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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富阳美丽乡村的“水报告”

文 朱凤娟

关注农村，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有的精神承续。一份来自乡村的“水

报告”所讲述的每一则故事，无疑回应了“全民治水”这个重大的命题。

省委主要领导曾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把握

规律特点、讲求方式方法——让广大农村水变干净、塘归清澈，重塑江

南水乡韵味，倒逼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设方式转型升级。

于是，一份关于农村的“水报告”，与其说是一篇笔者的见闻笔录，

不如说是一份来自一线的民生报告。

理想中的乡村，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深切思念家乡的心情。”“奇山异水，天下独

绝。”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说的就是富春山

水。富阳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水的记忆勾起了

富阳人的乡愁。在乡愁里，水是他们美丽的家园，是他们解渴的甘甜，

是他们的舌尖回味，是他们生活的必须，是孩子们的天堂，是他们民俗

的主题，是他们的经济发展动力。

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给富阳带来巨大发展和财富的同时，

也给水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美丽的乡愁一时间只能在我们的记忆中翻寻。

农村水环境状况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也关系到农村的整

体面貌，影响着农村的乡风文明与社会和谐。把农民群众的需求作为

“第一导向”，把农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今天的富阳正在以农

村污水治理为突破口，不断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彰显江南水乡的

秀山丽水，营造农村社会的和美乡风，努力建设广大农民群众更加舒

心、更加满意的美好家园。

逐水而居逐水而居，，方解水之韵方解水之韵；；因水而兴因水而兴，，更知水之贵更知水之贵。。
治好水就是安放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乡愁治好水就是安放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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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访中，我们听说就去年
一年富阳已用自己“四季花香、处
处鸟鸣”的美丽乡村特色吸引了
50 多个省内外考察团来取经，其
中包括中农办、农业部等。不禁
要问，富阳城乡阡陌之间究竟有
怎么样的迷人风采？美丽乡村建
设究竟“美”在哪里？

八月，来到春江街道春江村，
踏看正在进行的农村生活污水截
污纳管建设情况。当地村干部拉
开还没有埋严实的窨井盖，为我们
介绍每家每户污水的汇入线路。
随行的省农办老领导忍不住说，这
就是富阳人的实质，要看就看地底
下的功夫牢不牢靠。

的确，美丽乡村建设全国都
在花力气，各地农村面貌也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也
还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莫
过于一些地方只注重外在而忽视
内涵。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所
述，“一看路，二看住，三看环境，
四看树”，成了不成文的标准。道
路硬化了，房子刷新了，花草种上
了，但“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
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等问题
却没得到解决。

在这一点上，富阳经验是相
当拿得出手。以春江街道八一村
为例，这个造纸企业堆里的“世外
桃源”，不仅路平、房子美、环境
优，而且地下管网铺设建设项目
标准甚至高于城市基础。目前，
村里已实现雨污分流，接通管道
燃气及城市自来水。“柏油路和砖

瓦房固不可缺，但缺了垃圾桶和
下水道的乡村，注定与美丽无
缘。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表
里如一’才是必然要求。”市农办
有关负责人表示。

“先地下后地上”，富阳先解
决好下面治水、上面拆违，再搞面
上整治，确保建设成效。

的确，美丽乡村，并非为了单
纯“美丽”，而是要让村民生活更
便利、更幸福。从着力改善村容
村貌向整体治理区域环境演进、
从整治人居环境向配套发展村级
服务演进，才能打造出美丽乡村，
让村民过上真正体面的生活。

笔者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
项工作组了解到，今年开始，富阳
将用两年时间，以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为突破口，改善城乡水生态
环境，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
可持续发展。到 2015 年底，全市
计划投入资金 13 亿元，用于全市
规划保留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自然村覆盖率达到 100%，农
户纳管率达到 70%以上，农户受
益率达到80%以上。

篇章篇章11：：富阳的美丽乡村究竟富阳的美丽乡村究竟““美美””在哪里在哪里？？
【参透美丽乡村建设实质——表里如一】

治水，必先截污控源。富阳市政
府主要领导在年初接受浙江在线记
者采访时说：“富阳市政府今年将注
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通过城镇化的
推进，增加 20 公里截污纳管的里程，
做到农村污水设施的配套跟进。”

富阳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美
丽乡村建设、无违建村创建紧密结
合，把握“先地下后地上”，“先减法后
加法”的原则，坚持一次规划，突破重
点，梯度推进，分步实施，突出饮用水
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先行实施饮用
水源保护地、河道边、人口集聚区、污
染严重区域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将
饮用水源保护地、污染严重的区域、

河道周边作为建设重点，先解决好下
面治水、上面拆违，再搞面上整治，确
保建设成效。

治水，说到底是一个突破口，美
丽乡村建设开展到今天，需要迈入一
个更深的内里，通过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与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富阳的
乡村又将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得到提
升和完善。首先，富阳遵循的是两个
原则：

坚持应纳尽纳原则。依托现有
4 个城市（集镇）污水厂和江南新区 5
个工业污水厂优势，对城中村、城郊
村和园中村距离市政（工业）污水管
网较近具备纳管条件的村庄，统一截

污纳管进厂处理，做到应纳尽纳，确
保治理效果，经梳理进厂处理的村有
67个。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量多面广，涉及每村每户，
项目设计既要确保达标排放，又要便
于实施是推进工作的关键。因此，富
阳严格按照要求，根据各村（区域）居
住密度、地势标高、处理要求、综合环
境、地理位置和特点，因地制宜，科学
合理选择农村生态化污水治理模式，
对纳管条件具备的，原则要求建设有
动力或无动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对布局分散、地形条件复杂、污
水不易集中收集的村庄和区域，采取

分散式治理模式。
其次，治水需要政府花大力气主

抓，这是政府部门无法逃避的责任，
但同样离不开全民的参与。在富阳，
治水面前，没有旁观者。

渔山溪大葛村段，一条条石斑
鱼在水里游来游去。村民说，两年
前还看不到石斑鱼，这两年的水质
明显变好了。螃蟹和鱼虾增多，让
渔山溪恢复了勃勃生机。今年 71
岁的大葛村村民陈关法，坐在门口
的石板上休息。他说，村道上看不
见垃圾了，都被扫得很干净。村民
的卫生意识都有了，家里的垃圾都
能主动送到固定地点去，由拖拉机
拉走集中处理。

从今年 4 月 16 日起，《富阳日
报》特别推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
坚战”栏目，全面报道治理过程，寻
找好的经验、做法。同时，每月底还
将刊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度排
行榜”，对各乡镇（街道）工作进度进
行公示。目前，富阳在全市范围内
已经营造了全力治水、比学赶超的
浓厚氛围。

篇章篇章33：：一川如画的富春江如何实现水清岸绿一川如画的富春江如何实现水清岸绿？？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

富阳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
原创地和实景地，既富山城之美，又
具江城之秀。

“在城乡统筹工作中，我们应该
向黄公望学习，做到胸中有全局，妙
笔点丹青，描绘好一幅‘富裕阳光的
富春山居图’。”富阳市委主要领导说，
他们提出了“兼田园之美，具城市之
利”的理念，希望通过扎扎实实的工
作，建设令人向往的城市、令人神往
的农村，使城与乡的发展和谐统一，
努力打造杭州城乡统筹的新样本。
利用富阳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和人
文资源，紧紧围绕协调美、环境美、特

色美、持久美“四美”，着力抓好美丽乡
村建设。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主体与发展规划等方面更加
注重城与乡的和谐统一、田园风情和
人文特色的相得益彰，努力建设让城
里人向往、让村里人依恋、让外来者
痴迷的现代新农村，着力展现美丽乡
村的协调美。

在这样一幅秀美的图景中，水是
最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水上白鹭翩跹，岸边垂柳依依，
吊桥旁一对新人幸福地交换戒指
——像这样浪漫的婚庆场面，在“省
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富阳天地休闲农

庄可不是头一回上演了。据悉，近年
来，富阳通过除险加固建成标准化水
库 39 座，水清、岸绿、景美的新库区
成为打造魅力农家乐的风水宝地，全
市依托水库而建的休闲农庄、山庄目
前已发展到10多家。

在“三江两岸”景观示范带，通过
丰富的植物配置、雕塑、亲水平台、游
步道、构筑小品，我们似乎看到了一
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和“春江花
月夜”。而今天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
来自之前一鼓作气的综合整治：包括
春江村、八一村、联群村 3 个美丽乡
村精品村建设，启动东梓关村历史文
化建设和富春山居经典山水线建设；
结合江洲村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完
成桐洲岛环岛公路、污水处理池、休
闲公园、垃圾收集房、饮用水塔等基
础设施建设，对村中的池塘、空地、破
旧附房等影响环境的卫生死角进行
了绿化、美化处理⋯⋯直到今天，这
一带已经成为了市民们晚饭后最爱
来的地方，也成为了演绎富阳人休闲
生活的最佳场景。

从 杭 州 走 杭 富 沿 江 大 道 去 富
阳，到富阳的第一站就是东洲街道，

路边有个黄公望村。这里有上百棵
百年柿子树，还有亚热带林业研究
所科普基地、黄公望森林公园，以及
一排农家乐，当地人说这里是富阳
的“梅家坞”。村子最炫目的地方还
在于，这里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隐
居地。

“从 2010 年开始，黄公望村在原
有基础上，通过产业提升、旅游拓展、
文化挖掘、村庄整治、庭院美化、生态
保护等手段进行改造提升，建设成了
一个体现江南山水人居特点，反映黄
公望文化精神特征，具有农家乐休闲
旅游特色的风情小镇。“富阳市农办
随行人员介绍说。黄公望当年结庐
富春，是为了远离尘嚣而求心安。如
今，潺潺流水的筲箕泉，曲径通幽的
游步道，凉风阵阵的竹径，这里幽静
依旧，闲致依旧。

“水是我们美丽的家园，那时，河
河相连，湖湖相通，村里人家大都傍
水而居，出门便是水清岸绿，清波荡
漾，水草丰满，鱼儿成群。”这是富阳
的老人口里常常说起的过去。

治水美村，让乡愁不止存在于记
忆中。

篇章2：乡村如何让城里人向往、让村里人依恋？
【让田园之美和城市之利——相得益彰】
篇章篇章22：：乡村如何让城里人向往乡村如何让城里人向往、、让村里人依恋让村里人依恋？？

【让田园之美和城市之利——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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