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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

“把更干净的水输送到下游，把更清新

的空气输送到北京乃至全国”

“眼下青黄不接，得防止有人偷牧毁林。”乌云斯庆捡来
几根木棍，用铁丝加固着围栏。在她身后不远处，“构筑北疆
绿色万里长城”的墙体标语十分醒目。

乌审旗昌煌嘎查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早年，老支书宝
音耐木库带领牧民治沙。19 年来，乌云斯庆女承父愿，联合
12户牧民治沙 3万多亩，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乌云斯庆说，现在生态好了，日子也富了，“我们都是绿
色的受益者，有责任当好守护人。”

对生态环境肩负责任，已成为内蒙古干部群众的自觉
共识。他们不仅算自己家庭、算县乡的小账，更算国家的大
账：内蒙古的生态状况，不仅事关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还关
乎全国的生态安全、绿色发展大局。

路栓厚是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北堡乡的退休干部，30
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绿化荒山 6万亩，如今虽已 87 岁高
龄，却还是隔三岔五地往山上跑。“中央讲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只要能走动，我就要尽到责任，给国家、给子孙看好
‘绿色银行’。森林多，就能把更干净的水输送到下游，把更清
新的空气输送到北京乃至全国。”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顺孟和谈道：
“建设构筑起生态安全屏障和万里绿色长城，就是要坚决防
止内蒙古几大沙漠、几大沙地南移东扩；就是要大幅减少沙
尘暴对北京乃至全国的环境影响；就是要大幅减少黄河、嫩
江、松花江、辽河等几大水系的水土流失。”

“生态保护刻不容缓，这么受重视和支

持，更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凌晨 5 点，殷玉珍就下了炕，勘察林地、买油料、找人
手……最近夫妻俩忙得团团转。“这边春天来得晚，去得快。
从 4 月初开始，得在半个月内把苗栽上，必须提前准备。”殷
玉珍走在林地里，脚下就像生了风。

“必须加快更新树种，把生态和经济效益兼顾起来。”殷
玉珍今年计划再种 3000 亩樟子松、油松和沙棘、文冠果。

“巩固和扩大生态保护成果，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我现
在恨不得一天多出几个小时，要干的事太多了！”殷玉珍放
下铁锹，露出了淳朴的笑容。

抓紧再抓紧，行动贵十分。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上，
“马上就办”更成为干部们的“常态”。

这几天，锡林浩特市草原生态综合执法大队队长曼丽
每天在草原上奔走，监督休牧的情况。

内蒙古是全国最大的牧区，通过实施退牧还草和草原
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草原植被平均盖度已连续 3 年稳定在
44%，恢复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水平。

“内蒙古生态整体脆弱，整体保护刻不容缓，这么受重
视和支持，更得撸起袖子加油干。”曼丽说。

到处都是“加速度”：在武川县，生态移民纳入脱贫攻
坚；在清水河县，厚墙体日光温室连绵成片，林果基地建设
红红火火；在达拉特旗，有效治沙 20万亩的生态光伏产业
正让“只要功夫深，黄沙变成金”变为现实……

“就是要坚定地吃生态饭。”清水河县委书记云霖琼说，
“得赶紧与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对标对表，实干苦干，把祖国
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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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草原听“三感”

（上接 1 版）地处大山深处的金竹畲族乡山林葱郁，空
气清新。过去，村民守着大山却只能卖卖木材、挖挖山货，
换取微薄收入。

2017 年，一家企业看中这里的良好生态，和当地政府
合作开发旅游项目。“我们把好山好水折价入股景区，景区
每年拿出门票收入的 30%给大家分红。”金竹畲族乡党委
书记王秀英说。

绿水青山有了“定价”，自然可以“折价”变现。
和金竹畲族乡一样，江西很多地方正将好山、好水、好

空气等作为生产要素，或折价入股，或买卖变现，让绿水青
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在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1 吨好空气通过碳汇交易卖
出了 11 . 5 吨自来水的价钱；

在芦溪县山口岩水库，当地开展水权交易试点，以 255
万元的价格分 25 年每年向周边地区卖出 6205万立方米水；

在大余县丫山景区，当地积极探索自然资源折价入股等
形式，全年筹集股金 3000 余万元，实现分红 450 多万元……

抚州市委书记肖毅说：“人们都说绿水青山是财富，但
过去‘无价无市’；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绿
水青山不仅有了‘定价’，还有了‘折价’变现的广阔市场。”

“溢价”：好生态变好产品增值

走进江西昌抚态何源田园综合体，温室大棚内没有沤
肥的味道，闻到的是植物的清香；清澈的池塘里，鱼儿和水
草清晰可见。

“我们实行立体生态种养，通过生物技术让水质达到国
家二类标准，养殖鸭嘴鲟、金鳟等珍稀鱼种，小龙虾也比外
面高出 10 元/斤，每亩土地的综合收益达 2万多元。”田园
综合体负责人姜明说。

如今，江西越来越多的地方依托好山好水大力发展生
态农业、生态旅游、绿色工业等生态产业，将好生态转化为
好的生态产品“溢价”增值。

初暖花开，位于江西资溪县的大觉山景区迎来不少踏
青的游客。

“过去，这里就是一座普通的大山，但森林覆盖率高达
98%，山中有峡谷溪流。如今，通过发展生态旅游，这里已成
为国家 5A级景区，市值达 20 亿元以上。”资溪县委书记吴
建华说。

一亩地产出 2万元、一座山市值 20 亿元、一个蜜橘品
牌估值 200 多亿元……类似的山水“溢价”故事正在赣鄱大
地交织上演。

江西省生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刘兵说，随着人们对良
好生态需求的增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好山好水
的价值将越来越凸显，“溢价”空间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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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山好水好价钱

2019 年 3 月 29 日

责任编辑 史金明

在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1900 米的干窑
镇新泾港，并不算长。这条位于浙江省嘉兴市
嘉善县的河道，对当地老百姓而言，10 多年
来沿河多走一米，都嫌太长。因为周边的破烂
厂房，扑鼻的腐烂恶臭，这里成了谁都不愿
提、不愿去的地方。

2016 年开始，嘉兴市县镇村四级联动，
各级党组织书记牵头，百姓齐心协力，一起打
响了治水战。黑臭河、垃圾场变成了 3A级村
庄景区，带动周边区块精品农业旅游和双创
中心建设，干窑镇开始了一条小河治理撬动
的美丽乡村建设新路径。

“一条新泾港，流啊流到远方，田里的稻
香，仿佛飘过我的心上……”如今，干窑人的
歌谣，随着母亲河的碧波荡漾而格外悠扬。

一位“黑臭河”居民的逆袭

今年 63 岁的农妇金秀华，在干窑镇一住
就是 40 多年。流经家门口的新泾港，承载了
她割舍不下的眷恋和难以承受的心伤。

“以前水没那么臭，有鱼有虾，镇上加工的
东西，很多都是河里的摇橹船运出去。老远看
到船都掉头回来了，我就知道该生火做饭了。”

据地方志记载，干窑镇在明清时期多产
“京砖”，瓦当文化灿烂，史称“千窑之镇”。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木业、电子、五金机械等工
业小作坊兴起，外商纷至沓来，“村村点火、户
户冒烟”的粗放式发展所牺牲的环境代价，终
于在 21世纪初集中爆发出来。

“主要是那些工厂排水，还有生活污水，什
么垃圾都往河里丢，马桶也在河里洗，河就越
来越臭了，路过的时候都要捂着鼻子走。”金秀
华说：“为什么叫墨水河，真的是毛笔沾水就能
写字。臭到拖把都洗不了了，洗完拎起来还是
臭的。”

不知不觉，金秀华成了“黑臭河”居民，日
日忍受着新泾港上空飘散着的破烂颓败气
息。

“2014 年 3 月，省里来了大领导，然后市
里、县里、镇里都来了很多人，说是要治水。那
么臭的河，怎么治哦……”金秀华一开始并没
有抱多大的期望，只是看到好多干部连续好
几个月，经常在河边走来走去。

后来，干窑镇召开新泾港住户“户长会
议”，金秀华才知道，就是这几个月，河道沿线
200个污染源被一一排查出来，按照“一源一
策”的原则开始整顿治理。沿线各户人家也都
安装了污水管道。

2016 年夏，干窑镇启动“百日攻坚战”行
动，“户长会议”上传达了新的要求，新泾港沿
线“低散弱”企业和农户的违章搭建要统一整
治。这对于祖祖辈辈沿河而居的人来说，太突
然了。

“我们家那时候有 380 多平方米的自建
出租屋，一年好几万块钱的租金，拆了就都没
了。”金秀华也曾一度为难，可是她更想摘掉
“黑臭河”居民的帽子。“镇村干部一次次做动
员，老百姓抱怨他们也都忍着。我就想，总归
要有一个人起头的，而且我又是党员，所以就
带头同意了，再帮忙说服其他人。”

挖起河底淤泥，冲走一港死水，农房立面
改造，河畔绿意重生…… 3 年过去，金秀华作
为“户主”代表，全力支持政府工程推进，积极
建言献策。2019 年春，当她作为“党员河道
长”，站在新泾港粉墙黛瓦的老宅旁，忍不住
激动万分。“现在多漂亮啊，我们家隔壁就是
文化庭院。大家都喜欢聚到这里看书、喝茶。”

如今，新泾港沿岸的老宅还搞起了“窑文
化”主题民宿，金秀华作为“党员河道长”，只
要看到游客往河里扔东西就会主动上前阻
止。“现在很多地方的人都到我们新泾港来参
观，大家觉得可骄傲了。去河对面的农业生态
园采水果，再到民宿吃个农家菜，正好！”

一群“草帽”干部的诞生

在金秀华等许多干窑镇居民的手机里，

都保留着几张“特别”的照片。照片背景是新
泾港改造工地现场，照片中立着一群头戴草
帽、挂着汗巾、皮肤黝黑的“汉子”和“女汉
子”，他们是来自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和沿
线各村的基层干部。

“发扬攻坚精神，锻造干窑铁军。”新泾港
治理 3 年，这句话不仅贴在了每一个攻坚克
难的现场，也刻在了每位干部心中。

干窑镇党委书记陆剑峰至今记得最初承
受的巨大压力。嘉兴市委指导组进驻干窑的
第一天，一句话就把陆剑峰问得抬不起头：
“京砖生产有几百年的历史，把人家那装饰得
漂漂亮亮，却把我们自己这里弄得乱七八糟，
这算什么呢？”

痛定思痛，干窑之“问”催生了干窑之
“干”。陆剑峰说，2016 年夏，干窑全面打响了
以环境整治为主题的“百日攻坚战”。不到
100 天，实现了河道周边 14家“低散弱”企业
和 30 多户违建农房的拆除，腾退土地 126
亩，完成了新泾港摘帽、提升、示范三级跳。

“我总算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是什么感觉了。”干窑镇干窑村党委副书记金
志明说，“百日攻坚战”期间，正逢大暑，大家
都是“白+黑”，“5+2”，父亲住院孩子发烧都顾
不上，不知道每天要流多少汗，习惯了在会议
室里啃面包。

拆迁过程中，百姓抱怨，干部受气都是家
常便饭。金志明回忆，姜家浜整村搬迁过程
中，虽然所有村民都已签约，但因为宅基地分
配没有到位，村民无法立即异地建新房，加上
前后造价有区别，让不少人产生了怨言。金志
明频繁带着基层干部走村入户，诚恳听取意
见，最终得到了村民们的理解。

干窑镇干窑村党委书记宋大夫说，新泾
港整治是一项特别“接地气”的工作，大家都得
到了实战锻炼。如何让基层工作高效而民主，

怎么样把政府决策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挂钩。
“100 天解决了好几十年没能解决的问

题。”宋大夫说，干部们很有成就感，“所以现在
干窑的干部状态都很积极，把每一项工作的
推进，都当作新泾港百日攻坚的样子来做。”

“现在回头看，我们拆掉的破烂背后，正
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群众的不满意’。”嘉兴
市委副书记孙贤龙说，“2016 年 4 月 27 日，
我来看工程进度，桥上一位群众说，这里的
水治好了，我们那边的河水没有这样好，拉
着我们去看，也希望能治得跟新泾港一样
好。这是经济发展以后，群众对生活质量、环
境质量的期盼，我们做父母官的，一定不能
辜负。”

一座示范镇的奋斗梦想

作为分管国土的干窑镇副镇长，戴玉宇
每天一大早的“规定动作”，就是到各个镇村
项目点去踏看现场、督促进度。她如今最喜欢
走的一条行车路线，就是新泾港大道。

“新泾港碧绿的河水穿过城镇中心，北面
是生态公园，东面是双创中心，西面是现代精
品农业旅游区……”戴玉宇说，通过新泾港河
道整治，撬动了整个干窑镇的美丽乡村建设，
打出的“转型升级组合拳”掷地有声。曾经一
路上看到的破烂农房、破旧工厂、垃圾污水
滩，好像一场“噩梦”烟消云散。

然而，只有真正经历过这 3 年巨变的干
窑人，才知道这场“噩梦”的消散多么不容易。
从苦干、实干、巧干中累积起来的，是干窑人
的改革奋斗梦想。

“必须坚持系统推进，坚持干群合力，坚
持乡土特色，坚持永续发展……”嘉兴市委政
研室、嘉善县委办公室联合调研组所做的报
告———《嘉善县新泾港三年巨变的实践与思

考》中这样写道。
“新泾港整治过程中，取消了原来按照大城

市设计理念提出的造价 600 多万元的方案，最
后利用了乡土材料、农村田园景观，实际花费
不到 80 万元。新泾港低成本环境整治带动周
边土地增值 3 倍的实例充分证明，‘记得住乡愁’
不与投入成正比，适度的投入，才能使越来越
多的村庄成为绿色生态富民家园，形成经济生
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良性循环。”嘉兴市委政研
室副主任钮月终说。

2019 年的植树节，来自长三角的多位乡
村治理专家汇聚干窑镇，在绿茵与果香包围的
现代化农业大棚内就未来的乡村治理展开研
讨。“可借鉴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小城镇建设的
实践经验，以点带面、因势利导”“创新传承干窑
的瓦砖工艺，发展优势特色，这就很好”“不要做
摆出来的盆景园艺，要做顺其自然的风景生
态”……

有意思的是，除了基层干部们听得认真，
不少本土企业老板、甚至普通老百姓也爱上了
这些“接地气”的专家问策会。

“我特别喜欢‘从文化到文明’这句话。”浙江
鼎帮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新泾港腾退企
业业主陈建明说，“我们都希望家乡能更好，也
希望能为家乡多做点事。现在，我总是通过微
信，把新泾港美丽的环境照片发给美国的客
户，邀请他们来吃农家菜。”

陈建明说，现在，越来越多生长在干窑、发
家在干窑的企业主，不再拘泥于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的眼前利益，而是主动“对标”高质量发
展，为了更美丽的家园和子孙后代的福祉。

正如干窑人在原创歌曲《新泾港之恋》中
所唱诵的那样，“满满的爱，深深的情，唱给新泾
港。清清小河，层层新房，见证我们幸福的梦
想……”

(本报记者俞菀)

一条小河治理撬动的美丽乡村建设
浙江嘉兴干窑故事

今年 65 岁的退休体育教师马积慧，3 年前
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农村环境整治义务督查
员。不过，现在他的这个身份也面临着“退休”的
风险———“巢湖市农村的环境越来越好，现在不
仔细去找，很难看到卫生死角了。”

巢湖市是安徽省省会合肥下辖的县级市，
其境内有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环境优
美。巢湖市的农村环境在 2015 年以前并不好，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房里现代化，屋外脏
乱差。”这是当地人对当时农村环境的评价。

马积慧用一个相机和一个小本子见证了巢
湖市农村环境由脏到美的变化。

老马是单车骑行爱好者，在巢湖市的乡村
小路上，经常能看到他骑车的身影。最初骑车看
景，自从有了义务督查员的身份，他随身带上了
相机和小本子，既看景也看垃圾，“相机既能拍
风景，也能拍下哪里有垃圾，小本子记下发现垃
圾具体的地址，反馈给相关村镇处理。”

马积慧的小本子能清楚地反映改变的发

生：最初一天能记录十几处卫生死角；而现
在，常常在农村骑行几个小时，也发现不了一
处。

这一切得益于巢湖市在农村大力推行的
垃圾分类减量化处理。2017 年 6 月 6 日，巢
湖市被确定为我国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市(县)。

巢湖市柘皋镇汪桥村村民汪正发今年
76 岁，老人喜欢写毛笔字，有时候村里有关
垃圾分类的标语也成为他练字的内容。“我活
了 70 多年，让我把垃圾进行分类还是头一
回。”汪正发说，他现在知道家里的垃圾需要
分开装，像菜叶子、剩饭属于可以腐烂的垃
圾，像塑料袋属于不可腐烂的垃圾。

在汪正发家门口，有一蓝一黄两个垃圾
桶，分别写着“可腐烂垃圾”和“不可腐烂垃
圾”，他只需将家里的垃圾进行简单分类投入
相应的垃圾桶，保洁人员会进行后续处理。

巢湖市农村环境整治办公室负责人韩金

明说，村民初分之后，村里的垃圾分类员会将
垃圾收运至村口垃圾分类收集亭进行二次分
类。“每个村开挖一个堆肥垄，像菜叶子、树叶
等可腐烂垃圾可以直接堆肥，实现减量化。”

韩金明介绍，巢湖创立了“巢八条”的分
类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八个一：设置一系列
垃圾分类宣传画、为每户投放一组蓝黄垃圾
分类桶、在每村兴建一座仿古式垃圾分类收
集亭、为每户制作一块“庭院三包”责任牌、每
村设置一块村民垃圾分类承诺墙、每个村可
回收物实行便民服务一卡通、为每个垃圾分
类员制定一块责任牌、每个村开挖一处可腐
烂垃圾堆肥垄。

“‘巢八条’是工作方法，但最终还要落实
到源头分类，这样才能事半功倍。”韩金明说。

3 月中旬，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汪正发
闲着没事喜欢在村里转转，“现在房前屋后真
是干净。当初政府搞垃圾清扫、垃圾分类，我
还以为坚持不了多久，没想到现在坚持了下

来。”老人很感慨，他说村里的小孩现在吃个
糖果，都知道把糖果皮找个垃圾箱扔进去，
“这在以前不可能，不要说小孩，大人也是随
手扔，农村谁管这个呀。”

在马积慧看来，每个村配备保洁员、配齐
垃圾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群众良好生
活习惯的养成，“去年我到一个村里去转，一
位老人说，现在村里几十年的陈年垃圾都被
清理了，感觉特别舒心。习惯了干净，不乱扔
垃圾就会变成自觉行为。”

韩金明说，截至目前，全市 160个村(居)
实现垃圾分类试点全覆盖，共有 524个自然
村落实了垃圾分类，同时配备了 2500 多名保
洁员，同时这些保洁员也是垃圾分类的宣传
员。

在巢湖市的一些村庄，“垃圾可变宝，分
类更环保”“草儿绿花儿香，垃圾分类人健康”
的标语随处可见，配上好看的墙体画，成为村
庄一景。 (本报记者陈尚营)

巢湖：“巢八条”破解农村垃圾分类难题

▲ 2018 年治理
后的河道和村落民
宿。

 2016 年 4 月
百日攻坚时的“草帽”

干部。

乡镇干部走
村入户召开“户长会
议”听取群众治理意
见。

（干窑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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