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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刘静

在素有“上海粮仓”之称的松江区，
有一个远离市区典型的江南小镇。时
值春天，这里粉墙黛瓦、水清岸绿，屋后
的绿竹随风摇曳，清澈的河水静静流
淌，淡黄的油菜花浅浅绽放，犹如一颗
明珠镶嵌在黄浦江南岸，这里就是位于
上海市松江区的国家级生态镇——泖
港镇。

整治河道，开建涵养林
——乡村创建增添亮丽风景线

泖 港 镇 位 于 黄 浦 江 南 岸 ，全 镇
57.62 平方公里区域几乎全部纳入了黄
浦江上游水资源保护区。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水
源保护区则是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的
生命之源，对整个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至
关重要，必须牢牢守住“严格保护”这条
底线不动摇。

泖港镇工作人员吴连伟说：“为保
障城市供水安全，泖港镇大力整治河
道，开展涵养林建设，宁可牺牲工业发
展，也要拒绝污染项目落户。”

泖港镇在规划城镇发展框架中，就
定位为城郊现代农业区域，重点发展绿
色现代农业。为此，一方面为了改善河
道水质，泖港镇依托“万河整治”、创模
河道整治、小农水工程、沪杭高铁沿线
河道整治等活动，开展全镇河道整治工
作。近 3 年共完成河道整治 76 条段，长

度达 47 公里，疏浚土方 30 万立方米，种
植河道绿化 11 万平方米，河道整洁率达
到 95%以上。

另一方面，为保护饮用水水源地安
全，泖港镇不惜将大片土地用于开展涵
养林建设。穿梭在涵养林间的小路上，
记者犹如来到了绿色的海洋，满目绿意
盎然。颇为 壮 观 的 1.28 万 亩 涵 养 林 ，
荟 萃 了 300 多 种 乔 灌 木 ，构 建 了 一 道
全长 15 公里生机勃勃的“绿墙”。

上海市环保局水环境和自然生态
处副处长吴劲松介绍说，由于泖港镇承
担了水源保护区的责任，上海市环保局
每年都会对泖港镇提供生态补偿。同
时，为确保水源地安全，全镇严格实行
环保“一票否决”制，认真落实“批项目、
核总量”项目审批要求。

作为饮用水水源地，泖港镇为全市
人民的饮用水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
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保护区的局部利益
为代价的。同时，经过水环境治理和涵养
林建设多措并举，泖港镇水清岸洁的河
道与青翠欲滴的涵养林，也为美丽乡村
的创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种养结合，开办家庭农场
——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
句惯常挂在嘴边的话在泖港镇得到切
实的实证。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既能保
护环境，保证食品安全，又能发展畜牧
业和生态农业的新模式？据泖港镇工

作人员吴连伟告诉记者：“泖港镇在全
国率先探索家庭农场模式，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实现双赢。”

走 进 泖 港 镇 腰 泾 村 普 通 农 民 李
爱云的家庭农场，记者看到这样一幅
画面，恬静优美的房舍坐落在大片紫
云英花海中。李爱云介绍说，他家办
起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每年养殖生猪约
1250 只，配套种植水稻 240 亩。养猪场
排出的粪便都会被收集起来，进入沉淀
池发酵，然后经施肥管道浇灌庄稼。

新型家庭农场为泖港镇带来的变
化日益凸显：农田多了有机肥，化肥用
量大大减少，土地生态链得到维护；养
猪成为农民增收新来源；农业内部的良
性循环，彻底解决了养殖业污染问题，
农产品质量稳步提高。

李爱云给记者翻看 2013 年的家庭
账本：去年他的家庭农场水稻平均亩产
620 公斤，净收入 16.8 万元，养猪净收入
9.2万元，加上两台农机的收益约 3万元，
年收入近30万元。“这与2003年我在浦北
打工时的家庭收入相比，翻了近10倍。”一
边说着，李爱云露出了朴实的笑容。

泖港镇工作人员吴连伟告诉记者，
目前全镇现有家庭农场 160 户，经营面
积 19869 亩，占粮田面积的 91.3%，其中
种养结合 12 户、机农一体 32 户。粮食
高产创建连续 5 年位居全市第一，连续
10年名列全区第一。

农业的永续发展，还要把一度断裂
的农业生态链及时予以修复。泖港镇
大力倡导绿肥还田，每年种植绿肥 1.5

万亩，有效改善作物生长环境。全镇严
禁秸秆焚烧，秸秆还田率高达 91.8%，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100% 。 推 崇 绿 色 农
业，目前全镇农田化肥施用强度已降至
每公顷 234 公斤，农药施用强度已降至
每公顷 2.6 公斤。扩大有机、绿色及无
公害产品种植规模，种植面积已达 2.15
万亩，比重达到 89.4%。

在成功实践推广粮食家庭农场之
后，泖港镇还启动了蔬菜家庭农场试点
工作。与粮食种植比起来，蔬菜种植更
加“靠天吃饭”，除了难测的天气因素，
菜价经常起伏波动，若是单靠菜农自
产、自销，无法常年保障收益。为了从
根本上保障蔬菜家庭农场经营户利益，
泖港镇政府组建的浦净蔬菜专业合作
社将经营户纳为社员，为经营户提供全
部蔬菜种植设施，并包揽了蔬菜家庭农
场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每季蔬菜
种植前，合作社统一进行市场调查，为
家庭农产经营户推荐蔬菜种植品种，并
在种植中，为经营户提供农业技术支
持，保障蔬菜质量安全，使泖港镇成为
松江区乃至上海市区名副其实的“菜篮
子”基地。

菜农张大爷说：“蔬菜种出来后，如
果我们自己卖不掉，合作社还能以保底
价将蔬菜买走，替我们销售，让我们这
些种蔬菜的家庭农场不至于亏本。”

此 外 ，泖 港 镇 独 特 优 美 的 生 态 资
源 优 势 ，又 转 化 为 生 产 发 展 优 势 ，生
态 休 闲 农 业 建 设 成 果 丰 硕 。 全 镇 有
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达到
约 2.15 万 亩 ，面 积 比 重 达 到 89.4%，各
具 特 色 风 貌 的 香 格 里 拉 、蕃 茄 农 庄 、
格 林 葡 萄 园 、玫 瑰 园 、蓝 莓 园、浦江源
生态农庄等休闲观光农庄在泖港镇遍
地开花，也引得许多上海市区的游客慕
名而来。

在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利好
趋势下，2013 年泖港镇全年完成社会总
产值 198.6 亿元，同比增长 3.3%；实现增
加值 43.02 亿元，同比增长 4.2%；完成财
政总收入 8.4 亿元，同比增长 6.5%；完成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2.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1%。农民人均年收入 1.7 万余元，同
比增长 8.7%。

舍得投入，公交四通八达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走在泖港镇干净整洁的道路上，记
者随处可见一块块整齐的农田、清澈的
河水。松江区环保局污控科科长章立
告诉记者，近年来，泖港镇结合新农村
建设，在园林绿化、水网改造、污水处
理、解决涵养林农民镇保问题等方面累

计投入 7.38亿元。
除了环境设施建设外，泖港镇的公

共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公交村村通”
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
开展就业援助和公益性就业招聘活动，
推进泖港家政服务社建设，发挥市级示
范性家政服务站效应，文化活动中心工
程开工并有序推进，开展新农保、农村
合作医疗等工作，推进社区健康自我管
理等项目，完成健康主题公园、健康一
条街建设等，使泖港镇的社会保障覆盖
面进一步扩大。

一 个 小 镇 的 人 口 承 载 力 是 有 限
的。在这片 57.6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近 5 万人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16 个
行政村、两个社区、11941 户人家，112 个
社区管理区域，每个区域 6 名~8 名社会
综合管理和服务人员。为了创新机制
体制，2010 年，泖港镇开动脑筋，把 18
个村（居）划为 108 个片区，并选出 108
位片长，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
模式，实施集镇网格化管理，将生态和
环境管理纳入全镇 108 个片区管理员的
基本工作职责，建立了城管、协管、网管
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

网格化、制度化的管理模式效果在
泖港镇逐渐显现：目前，全镇建成了 5 个
上海市级生态村：新建村、焦家村、黄桥
村、曹家浜村、腰泾村，并且有 8 个村实
行了村庄改造，环境整洁、生态绿化，凸
显了新农村的新景象。

2009 年以来，在上海市市容环境卫
生评比中，泖港镇已持续 13 个季度蝉联
全市郊区 106 个乡镇第一名，当之无愧
地被誉为“上海郊区最干净的农村”。
2010 年泖港镇成为国家级卫生镇，2012
年底，泖港镇又通过了国家级生态镇考
核验收。

安心种粮食 舒心过日子
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依托近城优势发展集约化农业，保障“菜篮子”有效供给

编者按

农 业 部 近 日 发 布 了 中 国
“美丽乡村”十大创建模式。它
们 分 别 是 产 业 发 展 型 、生 态 保
护 型 、城 郊 集 约 型 、社 会 综 治
型 、文 化 传 承 型 、渔 业 开 发
型 、草 原 牧 场 型 、环 境 整 治 型 、
休闲旅游型和高效农业型。

每 种 模 式 分 别 代 表 了 某 一
类 型 乡 村 在 本 地 自 然 资 源 禀
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
展特点以及民俗文化传承等条
件下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
路 径 和 有 益 启 示 。 同 时 ，每 种
模式分别推介一个典型村与之
相对应。

“美丽乡村”版从这期开始，
将围绕这十大模式展开相关报
道，以寻求美丽乡村创建的成功
经验。

我国是农作物秸秆产生大国，截
至 2012 年底，全国主要秸秆可收集
量约 8.1 亿吨，利用量约 6.0 亿吨，综
合利用率 74.1%。但仍有一定量的
秸秆被焚烧或抛弃，造成一定程度的
大气、水体污染和资源浪费。

国家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极为重视，
提出力争到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
80%的目标要求，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
业化发展。而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
术作为便捷、清洁、实用的有效措施，有
望成为秸秆综合利用的生力军。

目前，国家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
出台了电价补贴、农机补贴、税收优
惠等一系列激励政策。这些都为生
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空间。但是，产业发展仍然存
在着困难：

扶持政策还不够完善。国家虽已
出台一些扶持政策，但支持力度还不
够直接。对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生产中
的秸秆收集、贮运体系建设和设施运行、
中小规模综合利用等活动还缺乏必要
资金补贴，影响了使用和生产积极性。

秸 秆 收 贮 和 运 输 体 系 不 够 成
熟。秸秆资源分布分散，再加上秸秆
堆放体积大的特性，对收集、运输尤
其是远距离运输造成一定困难，致使
收集、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对存放场
地容积的需求很大，影响了大规模产
业化经营。另外，秸秆的收购价格和
农民的劳动成本不对等也会影响农
民收集、销售秸秆的积极性，容易出
现秸秆的季节性、结构性剩余和原料
不足同时出现的情况。

运营市场网络尚未形成。目前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主要使用
方向是为当地农民提供炊事取暖用
能，供应农业大棚采暖燃料，部分销
售到生物质发电厂作为补充燃料，但
尚未形成具备规模的产销用的网络。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有着十
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对产业发展建议：

首先，实施更为直接有效的“资
金补贴”政策。国家各有关部门应切
实加大对利用秸秆生产生物质固体
成型燃料的扶持力度，增加资金投
入，推进市场化、专业化发展。增加
秸秆收购补贴资金，提高农民收集、
出售秸秆，使用生物质燃料的积极
性。要让农民看到秸秆是放在田间
的钞票，有利可图，就没有人再会乱
扔乱烧秸秆。

其次，建立健全秸秆收贮运输网
络。针对我国农业责任田制的耕作方式
特点，根据秸秆产生量做好规划，按消纳
能力或比例建设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厂，
采取较为灵活的就近收贮、生产方式，既
可大量减少仓储建设和运输费用，又可
切实解决农民的秸秆销售问题，充分
发挥当地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再次，完善市场运营体系。生物
质固体成型燃料市场还是以农村为主
要推广方向。探索就近建设规模的生
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厂或由农民独立建
设的简捷生产线等多种经营方式，既
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又要符合农民利
益和生活习惯。

总之，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能实
现秸秆综合利用，更能有效解决秸秆
随意焚烧污染环境的问题，值得推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商河县环境保护局

让秸秆成为放在田间的钞票
付士刚

◆魏列伟

每到农村收获时节，江苏省射阳县
的环境监察人员总要进入全天候高度
戒备状态。他们不仅要忙着组织秸秆
禁烧的昼夜巡查，还要充当类似公安消
防“灭火队”角色，时时提防乡村农民焚
烧秸秆。2012 年，射阳县因农村秸秆焚
烧事件频发，被江苏省通报批评。

然而去年，射阳县 80 多万亩水稻陆
续收获完毕，全县 13 个镇、230 个村没
有发现一个着火点。首次实现“不着一
把火，不冒一缕烟”的目标；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 90.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变堵为疏
禁烧与惠农政策相结合

去年的 11 月中旬，正是射阳县秋收
农忙时节。记者曾驱车赶往千秋镇，察
看秸秆禁烧情况。一路走过，没有发现
秸秆焚烧迹象。

“以前，农村秸秆禁烧矛盾突出，干
群关系紧张 ，村 民 想 方 设 法 地 变 着 招
数焚烧秸秆。”千秋镇滨兴村的孙书记
说：“一到夏秋收粮季节，是基层干部最
难熬的时段，不仅要防火，更要防人。
这火点还好说，盯紧些、多跑跑也能防
住。但村子这大，这么多人口，又如何
防得住？”

孙书记接着说：“以前，村民不了解
秸秆的循环利用，认为秸秆毫无用处，
而且田间高茬影响播种，收集和转运秸
秆又要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为了
省事，也为了抓紧时间抢种，村民大多
一烧了之。”

为防止焚烧秸秆现象发生，从县到
镇，再到村，层层签订禁烧目标责任书，
各级领导全员上阵，亲自督察；环保等
部门相关人员和农村基层干部日夜巡
查，严防死守。

“2013 年禁烧工作做得好，得益于
将政府提升了循环利用理念，把政府要
求与农民利益趋于一致，全县上下形成
了共识。”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尤道俊如

是说。
反思 2012 年的禁烧失利原因，尤道

俊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过去
单纯地要求农民做什么、怎么做，与农
民的利益错了位、脱了节。”

射阳县要求广大干部深入村组听
取农民对禁烧的意愿和要求，把严格禁
烧与落实各种惠农政策相结合，切实为
农民解决“秸秆利用难”的问题，取得广
大农民的理解和支持。

■联耕联种
变一田多户为多户一田

在射阳县，土地二轮承包导致“一
户 多 田 ”、“ 一 田 多 户 ”的 现 象 十 分 普
遍。土地“细碎化”使得大型机械无法
下田作业、成本无法降低、秸秆无法还
田、种植品种难以统一、生产标准化低，
从而严重制约了土地规模化经营以及
现代农业的发展。

突 破“ 田 埂 之 围 ”，科 学 有 序 地
“合”、适度规模地“联”，无疑是农业生
产力的二次解放，也是破解多年来难
以 解 决 的 农 村 秸 秆 焚 烧 困 局 的 根 本
之举。

过去农忙时，秸秆让广大农民心烦
而又无奈。秸秆禁烧的出路是综合利
用，综合利用的主要途径是机械化还
田，机械化还田的最大障碍是小田块。如
今实施全量还田、联耕联种，土地流转了，
土壤肥力提高了，不再焚烧秸秆，既治
标又治本，乡村重现蓝天碧水。

■推广机械
实现秸秆全量还田

为从根源上杜绝秸秆焚烧现象，射

阳县对农户购置秸秆综合利用机械优先
进行补贴，对小麦秸秆捡拾打捆机、旋耕播
种机的补贴力度提高到50%左右。

夏秋农作物收割季节来临之际，盘
湾、千秋、兴桥等地镇政府还出面购置
千余台小麦及稻秆切碎机，先行发放给
部分农机大户。

秋收期间，在射阳县不少地方都能
看到，收割机出草门上都安装了一个秸
秆粉碎机，秸秆经由粉碎机直接打碎铺
向地面，待播种时由旋播机翻下地表成
为肥料，省去了再次利用机器秸秆还田
的步骤。

“这机器神得很，有了它根本就不
用再烧麦秆了。”千秋镇滨兴村村民唐
学花高兴地说。

去年夏秋两季，县农机部门先后 3
次争取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共计 2080
万元，全年累计使用农机购置补贴金额
6184.7万。

在各路农机具枕戈待旦、蓄势待发
的情况下，射阳县抓住时机，扎实推进
农作物秸秆的全量还田工作。

记者在秋收时节多次看到，安装秸
秆粉碎装置的收割机在一块稻田里来
回穿梭，切碎的秸秆纷纷洒落在田里。
收割完成后，旋耕机再下田刨地翻土，
直接将秸秆深埋入土。

据悉，全县去年秋季的秸秆还田率
达到了 80%以上，且秸秆机械化还田工
作全面达标，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综合利用
拓展更宽更广路径

射阳县一手抓秸秆的农田化循环

利用，一手抓秸秆的工业与商业化利
用，实行双向利用，相互促进。

射 阳 县 出 台 新 规 ，对 发 展 草 业 合
作社、秸秆收购和初加工实体，当年消
耗秸秆达 5000 吨以上的收储点，一次性
奖补 10 万元。新办法规定，取消收购销
售秸秆量 3000 吨方可补助的限制，凡本
地经纪人收购销售秸秆，平均每吨奖补
10元。

同时，加强秸秆的工业化、规模化
综合利用，趟出了一条“公司—农户、经
纪—规模为主，政府奖补—服务为辅”
的综合利用新路子，进一步拓展了工业
化秸秆利用途径。县政府与坐落县境
内的国能生物质发电企业对接，建立了
15 万吨左右的秸秆供应基地与直供渠
道；扶持秸秆原料化、饲料化和基料化
规模利用，计划年秸秆消耗总量稳定在
20万~25万吨左右。

去年 5 月，国能生物质发电公司在
工业化秸秆利用方面起到了龙头老大
作用。公司突破了两年不提价的既定
决策，一举提高了秸秆收购价格，让利
于秸秆收贮经纪人，每吨除去所有成
本，净利润约 50 元。公司负责人介绍，
今年公司采取了“签约收购”制，涉及 13
个镇 1000 多名收购经纪人，收购规模将
比去年翻一倍。

为有效解决农户手中秸秆“无处存
放”以及“规模化经纪难”等问题，射阳
县还推出一系列举措。在各镇区加快
秸秆暂存点和收储点建设，每个镇都设
立一个 20 亩、存放量 100 吨的水稻秸秆
收储点，每个村至少建两个集中堆放
点，每个组也至少新建 1 个临时性秸秆
堆放点。

射阳全面推行秸秆全量还田，实行科学奖补

小秸秆做出循环利用大文章

本报讯 记者从安徽省亳州
市近日召开的城乡文明创建大会
上获悉，自去年 5 月起全面推行
的“ 凡 土 必 绿 、凡 地 必 净 、凡 水
必 清 、凡 村 必 洁 ”行 动 初 显 成
效 。 目 前 ，已 集 中 清 理 垃 圾 8.5
万 吨 ，清 理 河 道 2217 公 里 ，拆
除 违 章 搭 建 物 2.1 万 处 ，规 范 、
取缔占道经营 1.9 万户，配备垃
圾桶 8.3万个。

亳州市作为安徽最年轻的城
市和传统的农 业 大 市 ，垃 圾 污
染曾经一度是亳州的痼疾。为
深 入 推 进 工 作 进 展 ，亳 州 把 县
区 、乡 镇 和 村 两 委 的“ 一 把 手 ”
推 上 了 第 一 责 任 人 的 位 置 ，全
市 91 个 乡 镇 、1.4 万 个 村 庄 ，共
配 备 1.62 万 名 保 洁 员 ，9328 辆
垃 圾 收 集 车 ，2.5 万 个 垃 圾 收 集
点 ，调 动 全 民 力 量 ，投 入“ 无 暴
露 垃 圾、无水面漂浮物、无乱堆
乱放、无乱贴乱画、无污水横流、
无公共场所垃圾”的全面清除垃
圾战役中。

在集中清除积存垃圾的基础
上，亳州建立起“户投放、村收集、
镇转运、县集中处理”的垃圾处理
体系，确保垃圾日产日清、常态保
洁。在农村，每 300 人~500 人配
备 1 名保洁员，每 3 户~5 户摆放
一个垃圾桶，每个自然村至少设
一个垃圾收集点，与农户签订“门
前三包”卫生保洁承诺书。通过
文明户、清洁户的评选，使群众定
点倒放垃圾。

在乡镇，至少建设 1 个垃圾
中转站和 1 个简易垃圾填埋场，
全市建设垃圾中转站 121 个。乡
镇环卫所负责各村垃圾的收集或
填埋，县区环卫处负责定期清运、
处理中转站垃圾。

在 城 区 ，各 社 区 设 立 了 卫
生 承 包 网 ，承 包 网 明 确 管 辖 范
围 、道 路 条 数 以 及 负 责 人 的 清
扫 面 积 ，设 立 承 包 人 、环 卫 队
长 、环 卫 工 人 和 群 众 代 表 监 督
员 。 在 亳 州 市 谯 城 区 的“ 百 日
会 战 ”中 ，329.55 万 米 道 路 、
114.8 万 米 河 道 被 清 理 ，4.35 万
处 小 广 告 被 铲 除 ，6.74 万 平 方
米违章搭建物被拆除。

潘骞 贾靖

凡土必绿
凡村必洁
亳州打响

全面清除垃圾战役

城郊集约型模式
城郊集约型模式
主要是在大中城市郊区，其特点是经济条件较好，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交通便捷，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水平高，土地产出率高，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是大中城市重要的“菜篮子”基地。典型：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

地方案例

■探索美丽乡村创建新模式① 三农农农天地

大家谈谈谈

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一座座临水而建的房舍。 吴连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