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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梅

在详述嵊州美丽乡村的魅力
前，有必要先了解幽美与悠远之说
的来历。

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适用“幽
美”一词，因为它比“美丽”多了一份
静谧，比“优美”多了一份深远，可以
说是因为一定的积淀，才出得来的
味道。嵊州乡村能用这个词，“悠远
之水”是很重要的“底蕴”。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写：“流
觞曲水，列坐其次⋯⋯一觞一咏，亦
足以畅叙幽情”。文中提到的“曲水
流觞”，也叫“九曲流觞”，是我国古
代流传的一种习俗。

农历三月，人们举行祓 契仪式之
后，大家列坐水滨，在上游放置酒杯。
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面前，谁就要举
杯饮酒。中间也会穿插作诗的游戏。
因此能举办这样“聚会”的地方，首要
条件是有曲水长流。而九曲之水，在
嵊州的乡村，就能找到现实的投影。

位于金庭镇的华堂村，是目前王
羲之后裔最大的聚居村落。村内的

“九曲圳”，正是“悠远之水”的出处。
它建于明初，相传为王羲之第

36代孙媳石氏为抵御水患而建。
从高空俯瞰，整条水圳像一个巨

大的“弓”字，中间连着九个“曲”，把
引自平溪的水，顺着弹石路，从村头
送向村尾。一路上，渠水接入家家户
户，通往农田。水流清澈了几百年，
哗哗地流动着，哺育了十几代人。唯
有四季散落的花香、风送过来的叶瓣
儿，陪着它在历史的长歌中涌动。

由古至今，“九曲圳”串连着华
堂村的村事、家事、农事。它像一条
天然的纽带，把封闭的乡村农户都
拴在一起。

临水而居的村民，在家中筑起
埠头，或放上一块石板，就直接用引
进来的渠水烧饭、洗涤、饮用。

水圳涵盖了排水、泄洪、消防、灌
溉等多种功能；由暗渠、明沟、埠头、
塘河井，构成了一套独立的供排系
统，可以实现饮用水、生活水和污水
的“分质供水”。这套“先进”的系统
被中科院地质和古环境专家丁仲礼，
称为古村落规划的一大奇迹。

村里自古就定下了规矩。规定
早上7点之前水圳里禁止洗涤，仅供
村民取饮用水；7点之后，可以洗菜，
9点之后可以洗衣；任何时段都严禁
把家禽赶入水圳。每年村民都会定
期把水圳里的污染物擦拭干净。凡
遇到水的问题，全村都是齐心协力，
目标一致。久而久之，古老的治水
智慧就随着“九曲流水”的胜景延续
至今，并在嵊州乡村扎下了“根”。

2014 年，嵊州以创建省美丽乡
村先进县为总抓手，扎实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各项工作，其中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正是突破口。自古相承的
治水智慧，为嵊州农村污水治理，奠
定了聚民心、出高效、低成本的基
础，也为当地乡村营造幽美的人居
环境注入了悠远的灵魂。

这份悠远，是始于祖祖辈辈对于
农村生态环境的情怀。水与村幽美共
生，让现在的嵊州曲水流淌，村庄如画。

如今，华堂村的孩子们也会顺着
“九曲圳”放飞梦想，以纪念书圣。王
羲之若知道隔着浩瀚时空，在他后裔
繁衍的地方，依然延续着“九曲胜
景”，想必也会“欣慰一笑”。

开篇：王羲之你不寂寞，
“九曲胜景”今犹在

与其他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略有不同，嵊州治理农村污水重在一个“巧”字。除了筹集资源要素，合理控
制成本，强化质量监督等常规手段外，嵊州将污水治理的重点放在科技上。

科技治水，彰显“柔”之美

在嵊州北漳镇的金兰村，政
府治水成为了村民叫好的“义
举”。这里的治水工程应用了嵊
州农村污水处理的另一项技术，
被当地人称为“黄胜堂模式的升
级版”。

升级在哪儿？嵊州农办介
绍 ，重 点 是 添 加 了“ 异 域 神
藻”——狐尾藻。别小看这种原
产自南美洲的水生植物，经绍兴
市一些养殖场“小试牛刀”证实，
它确有处理污水的奇效。许多养
殖场的员工亲历了每日臭气熏天
的养殖污水，经过稻草的分解和
狐尾藻的吸收，变成了可以直接
养鱼的清水。而且处理废水的湿
地上，是一片鲜嫩的翠绿，没有任
何异味。

其实“狐尾藻生物处理技

术”在世界上早有应用。狐尾藻
具有高氮循环优势，光合作用
强、生物量大，氮磷吸收能力和
水净化能力强，生长范围可控
制，对天气温度变化的耐受性也
强。这些优点让它成为开展水
体富营养化治理的理想植物之
一，也是湖泊等生态修复工程中
作为净水工具和植被恢复的先
锋物种。大量研究表明狐尾藻
除了去污效果强，还能为水生生
物提供充足的氧气，改善鱼、虾、
蟹栖息环境与产卵场所。它既
可以作为景观植物，又是优质的
天然饲料。

因此，金兰村开展的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工程，在采用高负荷地
下渗滤处理技术的基础上，配加
了狐尾藻湿地。如今管网工程和

接户工程已经竣工。等终端处理
设施建成后，经过“黄胜堂模式”
处理的生活污水，流入养有狐尾
藻的景观池塘，将会变得更加清
澈洁净。

今年，绍兴市已决定在全市
范围内推广狐尾藻技术，并积极
谋划建立藻源培育基地。嵊州方
面除金兰村外，鼓励有条件的村
探索应用该技术。

截至 10 月底，嵊州已有 129
个村完成农村污水治理的施工方
案设计，110 个村进场施工，开工
率为115.8%，新增接入户数17225
户，总累计完成管网敷设 470835
米，完成终端设施建设52个。

科技的力量，不但让农村污
水治理呈现效果，也为乡村营造
了柔美的水环境。

案例2：金兰结义——“水中精灵”助力打造“治水升级版”

正所谓“治水为了美村，美
村才能富足”！

污水治理初有成效后，嵊州
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二步就是提
升村庄环境。

嵊州先对 60 个整治提升村
实施了第二轮普惠工程。把闲
散的空地改造成公共场所和停
车场；为村庄安装崭新的路灯，
新建无害化公共厕所，整治池塘
及周边环境⋯⋯一系列的基础
整治，面广、点全，把村庄残留的

“脏乱差”现象“消除干净”。
利用天然的古树林资源，嵊

州计划安排 7 个古树林森林公园
改建项目。把村庄周边具有“绿
静幽”特色的天然古树林改建成
森林式休闲公园。在池塘边尽
可能地增设亲水平台。精巧点
缀娱乐、健身等公共设施。古朴
的公园与美丽水岸景观、丰富的
公共设施相匹配，嵊州的乡村涌
现 了 许 多 幽 美 的 “ 休 闲 绿
谷”。

政府鼓励把村内闲置的废
旧大会堂、学校、茶厂、加工厂等
建筑物加固修复。通过内部改
造，增设现代化配套设施，这些

“旧大闲”建筑变身成为“外古内
新”的村民公共活动中心。它
们集家宴中心、文化礼堂、室内
文体场所于一体，为村民的文化
生活提供了便利。

村庄积极开展“花卉进村”
活动。利用农村的花卉产业优
势，嵊州 5 个试点村广泛开展路
旁、树下、广场、隙地、门前、庭院
种花栽果的活动。嵊州市农办
还与市妇联联合出台美丽庭院
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安排专项
资金对花卉村庄建设和美丽农
家建设示范户给予奖励。

如今嵊州的村庄幽美如画，
老百姓亲眼见证家乡的变化，也
从意识上加强了对环境保护的
自觉。每个村都建立了垃圾临
时收集机制。将有机垃圾筛选

归田，对有害垃圾进行特别处
理，对可再生垃圾资源回收利
用⋯⋯垃圾分类处理模式的推
行，为嵊州乡村开启长效保洁模
式提供了关键性的保障。

在崇仁镇董郎岗村，村庄美
丽蝶变，赢得了省旅游特色村的
荣誉。

沸水水库所在地的董郎岗
村，山峦叠翠，苍翠欲滴。放眼
眺望，山如碧屏，水如明镜。整
个村就如珍珠嵌在三山一水的
翡翠幽深中。缓步而上，只见道
路干净，屋舍雅朴，古树婆娑间
偶有鲜花缀于墙轩。耳边传来
的是汩汩的溪水声、清脆的雀鸣
声。

由 于 这 里 离 崇 仁 古 镇 很
近，村子本身又是辛亥革命志
士王金发的故里，因此常常有
人来此“问泉探幽”。如今整个
村庄环境更美了，依托着青山
绿水的优势，董郎岗村迎来了
民宿农家乐发展的“黄金期”。
一到周末，村里的 10 家农家乐
和 160 多张民宿床位就变得格
外紧俏。

有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娘是
位军嫂。她喜滋滋地告诉笔者，
多亏了近年来的美丽乡村建设，
特别是对农村水环境的保护治
理，现在来董郎岗村订位置都要
预约了！而她也是村美致富直
接受惠的村民之一。

结合农村污水治理和村庄
环境治理，嵊州同时打造“四带
十线”的美丽乡村精品线路。它
们把越音袅袅、书圣故里、温泉
养生和诗画山水串联在一起，为

“ 和 美 越 乡 ”增 添 了 诗 意 的 联
想。

这诗意中，水是画龙点睛之
笔，也承载着悠远的文化传统。
而诗意本身，正是乡村整治后幽
美的身影。它寄托着我们对乡
愁的宁静记忆，和对乡土的无限
怀恋！

整治村庄，体现“幽”之美整治村庄，体现“幽”之美

2011 年 5 月，甘霖镇黄胜堂
村作为嵊州与中科院合作治水的
首个试点，启用了高负荷地下渗
滤污水处理复合技术，建成了污
水处理工程。

与“九曲圳”的“自然疗法”不
同，黄胜堂村采用的“污水宝系

统”更为现代。家家户户首先实
现“截污纳管”。全村看不到一个
裸露的排水洞，取而代之的是一
根根有标识的乳白色管道。每个
管道都有“名片”。上面有的写着

“厨房用水管道”，有的写着“化粪
池管道”⋯⋯生活污水从这些管
道排出后，根据“名片”分门别类，

“列队”进入一条条支管道，然后
汇到主管，流向污水生态处理系
统处理。最终，污水就成了无异
味的清水。

黄泽镇的家园村，是复制“黄
胜堂模式”的示范村之一。村里

“ 截 污 纳 管 ”人 口 覆 盖 率 超 过
99%，建设了 1 座日处理规模 90
吨的终端设施。通过沿用“高负
荷底下渗滤污水处理负荷技术”，
家园村目前的出水水质标准为一
级A。

嵊州农办的工作人员介绍，
“污水宝”系统能有这种神奇的
“出水效果”，核心是请微生物种
群担当“清洁工”。污水通过管
道收集和地势之差汇流到终端
处理设施，经过沉淀池、厌氧池

预处理后进入水量调节池。然
后通过埋在地下的散水管网投
配到高负荷地下渗滤单元，其中
污染物被不同功能的结构层的
滤料拦截、吸附，最终由微生物
分解转化。

这种“微生物疗法”的好处在
于不但治污效果显著，而且总的
处理费用也十分低。

黄胜堂村算过一笔账，通过
“污水宝”日处理 120 吨的生活污
水，全村一年的处理费用在 1000
元左右。加上，“污水宝”几乎可
以实现“无人而治”。从无需聘请
专业人员、无需专业用地、不会产
生二次污染等角度考虑，这套系
统又为政府和村里省了一大笔
钱。

目前“黄胜堂模式”已被列为
省科技厅科技惠民计划项目，并
推荐到国家科技部。嵊州计划在
3 年内完成 374 个行政村的生活
污水治理，建成不少于 100 个村
的示范区。其中今年将完成 125
个村中，至少有 30 个村将采用

“污水宝”系统。

案例1：清清家园——完美复刻“黄胜堂模式”的“微生物疗法”

华堂忆书圣，曲水逐梦想

王氏宗祠

金庭观（王曦之墓）

和美新村

温泉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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