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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治水务实治水““化化””浪漫浪漫
““梦留奉化梦留奉化””多精彩多精彩

对于奉化，很多人心底有化
不开的“做梦情结”。这里有太
多如梦似幻的记忆，也有太多如
梦如痴的美景。正因为如此，唯
有奉化，在我省众多的美丽乡村
区域性品牌中，独以梦为主题，
留下了“梦留奉化”如此诗意的
联想！

上世纪 90年代，作家琼瑶的
作品《六个梦》被改编为《婉君》、

《雪珂》、《青青河边草》等多部电
视剧，风靡一时。“六个梦”，留给
了人们许多美好的念想。

而在奉化，乡村建设也有“六
个梦”。前三个是山海梦、文化
梦、艺术梦；后三个是美村梦、治
水梦、发展梦。借由这色彩斑斓
的“六个梦”的诠释，“梦留奉化”
的内涵与时俱进，日久弥新。

很少有乡村能有山海梦，但奉
化独特的地貌天赋赐予了它机
会。在裘村镇黄贤村，人们领略到
移花接木而成的精华版“中国地
图”。乡村建设者把毫不起眼的山
林穷村改造成了有“长城”、有“土
楼”、有“天坛”、有“西湖”、有“大剧
院”，还有“森林公园”和“阳光海
湾”的袖珍版“中国”。这些后天建
设的得意之作，在山海兼具的乡村
地貌上“拔地而起”，成就了一派大
气非凡的奇观。这让奉化的乡村，
因山海更显辽阔。

文化与艺术的梦想在奉化乡
村星火燎原——

人们在奉化璀璨的乡村文化
艺术中发现了许多闪烁的名字。
里面有画家、有音乐家，更有作
家。当然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还是王任叔。他出生于乡土气息
浓郁的大堰镇，可以说是我国当代
文坛难得的全才。他是诗人，是小
说家、戏剧家、杂文家、散文家，也
是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印尼史专
家。他的笔名“巴人”为人熟知。
巴人就是下里巴人的意思。看似
很“土”的名字，却体现了这位全才

对奉化乡村的热爱。
如今，奉化兴起了城里人在

乡村开音乐吧的热潮。就在巴人
的故乡大堰镇，一个由废弃的生
产大队礼堂改建而成的乡村音乐
吧，为奉化乡村的文化梦、艺术
梦，开启了对外交流更丰富多样
的“旅程”。

这让人们联想到过去。那时
候的奉化还只是一个离宁波很近
的小城。宁波人家里来了客人，主
人就会热情地邀请去奉化玩玩。
因为奉化有雪窦山、有弥勒文化，
可以看到民国风情，算是个旅游好
去处。但现在，外地客人来宁波，
要去看的并不只有这些。他们一
定不会错过奉化乡村的胜景，因为
滕头村已为世界开启了惊艳的窗
口。而奉化的乡村让人惊艳远不
只有滕头村。

2012年奉化被评为我省美丽
乡村创建先进市。2013年，奉化
决定投入 3.6亿元人民币，用三年
时间在全市 219个行政村实施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全面
治理农村污水，在创建先进市的
成果上，深化提升美丽乡村的品
质和档次，最终带动城乡统筹发
展，成为了奉化乡村“六个梦”中
余下的三个梦。

而这三个梦，正是回答“梦留
奉化”为何能留的另一条线索。
客观地讲，奉化乡村的“六个梦”，
前三个，奉化多少占有天赋的优
势，但后三个，奉化是与许多地方
的美丽乡村“平等的”。这是它们
当下共同的考题。甚至，对于奉
化来说，这是更大的挑战！

最终成就梦想的，不仅仅是
因为奉化有天赋的历史积淀、山
海风情、人文优势，更重要的是一
种对待乡村建设务实的精神。

治水要务实，提升乡村美感
也要从务实起笔。而奉化的治水
美村成果，交出了务实“化”浪漫
的有力答卷。

开篇：天赋与务实的佳作
—乡村版“新六个梦”

开篇开篇：：天赋与务实的佳作天赋与务实的佳作天赋与务实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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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下辖 11 个镇街道，共 355
个行政村。辖区内亭下、横山两大
水库担负着宁波市区饮用水供应的
任务，是饮用水源保护地。长期以
来 ，农村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一直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隐忧”。

2013年，奉化开启三年治水攻
坚战。面对项目实施时间紧、涉及
面广、工作难度大的现状，奉化通
过做好“五前置”、坚持“五统一”、
严把“五个关”，让治水工作有条不
紊、落到实处。

短短六个月，农村治水宣传前
置、设计启动前置、村民参与前置、
工程招标前置、施工准备前置，一
切就绪。

奉化优先选择治水意愿强、村
班子“战斗力”旺盛的村庄作为项
目实施村，重点布局污水治理设施
建设。让设计单位跟着测绘单位

“同步入村”；让广大村民从设计环
节就开始参与方案完善。设计一
旦开始启动，工程施工承包商的预
选工作也开始同步推进。待设计
方案通过评审，村里就开始落实材
料堆放、人员食宿以及地块政策处
理等施工准备工作。

经过一系列巧妙的“前置安
排”，奉化优化了治水工程的操作
程序，运用管理统筹的能力，为治
水工程的启动节省了不少时间。
更重要的是，民意的提前介入和准
确的实地踏勘、入户调查，都为方

案“体民意”、“接地气”作出了贡
献。它避免了政府单向决策与百
姓实际情况的冲突，在最短时间内
最大程度地优化了方案的可操作
性。这为奉化农村治水开展标准
化工程打下了良好基础。

奉化的西面是山区，中部是平
原，东部是沿海。千差万别的地形
地貌，一直是赋予乡村山海奇观的
天然优势，但它同时成为了摆在治
水工程面前最严峻的挑战。各村
的地质情况都不一样，加上参与设
计、监理和施工的责任主体对污水
治理的要求理解不一，治水工程就
可能面临“随时走样”的威胁。

为预防这一状况发生，奉化优
先出台了“五统一”标准。统一设
计规划，统一监理标准，统一施工
要求，统一工程招标、统一材料采
购。小到对管径、管道坡度和管道
材质等问题进行统一，大到处理工
艺、排放标准，奉化都有一套管理
办法。

奉化建立了监理员旁站制度，
全程记录施工过程；严格监理标高
复核、闭水试验等工程质量的关键
控制点，杜绝工程返工现象。

每个村，在开工初期就由施工
单位做一段“样板”，通过监理、施工
和业主代表评定后，再按照“通过”
的“样板”标准进行统一施工。

此外，奉化还严把设计、选材、
监理、施工、验收“五个关”。设计

单位完成的设计方案必须向村民
“交底”，在获得村民不反对意见
后，由业主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进
行“二次评审”。管道、检查井等主
要材料必须按照统一的质量标准
进行集中采购，并委托监理单位对
样品按批次进行采样送检。不合
格的产品要给予坚决退货。

工程监理、验收环节中，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要自检，第三方要
初检并听取村民评价落实整改，最
终污水处理终端处理的水质还要
进行检测，待相关部门和专家最终
验收后，项目才算初验完成，进入
24个月的维护期。

一丝不苟的推进进程，让农村
污水治理开展得稳健踏实。去年，
奉化 41 个村已经顺利完成了污水
治理设施建设。许多村庄甚至把农
村污水处理终端改造为村庄的景
点，这种做法，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
誉。

2014年，奉化在完成省里下达
的 60 个行政村指标的基础上，计
划完成 96 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设
施建设。目前，16 个村已经完工；
17个村已经完成主体工程；其余村
工程建设正全面有序推进。扎扎
实实抓治水，让清水“美”家园的梦
想照进了现实。

A面：梦想照进现实—抓牢三个“五”，农村治水重在“实”AA面面：：梦想照进梦想照进梦想照进现实现实现实———抓牢三个抓牢三个抓牢三个“““五五五”，”，”，农村治水重在农村治水重在农村治水重在“““实实实”””

在大堰镇的路边，人们可以看
到田边立起的 3 米高的蓝色圆
罐。这是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滴滤罐。

有机物在厌氧微生物的作用
下分解为有机酸，最终降解为甲烷、
水和二氧化碳。滴滤罐的一侧通
常有 50 平方米左右的袖珍湿地。
污水经滴滤罐处理后，排入湿地，利
用湿地系统的净化能力，通过过滤、
植物吸收和微生物分解，实现二次
高效净化。于是流入滴滤罐的污
水，最终成为了清流。

奉化农办的工作人员介绍，
作为水源保护区的大堰，是奉化
最先试点污水处理项目的镇。现
在镇上每家每户都安装了污水收
集管道。村民把冲厕、淋雨、厨房
污水和洗涤污水，统统送进滴滤
罐，最后流入湿地。这是真正的
清洁无害了。

通过农村污水治理，大堰镇
成了奉化乡村新晋崛起的“浪漫
代言人”。万里学院毕业的尉汤
桥在大堰村开了乡村音乐吧。外
表是稍作修饰的砖石建筑，中间
是一溜吧台，两边是十来个木桌
木椅的卡座。据说，很多宁波市
区的人，得闲就会来这里找清净、
找情调。今年的七夕节，这里还
举办“浪漫七夕会”，吸引了不少
时尚男女。

坐在略带“土味”的音乐吧欣
赏音乐，聆听窗外很近的溪流声，
近看“县溪”上的廊桥，远眺郁郁
翠山。人们忽然在这乡村音乐吧
里，找到了一种浪漫的享受。

如今尉汤桥的团队已经注册
了“一路上”的乡村旅游公司，他们
为大堰打造了多个旅游节点，还将
十几家农家乐纳入品牌统一管
理。音乐吧，也由“浪漫相约”发展
为“浪漫栖居”。就在音乐吧的边
上，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乡村客
栈”，让人们回到了大学的青葱岁
月。水是那样干净，夜是那样安
静，好像记忆里躺在操场草地上仰
望星空的你我，因为对未来对过去
的惆怅，入了“浪漫”的境。

在大堰镇常照村，人们怕再
也找不到如此风景奇秀、山水清
丽的地方。一路过去，之间绵延
的青山和悠然的河水把白净的村
庄包围。山不高但峻，如削成的
围屏。水不深而急，时而随意地
曲上几曲，和天上落下的雨水，玩
在一起，一般的干净、一般的羞
涩，随着洁净的小道一路跑远。
见到的人都不免醉了。

大堰镇的宣传委员葛丹荷介
绍，农村污水治理工程，给常照村
创造了新的机遇。大堰镇推出的
9条运动休闲游步道中，有一条命
名为福星常照。整条游步道全长

15公里，连接着常照村的水带、古
建筑、古树群、名人故居和观光农
业基地。春可踏青赏光、夏可戏
水纳凉、秋可登高望远、冬可寻雪
探幽。常照村的清秀，成为了“背
包客”的天堂。他们爱这里的水，
更爱与这洁净的水相衬的淳朴民
风、古木丽影。

最近上海电视台拍摄的微电
影《大艳·大堰》在该台播放。微
信上朋友圈里，经常可以看到大
堰艳丽的秋景。桕坑村无疑是其
中最浪漫的。头顶湛蓝的天空被
擦拭得一尘不染，只有一片薄纱
似的轻云，将一切渲染上寂寞的
釉质。而千亩灿若金光的银杏，
宛如精美的龙袍或僧人的袈裟，
雍容肃穆、自在淡定地披在乡村
的大地上。好像在天空印上了金
黄，在水蓝中撒下了金子。一切
是那么绚丽而烂漫。

去年，大堰镇旅游经济总收
入达到了1372万元。这里是奉化
乡村治水的清丽名片，更是“梦留
奉化”基础上滋养的浪漫品牌！

务实治水“化”浪漫，大堰是
开始，但绝不是结束！

浪漫是什么？梦又是什么？也
许大堰的乡村实践已给出奉化的回
答。浪漫就在看似平淡但不平凡的
山水间；而梦，则起航于这踏踏实
实、始于足下、始于当下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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