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声音治水拆违新天地
2014年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纪事之三

@烟雨江南333：治水是一项
民生工程，拆违是一项法治工程，两
大工程都极大地改善了浙江的环境
面貌。希望上头能多开展这样的督
查、暗访行动，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直到治理出成效，让浙江的水更清、
岸更绿、住房更美丽，让基层真正感
受到生活品质的大提升。

@老吕飞刀：拆违确实有难
度。多年的违建突然要拆了，老百
姓肯定有怨言，不理解；工作人员
开展工作时也有难度，牵涉到百姓
的利益等方方面面。但确确实实
是治水拆违的话，相信经过做工
作，老百姓普遍还是理解的，会配
合拆违，但务必讲究方式方法。

@奋斗小青-年：借“五水共
治”之势，走出重质量环保型道
路；以“三改一拆”为契机，释放更
多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会用势者
必成大事，抓住机遇必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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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红了，快来采摘啊。”
一张鲜红饱满的草莓照片下，
朋友们点赞的，约时间来采摘
的，络绎不绝。这处樱桃红农
家小院的主人叫陶勇杰，是嘉
善县惠明街道枫南村曾经的养
猪户。面对着肉价起伏的风险
和养猪带来的环境污染，陶勇
杰拆除3000多平方米的猪棚，
从违建户变为受益人，完成了

从养殖大户到种植大户的转
型。

“这一片原来有 13 户养
猪户，4 万多平方米的猪棚连
成 片 。 最 近 的 离 河 不 到 20
米 ，都 是 直 排 河 道 ，臭 不 可
闻。夏天走进来根本站不住
脚。”看着如今家门口平整完
毕的田地，空气中没有难闻的
气味，陶勇杰觉得自己这一步

走对了。
今年的樱桃季，20来天的

采摘期，果香园收入近 20 万
元。“以我现在的规模，如果搞
单一种植，竞争优势不大，不如
打组合拳，用不同品种的水果
采摘来形成特色，做出口碑
来。”陶勇杰笑着说：“没想到，
告别猪棚，迎来果香，日子这么
美妙。”

猪棚换成果香园
上午 9时，冬闲中的庄稼人搬着

凳子聚在外头晒太阳。水生美人蕉、
麦冬等大根系植物装饰成的百平米
小湿地，成了南北湖村下城自然村村
民的悠闲地。

村支书杨贵全隔几天就要来这
片地儿转转，时而还会趴在地上听听
动静。原来湿地下边还暗藏玄机。

“这片湿地下面埋了三个大桶，利用
厌氧微动力，对生活污水不断进行搅
动，达到进化的功效。”杨贵全指着一
边的过滤网说，污水从管道流过来，
先要进行第一层过滤，然后流入大桶
进行净化。另一端，清水如一股溪流
缓缓流出，直接进入农田灌溉。

“从2011年开始，我们总共建过四
个湿地净化点和一个微动力污水处理
点。但其中一个湿地净化池沉淀越来
越多已经无法承受，现在我们加入了世
行贷款项目，南北湖村生活污水全部纳
管送到统一的污水处理厂，这张治水网
将在2016年覆盖全村570户人家。”杨
贵全告诉记者，集中纳管相比现在零散
的污水处理点标准更高，他们已在规划
纳管位置和线路，他想让村里的污水处
理设施能一劳永逸。

“美丽乡村治好了水，垃圾也该有
个去处。”杨贵全专门到杭州、江苏考察
垃圾治理，发现还是循环利用最靠谱。
今年3月份，杨贵全带回来这个名叫高

温菌发酵设备的机器，决定把村里的垃
圾收拾收拾。

一袋5公斤的厨房垃圾送到资源
循环利用中心，在分类存放间进行二
次分类处理后，留下的有机垃圾“喂
入”垃圾处理房的机器中，经过 24小
时的高温菌发酵处理，将产生 1公斤
左右的有机肥料。神奇的是，它每天
能“吃”掉300公斤的厨房垃圾。

这台机器，杨贵全视如珍宝。“每
天冲水一次，投入量不得超过设备额
定的日处理量，这些操作规程一定要
遵守。”他说，既然做了，就一定要坚
持下去，再买上一台机器，就可以基
本消化掉全村的厨房垃圾了。

南北湖村治污记南北湖村治污记

湖州远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的厂房里，工人正将通过高温
处理的秸秆和废塑料按照一定
比例倒进一个大漏斗状机器
里，原料在220℃高温下通过木
塑双螺旋杆挤出机的压制下，
十几分钟后一堆秸秆和废塑料

“变身”成一块块木地板。“远特
新材”利用秸秆摇身变地板，年
产 3000 吨，年销售收入达到

2000多万元。
“这种用秸秆制成的塑木

地板在施工过程中不会产生任
何污染排放。”王勇告诉记者，
废弃的秸秆经过高分子聚合，
注塑压制成新材料，这种材料
不仅比普通板材强度大、韧性
高，而且可以防水、防火、抗腐
蚀，并可以多次循环利用。

王勇算了一笔账：“远特新

材”一年需要2000吨秸秆原材
料，一吨秸秆从农户手上买来需
要1200元，仅仅是秸秆原材料当
地农民就可以年增收240万元。

吴兴区的新材料行业在发
展壮大的同时，还净化了空气。

“原本收割完，田间全都在焚烧
秸秆，现在好了，秸秆全都到了
厂里面，周边空气也好多了。”东
华村的老农民沈阿田说。

秸秆摇身变地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