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人生重要的不是所处
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对于一项
蓬勃发展中的事业而言，方向便是头
脑和灵魂，关乎着实施过程的科学性
及未来格局的呈现方式。今年 2 月
中旬,一个对诸暨农村环境的未来有
方向性意义的会议召开了，建设“美
丽诸暨”三年行动的整体布局在此次
大会上宣告落成：“扎实推进‘治水行
动、清洁行动、拆违行动、绿化行动’
等四大行动，把治理环境、改善生态
摆在新农村建设的优先位置，做足

‘水清、干净、绿化、有序、美丽’五篇
文章。”

因为水的润泽，大自然才多了灵
动之美，浣纱女的动人传说才从春秋
史册中走出，在人杰地灵的诸暨留下
了绰约身姿。对当代诸暨人而言，治
水理所当然成为建设“美丽诸暨”的时
代使命。一幅清晰的“2014”治水图谱
摆在了诸暨人面前：“全年，基本消除
39 条重点河渠水体黑臭现象，水体水
质消除劣 V 类，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截
污纳管铺设管道 200 公里，进厂处理 6
个村，74个未治理村作为重点村，全面
覆盖治理。”

有了全局性的科学治水规划图
谱，具体实践便有了基本指引方向，一
项项科技能量十足的治水系统在诸暨

农村落地，带动农村发生由“表”及
“里”的变化，美丽乡村样本——赵家
镇东溪村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在东溪村村委办公楼对面的一片
空地上，有一大片灌木长势旺盛，看似
与周围植物无二，枝叶却明显比附近
的植物生得宽大。村主任何祥尔向笔
者点出了其中的奥秘：“这下面是一大
片化粪池和污水处理池，村里 50 户农
户家的污水集中到这里处理。”

化粪池与外界空气几近隔绝，在
缺氧或者无氧的条件下，成块的污物
将发酵成体积更小而均匀的泥状混合
物，可做肥料使用，而沉淀后的水基本
上是清水了。人工湿地上种植的各类
植物的根系可以吸收污水中的氮和
磷，从而祛除产生的臭味，达到一级排
放标准。这便是纯生态的“厌氧发酵+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方式，在东溪村，
这种系统已经取代了以前随处可见的
三格式化粪池。

面子是形象，里子则是根本，体现
内在和涵养。东溪村人明白，真正幸
福的乡村生活具备内外兼修的气质，

“厌氧发酵+人工湿地”保障了村容美，
地下污水的下渗问题同样不容小觑，
于是，一场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改造提
升的工作在全村铺开。

据诸暨市农办经济发展科科长吴
希阳介绍，东溪村采用的污水处理系
统又叫“微动力一体化污水处理系
统”，采用玻璃钢材质，包含多级调节
池、沉淀池、处理池等，通过该设备，使
化粪池内的固体和液态有机物被祛
除，污泥减量化、无害化，处理的水能
达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一级或者中
水回收标准。“这套无接缝、无渗漏的
设备，至少能用20年，而一般砖砌的化
粪池用5年就要重新再砌了，不然会有
污染。”

“除了一体化生态处理池，我们还
设置了在线监控系统。”何祥尔指着污
水处理系统旁边的一个类似电箱的装
置说，“排污量有多大，污水浓度有多
高，污水水位到了什么刻度，有没有堵
漏等情况，这里能看得清清楚楚，并能
够自动调节。”

“微动力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促
使当地农家乐的生意转好了，村民的
致富路因此越走越宽。农家乐老板魏
冬梅是其中一个直接受益者，她感到

自家生意比以前火爆了，“十一假期的
客房早已预定满了。”每年逢节假日，
山庄的客房都会爆满，来自上海、江苏
等地的车辆挤满了附近的停车场，游
客们在村里停留少则一周多则月余，
带动村里的假日消费氛围逐渐浓烈，
吸引他们的则是东溪村淳厚的自然风
光和干净的村貌。

2011 年，尽管东溪村实施了接户
纳管工程，山庄的生活污水被收集到
了统一的化粪池处理，然而由于山庄
生意具有季节性，排污量时大时小，表
现很不稳定。魏冬梅清楚地记得有一
回山庄面临的排污尴尬：由于客人较
多，山庄内的生活污水排放量过大，村
里化粪池里的污水甚至倒灌进了山
庄。“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个
吓走了不少客人。”魏冬梅说。考虑到
魏冬梅是村里的排污大户，今年，随着
村里建设“微动力一体化污水处理系
统”，魏冬梅家的污水管道接入其中，
长期困扰她的山庄排污问题得到全面

解决。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溪村卓越的

治污成效得到了诸多赞誉，不少村子
将东溪村作为开展治污工作的范本。

“东溪村先行先试，以质量赢得了口
碑，农办组织了各村代表，来东溪村现
场‘取经’。”吴希阳说。现在，东溪村
除了传统的乡村旅游项目接待以外，
又多了一项接待内容,来自山东、江苏
等省份的考察团慕名来东溪村考察，
学习东溪村治理农村污水的先进经
验。

东溪村的先进做法逐渐在诸暨其
他村子得以复制。8 月 15 日下午，被
一场小雨洗礼过后，街亭镇茅塘山村
的空气清新无比。笔者在村头空地
上看到几个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挖坑
作业，一只大型的玻璃钢处理池在旁
边停驻着。“再过三天，这里的处理池
工程就完工了。”工作人员说，不久
后，人们将在茅塘山村找到东溪村的
影子。

科学治污水——为长效清洁添动力

诸暨：淳美水乡心养成
事物整体之所以能呈现美的态势,往往

得益于其内部组织的和谐、共融, 一场治水
的时代战役，诸暨打得风生水起，其根本影
响因素是人，诸暨人将对这一方秀美乡村
的爱融入治水事业的每个瞬间。

去年年底，诸暨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作的热情驱走了冬日的寒冷。全省“千
万”工程永嘉现场会后，诸暨便开始了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的前期调研工作，市里组织相
关科室人员及部分技术人员，到桐庐、富阳、
安吉等地实地参观，零距离感受先进县市的
污水处理成效；成立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
分管领导任正、副组长，农办、发改、环保、建
设等职能部门主职领导为成员，各部门明确
分工，全面配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农办，抽调相关成员单位共计11名
专业人员成立工作组，具体负责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的落实和推进。

很快，“要我治”转为“我要治”的全民
治水氛围在诸暨群众中形成，并由此产生
了“治水”名义下的诸暨捐款现象。截至今
年8月25日，全市已累计捐款9319万元，实
际到账7465万元。其中诸暨市建筑协会捐
款 300 万元，并牵线 19 家企业与 20 个全面
治理村结对，共同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正如一条彩虹有7种不同的美丽颜色，
在诸暨农村治水的大背景下，各个村子落
脚本地，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形成了独属自
己的一道风景，共同织就诸暨乡村的水之
美：岭北镇金湾村绘好“走向图”“责任图”

“考核图”“宣传图”，精细化管理生活污水，
对原有 14 只集中式污水处理池进行维修，
新建2套一体化处理设备；江藻镇聘请专业
技术人员进村，协调处理设计、施工、监理、
材料供应商和行政村之间的关系，成立工
程项目部，将工程相关人员名单及联系方
式等信息制作成工程联系卡，便于及时解
决工程中遇到的问题；马剑镇龙门村村民
质量监督员，每天与施工队同时上下班，以
监督及保障施工工程的质量；安华镇实施

“一天一统计”制度，紧密跟踪工程进度，每
天开挖几米、铺管几米、建池几只等具体工

作情况均详细登记在册；浣东街道针对村
情实际，建立了“一户一档”制度，对每户农
户接纳的污水种类、材料的使用量、满意度
评分表等情况统一入档。

市农办聘请的工程师周清校的办公室
存放着三瓶特殊的水，第一瓶是淤黑的污
水，水质浑浊不堪；第二瓶是泛黄的水，水底
积着一滩类似淤泥的东西（实为厌氧菌）；第
三瓶是纯净透明的水，三瓶逐渐变化的水恰
好演示了污水处理的全过程，也表明了他对
污水处理工作的挚爱。作为研究该领域20
余年的专家，早在2009年，周清校便把生活
污水处理技术传到了大洋洲的密克罗尼西
亚，为当地民众提供全新的污水处理方式，
指导波纳佩州和丘克州成功建设5处沼气工
程，并举办了2场沼气推荐会，吸引密联邦政
府高官、美国驻密使馆等社会各界人士参
加，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2012
年，密克罗尼西亚议长专程到诸暨，考察污
水处理技术。

“水污染问题受世界各国的关注，推广
污水处理技术，是为了让更多的农村生活
污水得到净化，让老百姓能够享用实实在
在的放心水。”去年一年，周清校下乡100多
次，他记不清在草塔、牌头、江藻等乡镇走
了多少路了，村民们经常在实施污水处理
工程现场看到周清校的身影，并亲切地称
他是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土专家”；市农办
每年组织污水处理技术培训会，周清校每
场必到，向各村主职干部和泥水匠讲解工
程实施要领。在诸暨，有很多个“周清校”，
行走在溪边林间，将浓烈的赤子情怀倾注
于脚下，走出了一条条清澈溪流，展开了一
幅幅美丽乡村的如水画卷。

对很多人来说，乡村是生命最初的起
点，一座老房子、一棵树甚至一缕划过水面
的光线，都长在了内心最柔软处，无论经历
怎样的时间洪流，多年后，依然会想念它的
名字和最初的样子。最美不过乡村，最甜
不过乡间水，乡村滋养了人们的心和魂。
如今，诸暨人的心灵脉络和水的纹路契合，
潺潺的流水正以明净的身姿，舞动着诸暨
美丽乡村的天然韵律。

美丽治水人
——掬一抔清水为家乡

《倒影》（拍于马剑寺坞村）《倒影》（拍于马剑寺坞村）

古村新貌

东溪风情

美丽乡村

白塔湖风光街亭镇新毛家村新建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池

无动力厌氧处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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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水，唐宋的村，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保留着

历史和自然的本源味道，跨过了光阴的长途，在浙江大地汇

集成了大美诸暨。

诸暨人的幸福是天然的，毋需远渡千里，漫步于乡村山

林，便可采撷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淳美，得到最充实的安逸

和祥和。“排头烟树老，扑面水风醒”，如诗似画的家乡美，转

化成当代诸暨对水乡的柔情呵护，诸暨人的天然幸福正不断

绵延向前。

陈爽

五云溪，一条因发源于界分诸
暨、富阳两地的五云岭而得名的小
溪，于山高林密的山岭上淙淙而下，
汇山间之泉而成溪，滋养着五云、寨
头等沿溪十多个村庄，最终注入当
地饮用水源——幸福水库。五云
溪，是融入了当地人传统生活的基
因，承载和见证了村民们对幸福生
活的追逐和现代解读。

眼前的五云溪,碧水淙淙，溪水
调皮地从翠绿的山林奔涌而出，粼
粼波光在太阳底下泛着金光,几只
小石蟹钻出了石缝,悠闲地在沙地
上闲逛，偶尔一只飞鸟划过，留一道
轻盈的美在水面上，溪边坐落着一
排排崭新的楼房，和远处和缓起伏
山之线条勾勒出清丽的江南乡村图
景。这是寨头村村民眼中最美的风
景，也是生长在村民记忆里的家乡
印迹。

谈及五云溪，寨头村89岁的陈
雪华老人像是在细数一段漫长的历
史，作为村里的长者，体会过太多五
云溪边发生的往事和溪流本身的沧
桑变幻。在陈雪华眼里，六年前，五
云溪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时
候，这条溪最大的功用就是供村民
们倒垃圾。”

以前，塑料、纺织废料等各类生
活垃圾在五云溪随处可见，溪道常
常被两旁满满的垃圾挤得窄窄的，
从山间流出的清澈的山泉水，经受
过五云溪寨头村段的洗礼后，就会
变成一溪脏水。“到了夏天，溪边臭
烘烘的，每次路过这里，都会有成堆
的苍蝇蚊子往身上撞。”

从 2008 年起，五云溪的改变如
村里人的幸福生活一样，走上了日
新月异的发展轨道。这一切变化从
当年年初的寨头村一场村两委关于

“整治五云溪”的讨论说起。村干部
孟行通依然记得那次会议，整治五
云溪，村干部全票通过，但后续的

“三道坎”让人心里没底：污水、垃圾
处理的配套设施问题；清理垃圾、补
砌溪坎的经费问题；村民的生活习
惯问题。

在事实发展的大趋势面前，实
践之初的一些想当然因素似乎变得
微不足道了。村干部眼中的“三道
坎”在实际工作中迎刃而解，“群众
呼声很高，村民们自觉开展募捐，镇
里、农办、环保、水利部门给予资金
扶持，整治五云溪是顺民意的工程，
这是顺利推进后续工作的关键。”孟
行通说。

之后的时间里，发生在五云溪
的喜人变化，印证了强大的民意力
量：一个月，沿溪 40 多堆小山般的
垃圾被自愿参与垃圾整治的村民清
运干净；三个月，五云溪寨头段六七
处 500 米坍塌破落溪坎悉数砌齐；
三年，持续清理大雨后被强劲水流

从石缝中冲出来的陈年垃圾……
2011 年，在新农村建设中，村里建
造了140多个连通农户的小污水池
和集纳所有污水的大污水池，村民
日常产出的生活污水全部接入管道
并经净化处理。“溪边好几个垃圾
站，家门口都有垃圾桶，再向小溪扔
垃圾，自己都会不好意思。”村民应
皎兰说。至此，“诸暨最干净的小
溪”——五云溪以全新的姿态流进
了寨头人日常生活的细节。

天气晴好的日子，茶余饭后，寨
头村的老人们便会三五成群，沿着
五云溪走一遭，体会潺潺的溪水中
流淌着的惬意与清新。曾有位老人
在溪边赋诗：“溪水潺潺可见底,溪
边垂柳处处新。十里清涧十里景，
余生愿住五云溪。”道出了寨头村老
人的心理共鸣，一时间传为佳话。

与寨头村相似的小村，美而精
致，像一颗颗璀璨的宝石，散落在诸
暨的大小山间，装点着诸暨农村生
活的品质，常常以让人欣喜的美，给
予离家的诸暨人怀恋家乡的丰富理
由。

每个假期，在杭州工作的杨立
明都会带着家人赶回枫桥镇全堂
村，这似乎成为了他与老家之间固
守的约定,“这么清冽的水，你花钱
去景点，还看不到呢。”因这一汪净
水，很多在外工作的全堂村人像杨
立明一样，回老家的次数多了，每一
次回来，除探亲之外，更多了一重休
闲度假的意味。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穿村
而过的孝泉江，聆听过全堂村村民
寄托在纺织声中的致富愿景，目睹
着村里的环境逐渐变差，也承受着
水质由清变劣之痛。“厨房里的泔
水，一天三次往溪里排，这水能不臭
吗？”53 岁的老党员杨苗龙说。曾
经清澈的山泉水逐渐被淤积在溪道
的残羹剩饭取代。

两年前，一场农村生活污水整
治的“战役”在全堂村打响。全村
1000 多户人家，90%以上污水实现
纳管，14 个散布在村子里的花园式
处理池，将污水转化为清水。细节
处彰显智慧之美，秉承着枫桥人善
于创新的精神，对于怎样根治臭水
沟，全堂村人摸索出一套独具特色
的好方法：在厨房泔水管道接入口
处，放置一个小托盘，将脏物过滤
掉，由保洁员负责挨家挨户将盘里
的脏物收走。

水清了，村子美了，家园恢复了
记忆中的样貌，家乡的美是童年田
野里的蝶飞凤舞、溪边玩闹；是暮年
时的闲坐庭院、临江观日，这样的片
段凝结成化不开的乡愁，无论是诸
暨游子，还是他乡过客，都能在诸暨
乡村里找到与家有关的情节，收获
一份留恋于此的浓浓乡谊。

记得住乡愁
——山清水秀在农村
记得住乡愁
——山清水秀在农村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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