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季 常 绿“ 花 木 村 ”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地膜不能再乱烧了。”这
是甘肃庄浪县韩店镇潘河村农
民潘小林上完村里的“环保夜
校”后，印象最深的知识点，“在
地头烧地膜污染环境，对人体
有害，对土地也不好。现在我
们都把地膜收起来，交给专门
的回收站处理。”

几个月前，潘小林跟 30 多
名村民一起在村委会的会议室
里上了几天“环保夜校”，潘小林
在课堂上听到了“农村环境连片
综合整治”“如何在农村实施节
能减排”“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
内容。

“以前都说我们农民没有
环保意识，其实是我们不懂这
些。”短短几天的课程让潘小
林获益匪浅：“听了课以后就
明白了，农村的地膜、化肥、
牲畜粪便都是污染源。”

2011 年底，针对农村白色
污染、生活污水、畜禽养殖污染
等问题，庄浪县大力实施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并在一些
村镇举办“环保夜校”，通过培
训环保知识，让绿色生活生产理念走进农家。

庄浪县环境监测大队副队长张晓峰说，“环保夜
校”上课的老师都是环保局等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每
节课人多时有 110 多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目前，庄
浪县成立环保夜校 31 个，每个夜校每年举办至少 4 期
500 人次的培训，累计举办培训 130 多期 6.5 万多人
次，通过对环保法律法规、农村环保新技术等内容的培
训，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逐渐形成。

“现在使用农药时，会仔细看说明，不会胡乱混在
一起就往农作物上喷。”潘能能是潘河村的环卫工人，
因此，说起环保理念来头头是道，“家里的农家肥也会
有意识地积攒在一起，用到地里，农产品更绿色健康，
也解决了粪便臭气熏天的问题”。

与此同时，庄浪县探索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
制，近几年累计完成投资 1853 万元，其中争取项目资
金 1714 万元，集中实施了 12 个乡镇 31 个村的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项目，依法依规采购分类式垃圾箱 2662
个，垃圾清运车 20 辆，建成了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
站 3 处，敷设管网 3765 米，并将设施设备辐射到 12 个
村，按照生活垃圾“户分类、村收集、乡清运、县处理”的
模式，日可处理生活垃圾 20 吨，日处理畜禽养殖废物
300 吨，通过项目实施，农村环境卫生有了显著改善，
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提升。

张晓峰告诉记者，为进一步开展农村环境保护工
作，庄浪县已在卧龙、南湖、朱店 3 个乡（镇）建成了环
保所，配置专职环保工作人员，辐射周边多个乡镇的环
境管理工作，“十三五”末，庄浪县计划在每个乡镇均成
立环保所。

“通过这些整治，环境卫生好了，村里干净了，我们
感冒都少了，人好像也精神了。”村民李代学认为，村里
的环境变化主要是因为人的意识不一样了，“农民现在
都有了环保意识，平时有了垃圾也能自己处理，知道了
垃圾必须分类。以前都是乱扔，现在在路上看到塑料
瓶，就自己捡了随手扔到垃圾桶了。”

甘肃庄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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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发明

把政绩融在清水里，把丰碑刻在青
山上。按照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
发展方向，河南南阳市走出了一条绿色
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坚持绿色发展，提升南阳生态颜
值！今年 1 月至 5 月，南阳市中心城区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同 比 增 加 17 天 ，
PM10、 PM2.5 平 均 浓 度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8.1%、16.1%，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丹江口库区水质持续稳定保持在
Ⅱ类以上水平，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硬手腕”呵护碧水蓝天

“进入桐柏，就像撞入一处绿色宝
库！”徜徉在淮河源头南阳桐柏县，满眼
的翠绿让人心醉。

“桐柏之美，美在生态，美在绿意。
我们把园林县城建设融入国家级生态县
创建活动之中，让青山绿水扮靓幸福家
园，努力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告诉记者，青
山碧水、生态家园，已成为桐柏老区一
张诱人的绿色名片。

从点到面，从淡到浓，从量变到质
变，桐柏的绿色画卷一年一个样，把淮
河源头装扮得愈加亮丽。

“不出城郭而有山水之怡，身居闹市
而有林泉之致”。今天的南阳淅川县城，
登高俯瞰，清风拂江波、高楼立山间，
俨然一幅“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
园中、人在景中”的天堂画卷。

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南阳市把
建设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作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统揽，统揽就是最高的高
度，就是最大的覆盖，就是最红的“红
线”。

依托国家重点生态建设项目，南阳
市启动实施了山区生态林体系建设、农
田防护林体系改扩建、通道绿化、环城
防护林及城郊森林、城镇绿化及林业产
业等工程，以“伏牛山区、桐柏山区、
平原区，城市、小城镇绿化美化，村屯
绿化美化和生态廊道”为主的“三区、
两城、一点一网络”生态建设格局初步
形成。

短短几年间，南阳市林地面积高达
1600 万亩。“十二五”期间完成造林
335.59 万 亩 ， 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35.1%，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丹江
口库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53%；以争创全
国循环经济示范市为目标，大力发展生
态环保产业，推行清洁生产，构建循环
经济链，已有 42 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
审计，经济质量和产业结构不断得到提
高和优化。

“红线”有多红？围绕水源水质保
护，南阳市先后关闭污染企业 800 多
家，搬迁环保不达标企业 38 家，各项损
失高达 90 多亿元。借此契机，南阳市把

“三创一治”（创建生态示范区、生态乡
镇、生态文明村，治理规模化畜禽养殖
企业污染） 作为营造生态环境的重要抓
手 ， 共 创 建 国 家 及 省 级 生 态 示 范 区 4
个，创建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 1 个、省
级生态乡镇 9 个，省级生态文明村 70
个、市级生态文明村 59个。

产业发展有“生态防线”

涉水项目不能要、污染项目不能
要、高耗能项目不能要⋯⋯西峡县的产
业集聚区入驻项目有数道铁定的“生态
防线”。

几年来，西峡相继取缔了 16 家重点
污染企业和 800 多个“十五小”企业，
先后否决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达 40 多
个，关停迁移水泥、造纸、化工、畜禽
养殖等涉水行业企业 232家。

与此同时，一大批绿色项目、环保
项目扎堆西峡。瞄准新能源引进，武汉
力强能源公司投资 10.6 亿元的锂离子电
池生产、河南通宇集团投资 10 亿元的新
能源电动车动力系统等项目相继上马；
瞄准高新产品开发，众德公司投资 5 亿
元上马车用涡轮增压器项目、洛阳神泉
商贸公司投资 3.6 亿元上马外商工业园
项目相继建成⋯⋯

“ 生 态 就 是 资 源 ， 生 态 就 是 生 产
力。”随着绿色、低碳发展的持续推进，
西峡县认识到：保护与发展并不矛盾，
青山和金山可以“双赢”。

在南阳，西峡并不是个例。
围绕发展环保工业和循环经济，南

阳市对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和环保实行
“三同时验收”（治污设施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一站式”服
务，严格项目审批和环境准入，坚决杜
绝新上“两高一资”项目，大力推进转
方式、调结构、保增长。

近年来，西峡实施工业发展“龙腾计
划”，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推进千亿元产
业集聚集群发展，重点扶持天冠集团、石
油二机等 30 家龙头企业，打造防爆电气
装备等 9 条特色产业链，着力培育装备制
造、汽车及零部件、玉文化等 3 个千亿元
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了装备制造、纺织服
装、冶金建材、油碱化工、电力能源、食品
加工六大战略支撑产业和光电、新能源、
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一大批特
色鲜明的主导产业。

2015 年，南阳市 13 个产业集聚区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00亿元，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2300亿元，对全市工业经济的
贡献率超过 60%，超百亿元的产业集聚
区达到 9 个。装备制造、纺织服装、食
品三大产业主营收入占南阳市的比重超
过 45%，光电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 23%以上，高
新技术产业年均增长 18%，科技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5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有机茶、金银花、软籽石榴把家
发”“以前是愁得长皱纹，现在是笑得皱
纹深”，陈相民张口就是一套顺口溜。

陈相民是南阳淅川县盛湾镇瓦房村
的村民。他告诉记者：“种这软籽石榴，
一年就能赚个三五万元，可比以前种地
强多了。”

和淅川所有百姓一样，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开工建设彻底改变了陈相民几十
年的生活。作为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
地，淅川境内水域面积占南水北调源头
库区总水面的 48.3%，身处核心水源区
和渠首所在地，淅川成为南水北调水质
最重要的护卫者之一。

保水质就必须减污染。为了降低农
业面源污染，经济发展转型的利剑指向

了当地村民百十年来“靠山吃山”的传
统农林模式，引导农民转向生态农业。

到目前，在南阳市，仅淅川县就吸
引了 65 家企业投资生态产业，发展软籽
石榴、茶叶、金银花、薄壳核桃等 26 万
亩。“钱包鼓了心不慌，再不用像以前那
样，一年到头守着两亩地打粮吃。”淅川
县魏岗村村民张建华说。

发生在南阳市的这一系列变化，很
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建设战略的实施。

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
化生产的要求，南阳市不断调整种植业结
构，突出粮食、畜牧两大基础性产业，棉
花、花生、小辣椒、烟叶、桑柞蚕、水产六大
传统产业，设施蔬菜、苗木花卉、茶叶、中
药材、猕猴桃、食用菌六大战略性产业，形
成了具有南阳特色的农田生态系统，加快
了生态农业的发展。

几年间，南阳市亩产值千元以上的
高效益农田面积已有近 40 万公顷，天冠
粮食加工、宛西中药材等 9 个产业集群
被认定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20 个重
点农业产业化集群实现销售收入 638 亿
元 ； 累 计 认 定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基 地 180
个、667 万亩，认证无公害农产品 205
个、绿色食品 35 个、有机产品 （含有机
转换） 328个、地理标志产品 3个，家庭
农场总数达到 3331家。

借助南水北调这一世纪工程发展生
态旅游，南阳市与沿线 5 省 13 座城市组
成旅游联盟，共同承担一库清水永续北
送责任的工作也已全面启动，生态旅游
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穆为民说，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南
阳将全力打赢建设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
这场攻坚战，实现经济高效运行，持续
健康发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新型城
镇化体系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
提升，全国生态文明城市基本建成。

河南南阳市：

青 山 金 山 可“ 双 赢 ”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樱花路、红果路、碧桃路⋯⋯看到
这些名字，你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村庄
内部的道路，更不会想到道路两旁真的
有桃树、山楂和樱花树。初夏时节，走
进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南王起营村，一
条条整洁宽敞的水泥路连村入户，家家
户户门前屋后整洁漂亮，道路两侧的各
种花卉开满了枝头，一座座白墙灰瓦的
农家小院掩映其中。南王起营村是花木
专业村，村里家家庭院三季有花、四季
常绿，为评为“河北省美丽乡村”。

75 岁的徐殿宏是近年来村庄发展的
见证者。他说，以前村里路不通、灯不
明，坑坑洼洼，到处都是垃圾。通过

“美丽乡村”建设，环境真是大变样。如
今，这里道路宽又平、路灯放光明、花
草满地，村民还搞起了乡村旅游，日子
过得可红火了。

千 亩 农 地 千 亩 花 。 村 子 水 资 源 丰
厚，属国内少有的一类富热田，是花木
种植的理想区域。这个只有 160 户人、
1000 多亩地的村庄有 300 年的花木种植
历史，村内能种的地方都种上了花卉苗
木，有冬青、黄杨、金叶女真等 300 多
个品种。

村支书王权告诉记者，县里组织开
展了“美丽庭院”创建活动，鼓励和引
导农户进行庭院绿化，以种植果树、花

木、蔬菜为主，增加庭院绿色生机。如
今，葱葱郁郁的树木，五颜六色的花
朵，整齐洁净的院落，干净卫生的厨
厕，让村民们容光焕发。双瓮式厕所、
太阳能路灯、下沉式垃圾池、污水处理
厂、太阳能供暖⋯⋯环境日益秀美，基
础设施加速完善，美丽乡村共建共享的
成果正惠及全村百姓。

以前村民的厕所以旱厕为主，容易

散发臭味、滋生蚊虫，现在使用双瓮式
厕所，将粪便收集与无害化处理集合在
一起，粪尿通过在瓮体内密闭储存、厌
氧发酵、沉淀分层，细菌、病毒、寄生
虫卵被杀灭，达到无害化处理。“以前的
厕所蚊蝇乱飞，现在干净整洁，肥料也
能再利用，非常方便。”徐殿宏说。

在南王起营村，农户将有害垃圾分
离出来单独存放，其他垃圾集中放入小

推车；并将垃圾运至村内下沉式垃圾
池。“之后，乡里负责定期将垃圾池内垃
圾运到垃圾中转站进行压缩处理，县里
将压缩后的垃圾运送到填埋场集中填埋
处理。”王权说。

在徐殿宏的庭院里，记者看到了屋
顶上的太阳能积热系统。这套系统能够
保证全天 24 小时的供热和生活热水需
求，经济、环保、节能，一般 3 到 5 年
就能收回成本，使用寿命一般在 20 年。

“如今除非遇到连续阴天，才会用天然
气 补 充 。” 徐 殿 宏 说 ， 家 里 洗 澡 、 做
饭、取暖都用它，一个冬天能节省燃煤
4 吨。

南王起营村还采取了集中式污水处
理系统处理生活污水，村里建起了 2250
米的污水管网，在终端采用人工湿地工
艺处理生活污水。在污水处理厂旁边修
建人工湿地公园，采取物理、化学、生
物等方法让污水变清流。“人工湿地污水
处理系统属于生物处理设施，不需要动
力，就可充分发挥自然生物的净化功
能，使废水达到排放标准。”工作人员
介绍。

“说到底，‘美丽乡村’建设的是农
民自己的家，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结合
本地实际，打造既有乡土风情又有城市
品位的乡村。”王权说。

本报讯 记者刘蓉报道：提起“雾霾塔”，就不得不说
去年刷爆朋友圈的一条关于“雾霾戒指”的消息——艺术
家将雾霾颗粒用雾霾塔收集起来，做成精美的“雾霾戒
指”，以此警示人们保护环境，共同为清洁空气努力。

“带雾霾塔在中国巡展，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雾
霾塔的发明人荷兰艺术家丹·罗斯嘉德，在近日由中国
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减霾在行动”公益活动启
动仪式上对《经济日报》记者说，雾霾塔的创作灵感来
自于两年前他来北京遇上的严重雾霾，近在咫尺的大
楼都无法看见。回到荷兰后，丹·罗斯嘉德在鹿特丹建
起了第一座雾霾塔。

雾霾塔高 7 米，根据静电吸附尘粒的原理设计而
成，脏空气从塔顶进入后，将在塔中间进行净化，吸附
PM2.5—PM10范围的尘粒。“作为一个环保装置，它的功
率仅有 1400 瓦，相当于一个电水壶的功率。”丹·罗斯
嘉德说，“雾霾塔每小时有 4 万立方米的进气量，收集
到的尘粒将被压缩成为戒指的戒面，1 个雾霾戒指意
味着 1000立方米的清洁空气”。

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刘国正介绍，将
选择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附近进行雾霾塔巡展，巡展
城市除北京外，其他 4 个城市将在网络上征集群众意
见，由群众投票选出。刘国正说，雾霾塔的意义就是让
人们正视雾霾问题，雾霾彻底治理好之日就是雾霾塔
消亡之时。他们还会将雾霾戒指在京东上进行公益众
筹，所得资金将用于帮助困难群体。

据了解，雾霾塔巡展是此次“减霾在行动”公益活
动的 5 个子活动之一，其他 4 个活动分别是：全民共修

《绿色生活三字经》、随手做环保、呵护天使之肺和“治
霾谣”宣传。

“减霾在行动”公益活动启动——

“雾霾塔”9 月将来京巡展

“雾霾塔”发明人荷兰艺术家丹·罗斯嘉德在“减霾

在行动”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上用幻灯片展示“雾霾塔”。

本报记者 刘 蓉摄

美丽的丹江口水库风光。 孙昭庆摄

图为河北固安南王起营村内的一户庭院。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