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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典标

新华社上海 3 月 4 日电(记者俞铮、杨金
志、刘畅)长江出海口泥沙堆积成的崇明岛，
正使用高铁列车污水处理延伸技术净化农村
生活污水。

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新安村两家农户
房舍十米开外，中国中车开发的净化槽加
活性生物滤床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备埋在地下，农户直接排出的生活污水通
过重力收集，经微生物厌氧好氧处理，再
经活性生物滤床深度处理，出水水质达到
《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
规定(试行)》一级 A 标准，可用于灌溉，

补充自然水体。

净化槽工况和净水指标通过无线装置实
时发送到村里的中央控制室，故障或异常情
况会及时得到处理。

25 岁的倪晓红每天巡查河道。她说：“污
水净化槽的‘秘密’，就是藏在球形等载体中的
大量活性生物菌群，一刻不停地吞噬着污
物。”

中国中车具有开发制造高铁列车集便
器的丰富经验，在自主研发的真空排导技
术和生物技术一体化处理装置基础上，通
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研发了适
合中国农村使用的净化槽技术，在全国二
十多个省区市开展分散式农村污水处理试
点工程，为长期困扰农村的卫生难题提供
解决方案。

该净化槽施工工期短，可当天开挖，当天
回填。布点靠近农宅，占地面积小，户均管线
铺设短，全地埋，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净
化槽单体每天最小污水处理量 1 吨，能满足

两三户农家日常使用。
三星镇面积较大，村民居住分散，这种分

散式处理工艺较为适用。一些居住密集的乡
镇选择上海电气的集中式处理站，采用微动
力高效生物膜技术、集装箱大小的处理站可
覆盖 200 余户。北控水务、远达环保等企业也
在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崇明试点推广各具特
点的生活污水处理技术。

崇明岛在 1400 年前形成，岛上居民长期
以捕鱼为生。三星镇据说得名于岛民对“日月
星”的崇拜和对和谐生态的憧憬。

崇明外围水体优良，但岛上水系多为人
工开挖的小河道，河道水质直接影响村民生
活。当地人说：“在村口河沟里洗个拖把，水就
变得很脏。”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投资和运

维花费由政府负担，施工单位还会对农户进
行占地秧苗补贴，农户不需承担额外费用。

不过，当地有一些习俗的讲究，影响着现
代技术造福环境和村民生活。

三星镇想方设法推动生活污水处理工
程——— 净化槽可以挪到屋后，电箱和无线发
射器用花草遮掩。从上海理工大学毕业后回
到家乡工作的倪晓红说：“我们尊重村民的风
俗习惯，他们也会给予更多理解。”

崇明区政府计划在 2020 年前实现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区里设置污水出水口
电导率波动监测，村里尝试用无人机进行河
道巡查，安排“河长”和“河道警长”。

崇明区水务局副局长许晓东说：“我们的
目标是恢复健康河流，平衡水沙交换，丰富生
物多样性。”

高铁技术进村，生活污水“不出门”
上海崇明利用高铁净化槽技术，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福建省武夷山市吴屯乡纪委干部在良种场向贫困
户张乐宝（右一）了解专项资金到位情况。

近年来,福建省武夷山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立足实
际，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蔬菜、精品水果、食用
菌、稻田养鱼等特色产业,增强贫困群众的“造血”功能，
带领贫困群众持续增收脱贫致富。 （邱汝泉摄）

武夷山：精准监督促扶贫

新华社拉萨 3 月 4 日电(记者王军)记者
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未来三年，

西藏将深入实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项目，力
争“十三五”末实现所有乡镇、建制村通公路，

具备条件的自然村全部通公路。

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永吉介绍，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带动农牧民群众致富增收
提供有力交通支撑，今后三年，西藏将以“四好
农村路”为重点，推进农村公路网络化建设，实
施乡镇、建制村畅通和边境小康村公路、进村入
户公路等建设项目，力争提前完成所有乡镇、建
制村通公路目标。同时，加快推进农村运输协调

发展，到 2020 年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通班车率
达到 100% 、行政村通客车率达到 80%。

受地理、自然条件限制，居住在乡村的西
藏农牧民出行不便问题突出。为解决这一问
题，近年来，西藏深入推进农村公路项目，农村
公路里程由 2012年的 53244公里增加到目前
的 60421公里，通达深度、通畅水平全面提升。
仅 2017 年就安排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1374个，
投资 422 . 43 亿元，新增农村公路 6887 公里，
新增 40个乡镇、166个建制村通硬化路。

到 2017 年底，西藏全区县城除墨脱外均
通油路，乡镇通达率达到 99 .71% ，建制村通达

率达到 99 .52%；全区除墨脱县外，均已开通
客车，乡镇通班车率 70 . 6%，建制村通客车
率 45 .6%。不少公路沿线的农牧民开始兴办
运输公司和开家庭旅馆等，走上致富路。

据介绍，2018 年，西藏将着力落实区
域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边境小
康村公路、进村入户公路、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道路建设，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农
村公路建设，逐步启动 13 个乡镇、1152 个
建制村通硬化路项目，为到 2019 年实现
“100% 乡镇和 80% 建制村通硬化路”打下
坚实基础。

西藏：三年内所有乡镇和建制村通公路

▲这是横跨拉萨河的新建环城路纳金大桥段（3 月 4 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汪军)来自苏州 200
只土鸡的订单，让村民代仁发和缪爱国过了
一个忙碌的春节。

“客户需要白条鸡，我们按照要求包装好
再发货，大家过年这段时间较忙。合作社成立
一年时间不到就见了效益，我们很有成就
感。”代仁发说。

在贵州省江口县官和侗族土家族苗族
乡，非凡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是当地肉鸡产
业的“老大”。用合作社负责人代仁发的话说，
“非凡土鸡”不平凡。当初之所以取名“非凡土
鸡”，就是期盼这个产业做出不一般的成效。

地处江口县西南方向的官和乡，过去交

通闭塞，不少村民生活条件差。全乡总人口
10536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200 人。
不过，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80%，具有特
色养殖的天然条件。

“尤其是非凡土鸡合作社所在的新田村，
有适合土鸡放养的条件，场地开阔，灌木丛
多。”合作社技术管理员缪爱国说。他有 10 多
年的土鸡养殖经验，现在成了“非凡土鸡”的
“技术总管”。合作社成立于 2017 年 4 月，不
到一年时间，就取得较好成绩。

要想脱贫快，全靠产业带。官和乡江溪屯
村贫困户胡世权，目前和妻子在合作社上班。
每人月工资 2000 元，还少了外出打工的奔

波。像他这样的贫困户，目前有 3 户共 6 人在
合作社上班。

代仁发告诉记者，除了带动贫困户就业，
合作社还鼓励村民养殖本地土鸡。等到土鸡
可以出栏，就通过各种渠道让人来收购。通过
这样的方式，官和乡官和村贫困户孙兴成去
年挣了 1 万多元。

村民可以就近务工或发展其他产业，顺
带养土鸡，销路依靠合作社。非凡土鸡专业合
作社带动了 16 户像孙兴成这样的贫困户增
加收入。

为了将目前这个名为“野散牌”的土鸡品
牌进一步打响，代仁发和缪爱国春节期间进

行谋划。他们打算把土鸡的质量溯源系统全
方位建起来，让饲养过程变得可视化，从而让
消费者更加信任。

走进合作社视频监控室，可以看见养鸡
场的部分圈舍已经安装了监控系统，初步实
现可视化。无论是喂养玉米，还是自由啄食，
今后都能实现土鸡生长过程可追溯。

官和乡党委委员黄德智介绍说，目前全
乡有 7 家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也逐步呈现
特色化。2018 年，要重点培养“非凡土鸡”和
另一家蛋鸡专业合作社，加上茶叶种植和肉
牛养殖，力争让农民人均年收入从目前的
6800 元提高到 7200 元。

“合作社成立一年不到就见了效益”

贵州江口：“非凡土鸡”脱贫成效也非凡

据新华社西安 3 月 4 日电(记者张骏贺)
春耕时节，何村的不少村民正在自家的温室
大棚里忙碌。圣女果、黄瓜、草莓……大棚里
一茬茬丰富的蔬果早让村民们致了富，但一
度从大棚里丢弃在田间地头、堆满道路两旁
的瓜蔓、菜梗，曾让这座村庄被垃圾包围，成
为当地人们的“心病”。

何村隶属于西安市高陵区通远街道，是
个典型的农业村。从 20世纪 90 年代起，村里
开始发展大棚种植，是享誉关中平原的“无公
害蔬菜生产基地”。然而，从大棚里丢弃在田
间地头、道路两旁堆满的瓜蔓、菜梗，曾让这
座村庄被垃圾“围村”。通远街道办人大工委
主任何鹏回忆，“每到换季时节，尤其是夏天，

村民们把大棚里摘除的菜叶、菜梗扔在田间
地头，扔在道路两边，腐烂之后就会形成异
味，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近两年，村里和陕西环保集团合作，开始
了一场系统化、“科技范儿”的“垃圾处理战”，

让这座村庄变了。

一台智慧垃圾分类投放站，让村民们处
理垃圾的观念变了。如今，村民们既可以将垃
圾分类丢进家门口的“分类垃圾桶”里；也可
以手持一张智能卡，将纸张、塑料、玻璃等可
回收垃圾，投进村广场上的智慧垃圾分类投
放站里，根据系统自动称重，变为卡里的积
分。村民向建宏说，“村民们可以用这些积分
到村里的指定商铺兑换小商品，我家里的牙

刷、牙膏、香皂等，就是用积分换的。”
如今，不论是家里的厨余垃圾，还是大棚

里的瓜蔓菜梗，都会被送往这座建于农田与
住宅间的“智能垃圾处理站”内。站内的两台
高科技机器，一台可以经过微生物机械高速
发酵堆肥，让可腐烂垃圾，变成有机肥还田
“变废为宝”；另一台可以利用低温磁化技术，
让不可腐烂的垃圾进行低温热处理，变为陶
瓷灰，用于建材基材或植物生产的催化剂。截
至目前，何村共收集各类生活垃圾 199761 . 5
公斤，其中可回收垃圾 16278 公斤，处理有机
垃圾 128709 公斤，生产有机肥 5120 公斤，处
理无机垃圾 5202 公斤。

一整套系统的治理方案，让这座已经致

富的村庄也变美了。如今村里的道路不见一
点垃圾，空气中也没有一点异味，映入眼帘的
只有一栋栋整洁的洋楼。

一样的理念，让三秦大地上的更多村庄换
了新颜。在距何村不远的上院村，除了拥有同样
的垃圾处理项目，还多了一套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让生活污水不再随意排放，出水标准也达到
当地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中的一级A标准。

“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是关键。”陕
西环保集团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洪传勋说，不仅在高陵区，公司还在陕西镇安
县、富县等地共开展了 25 个智慧垃圾分类资
源化处理及生活污水处理试点，未来还会覆
盖更多村庄。

陕西高陵：高科技“美容术”让“脏”村换新颜

新华社南昌 3 月 3 日电
(记者袁慧晶)正月十五的下
午，在江西省进贤县前坊镇桂
花村新落成的戏台前，村民正
津津有味地看着采茶戏。

连续三天，年过九旬的陶
表南都让儿子提前半个小时推
着坐在轮椅的他来抢座，老人
感慨道：“村里请戏的传统又回
来咯！”

桂花村位于进贤县北部，
经济在镇上相对落后。这里曾
归抚州地区管辖，所以村里人
有听抚州采茶戏的传统。

“以前讲究‘三(初三)耍灯
四(初四)耍戏’。”桂花村党支
部书记陶国清告诉记者，随着
打工潮的兴起，青壮年纷纷进
城谋生，渐渐人走“戏”凉。

2017 年底，桂花村有了新
变化，建成了村级文化活动中
心，就包括这座戏台。据悉，文
化活动中心的建设经费由村民
自筹。

发起人陶荆文告诉记者，
原先预计能募集到 80 万元左
右，最后竟超过 170 万元，募集
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在村头悬
挂的募捐公示榜上，记者粗算
了一下，涉及 320 余户村民，捐
款最多的是 6 万元，最少的是
10 元。陶荆文说，捐 10 元的是
个小学生，先后捐了三次，捐的
钱是义卖自己的书法作品得来
的。盖文化活动中心的六亩地
是 20 多户村民贡献出来的，文
化活动中心的后续维护管理也
是由村民义务承担的。

“今年给二老包了一万块的红包外，还出了三千元请戏，
算是对老人的感恩和常年在外的愧疚。”村民缪国锋说，父母
都八十多岁了，依然在家为他照顾子女。有的村民说，以前村
和村之间比的是富，现在还得比比哪里的文化氛围浓。

抚州市旭东采茶剧团的演员们只在大年三十休息了
一天，从去年农历十二月开始就一直奔走于田间地头。团
长朱旭东告诉记者，他们团刚刚结束在东乡区小璜镇余
家村的表演，又要赶往南城县浔溪乡大竺村。“正月十五
后还是单子不断，浔溪乡大竺村是个山区，这是第一次请
我们去演。听说有的返乡人为了看戏还留下来。”

朱旭东认为，农村的传统戏剧市场正在复苏，而这背
后是游子的思乡情和文化自信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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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宁电(记者钟泉盛、徐海涛)“今年春节期
间，我们村组织了三场篮球赛，两场春节联欢晚会。之前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和在家的老老少少都来了，热闹着
咧！”说到春节期间村里的节庆活动，广西天等县进结镇
孟养村党支部书记李友文颇为自豪。

在如今的孟养村，崭新的楼房在通村水泥路两旁依
次排开，然而这个地处天等县大石山区深处的村子一度
不通水电、不通路。李友文说，面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
人的困境，上世纪 90 年代，孟养村的群众开始到广东等
东部地区务工创业。如今，只有 2154 人的孟养村，在外打
拼人数就占到一半还多。

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如何有效破解农村社会治理
难题？近年来，天等县针对这一现象，探索在主要劳务输
入地建立流动党员支部，让流动党员组织生活实现正常
化的同时，也让劳务输出地的社会治理得到有效提升。

“以前家乡的水、电、路还不通的时候，我们自己集
资。大家商量决定，在外务工的想办法筹钱，在家的负责
出力。筹了 20 多万元，终于把路修通了，拖拉机也能开
到村头了。”回想起村民集资修路的情形，天等县流动党
员深圳支部书记李永华依旧十分自豪。

除了积极投身家乡基础设施改善事业，李永华和支
部同志们还号召深圳的天等籍务工人员共同成立互助
基金，为在家或在外的乡亲们解决了不少难题。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帮
助。”天等县流动党员深圳支部纪律委员丰成伟说，前几
年，村里有人生了场大病，治疗费用需要 20 多万元，支部
随即发动在深务工人员捐款，解决了这家人的燃眉之急。

在过去，部分天等籍流动人员在外犯罪现象曾经比
较突出。丰成伟介绍，为解决这一问题，该支部与当地政
法委合作，在天等县各乡镇召开法律讲座，通过正能量
引导年轻人，最终令他们的犯罪率出现明显下降。

天等县流动党员深圳支部组织委员李友志介绍，目
前该支部共有党员 34 人，入党积极分子 28 人，覆盖天等
各乡镇。“基层党组织确实是战斗堡垒。”李友志说，“我们
要做的，一是把党员组织好，二是把党员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发挥好，为在外务工和在家的乡亲们创造更好的工
作生活条件。”

建立流动党员支部

一 个 空 心 村 的

“双 赢”治 理 探 索

据新华社重庆电
(记者李松)推动乡村振
兴，离不开城乡资源互
融互通。重庆加速推动
农村各类产权制度改
革，打牢城乡资本 、技
术、人才融通基础，使城
乡 之 间 产 生“化 学 反
应”，助推了乡村发展。

重庆九龙坡、沙坪
坝等地，积极推动集体
资产股份化改革，使集
体资产在保值增值、规
范发展的同时，也让“农
民股东”共享发展收益，

有的村社“农民股东”每
年分红能达万元以上。

沙坪坝区童家桥村
厂房、门面等租赁收入
稳定，村集体资产管理
公司估值数千万元，还
投资建设了一个工业园
区。近年来，随着集体资
产规模不断壮大，其“价
值认定、成员界定、量化
确股、完善法人治理、规
范收益分配”等改革也被
提上了议事日程。童家
桥村不少村民说，股份
化改革实施后，大伙儿
不再是集体资产概念上
的主人，而是变成了实
实在在的股东。现在人
人都关心集体资产运行
情况，希望企业做大做
强，获得稳定资产收益。

乡村振兴，产业为
基。在涪陵区，不少农户
量化了土地股权，入股
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变
现”了土地经营权价值。
在治坪村，重庆三峡笋
业有限公司与当地农户

合股成立了种植股份合作社，生产竹笋类休
闲食品。全村 120 多户农民以土地经营权折
价入股，占总股本的 15%。“农户与企业结成
紧密的利益联结，发挥各自优势，带动效益明
显。”三峡笋业公司董事长李承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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