，钱也来不及收啊”……村
庄的变化，让村民们喜上眉梢。桐庐的
荻浦村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后，村庄
第一年游客量就超过县里的老牌景区，
一跃成为全县客游量最大景区；位于钱
塘 江 源 头 的 衢 州 市 开 化 县 下 淤 村 ，自

2014 年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后，村集
体经济由负债 20 多万元变为净入 81 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低于 5000 元提高
到 14850 元。

“通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重现了农
村的田园风光和山水美景，带动了农村
经济发展，很好地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在日前召开
的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现场会
上，浙江省环保厅副厅长卢春中说。

三年整治打造精品示范

记者了解到，今年 4 月，财政部又将
浙江省新纳入全省（区）覆盖拉网式农村
环境整治的试点省，并下达 2015 年试点
资金两亿元。

根据浙江省组织编制的部省协议和
试点实施方案，浙江省将用 3 年时间，即
到 2017 年底，全面实施全省覆盖拉网式
农村环境整治，拟申请中央资金 12 亿
元，重点用于钱塘江流域、太湖流域，支
持 1250 个整治村。目前，这一协议和方
案经浙江省政府同意，已报送财政部、环
境保护部审核。

近日，根据《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结合浙江省“五水共治”部署和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环境保护部又给浙江省下达
了“十三五”期间完成 13000 个建制村的
整治任务。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一项顺民意、
解民忧、惠民生的民生工程，必须把这项
工作做好、做实，力争出成果、出经验、出
特色、出亮点。”卢春中表示，下一步，要
重点推进全省（区）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
整治的试点省及 13000 个建制村的整治
工作。这些工作光靠专项资金的支持是
远远不够，光靠环保系统单打独斗也是
不行，需要和全省目前重点推进的“美丽
乡村”建设、“五水共治”、“四边三化”等
工作有机结合，并在政策制定、工作部
署、财力投放等方面整合力量，力求使部
门协作更加紧密，项目配套更加优化，集
成优势更加突出，示范效果更加明显，力
争在 2017 年圆满完成试点省及 13000 个
建制村的整治任务。

“根据这几年的实践，优美的生态环
境往往会带来生态红利，而生态红利又
会催生生态自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卢春中希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的地区，
要将村庄整治与生态文化、生态旅游、生
态农业建设有机结合，通过整治提升生
态产业，实实在在地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进一步增强老百姓参与农村环保工作的
自觉性、主动性。

乡村美如画 却是寻常景
浙江三年内将实现全省农村环境整治拉网式覆盖

◆本报记者晏利扬

为稳步推进乡村连片治理，山东省桓台县起凤镇日前引进 4 台生活污水
处理设备，这一设备能将生活污水直接转换成净水排入河中。图为工作人员
正在安装设备。

桑志朋 魏娅丛

汉中积极开展环保扶贫
确定 104个贫困户为精准帮扶对象

本报讯 贵州省农委日前公布
了第四十九批全省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名单，贵州威宁自治县中水镇
利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威宁县红
福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14家企业
的14个产地榜上有名。

据了解，本次贵州省一共有
459 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通过认
证，其中 14 个产地来自威宁县的
中水、炉山、迤那、麻乍、黑石、雪
山、哈喇河、双龙、盐仓、板底、猴
场、二塘、小海共 13个乡镇。

此次威宁新认定无公害种植
业产地 8 个，面积 8600 公顷；无公
害畜类产地两个，养殖规模 0.4 万
头；无公害禽蛋类产地 1 个，养殖
规 模 3 万 羽 ；无 公 害 水 果 产 地 3
个，面积 1800 公顷。证书有效期
从 2015 年 9 月 18 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17日。

今年以来，威宁县农牧部门
把“三品一标”认证当作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通过政府主导、部门推动、政策引
导、市场拉动、企业参与等措施，
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积极
帮助农产品生产企业建立健全质
量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规范企
业对无公害农产品的标准化生
产、加工，指导企业对其生产的农
产品进行认证。

刘军林

威宁新增无公害
农产品产地
包括种植业产地 8个

实秋

游客在建德三都镇三江口村采摘橘子。 陈信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