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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庐江：就地城镇化 乡村换新装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钱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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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蠡县抢占绿色发展先机

日前，记者走进安徽省庐江县庐城
镇罗埠新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粉墙
黛瓦的新房，一条条花团锦簇的马路，
一口口风荷正举的水塘；村民屋内自来
水、天然气、抽水马桶一应俱全；村民
出门就上班，闲时能种地，跑车可挣钱
⋯⋯农村的田园之乐，城里的便捷生
活，工厂里上班的惬意，在这里完美结
合。庐江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根据自
身特点因地制宜，不是大规模将农村人
口向县城迁移，而是根据自身实际，探
索就地城镇化，促进产城融合，让农民
过上好日子。

“城镇建设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
乡村，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并适度引
导，农民没有意愿千万不能干。”庐江县
县长王连贵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罗埠新村内
原有村民住宅没有统一规划，布局散
乱、配套设施缺乏、土地利用率较低。
2013 年，庐城镇先行在 20 个村民组实
施土地增减挂项目，散落村庄全部拆
迁，统一集中安置。新村依照徽派风格
建造，公共服务中心、村民活动中心、
健身广场、卫生服务站、学校等公共服
务配套设施应有尽有。同时，为每个农
户免费提供 60 平方米的菜园，集中建造
了 3000 多平方米的晒谷场、3 个停车
场。如今的罗埠新村总占地 234 亩，总
规划建筑面积 14.5 万平方米，总投资 3
亿元，土地整治后新增耕地 1800亩。

“我们以旅游为动力，以现代农业为
保障，打造乡村旅游服务基地，积极发
展农家乐、生态农业观光园、金碾河旅
游、商业街等项目，着眼于把罗埠新村
建成集特色商贸、观光旅游、生活居
住、加工制造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宜居社
区。”庐城镇党委书记潘炳生说：“村民
除了种地赚的钱装进自己口袋外，还有

工资、分红、铺租等多元化收入。”
记者来到村民王海强家，门窗上贴

着大红双喜字。推门入室，看到王海强
和新婚妻子胡红梅正坐在电脑前进行网
购，悠闲而幸福。客厅饭厅、厨房卧
室，真皮沙发、液晶电视，王海强家的
布置和格局与大城市富足人家如出一
辙。这一家居格局，村里家家户户也基
本一致。

“2013 年听说新村建好，经济发展

起来了，我重回家乡。女朋友和村里的
好多人也回来了。”王海强笑着说，“我
们出门能种地，菜和粮食都是自家种
的；家里、村里都有产业，镇上就能打
工，收入也有保障。跟城里比，生活一
点儿也不差”。

罗埠新村村民生活的变化正是整个
庐江县城镇化发展的缩影。近年来，该
县因地制宜实施的特色小城镇和中心村
建设，县城周边的村落向县城集中。乡

镇周边的村落向乡镇中心区集中，其他
村落逐渐向附近的小城镇和中心村集
中，县里在人口较为集聚的小城镇和中
心村集中力量配齐基础设施、完善服务
功能，打造新型农村城镇中心。截至目
前，庐江县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60.8%
以上。

庐江是农业和人口大县，该县加大
庐城、汤池、泥河全国重点镇建设，规
范白山、盛桥等集镇建设，全面提高集
镇建设管理水平，惠及更多百姓。近 3
年来，庐江县投入资金 10.8 亿元建设新
村，启动 20 个省级中心村建设，首批
10 个示范村通过省级验收，汤池果树村
跻身全国“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罗
埠、铺岗、齐嘴等新村成为亮点。汤池
镇获批省级森林城镇，柯坦镇被环保部
授予“国家级生态镇”。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
通讯员周五新报道：一 家
以万亩花海为主并配套有
农家乐餐饮、生态园、武
术馆、俱乐部的农业观光
园日前在有着几十年毛纺
工业史的河北蠡县武家营
正式开业，开业当日就迎
来 了 4 万 多 游 客 。 这 个 以
毛纺产业出名的村庄实现
华丽变身，仅是蠡县实施
绿色发展推进产业转型的
一个缩影。

多 年 来 ， 蠡 县 一 直 在
皮毛皮革和毛纺两大传统
产 业 转 型 路 上 苦 苦 探 寻 ，
经 济 爬 坡 过 坎 举 步 维 艰 ，
最 终 决 定 走 绿 色 发 展 之
路。蠡县县委书记陈春霞
说，我们要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步伐，坚定不移地走
绿 色 低 碳 循 环 发 展 之 路 ，
用企业之“净”换环境之

“富”，用环境之“净”还
企业之“富”，实现创新图
强、绿色崛起。

绿 在 观 念 。 要 实 现 绿
色发展，必须要有绿色观
念 ， 尤 其 要 抓 好 规 划 引
领。为此，蠡县从转变干
部观念入手，由县委常委
带 队 ， 先 后 赴 山 东 禹 城 、
江西宜丰、贵州习水等地
学习培训，邀请中央党校
教授、电商精英、纺织皮
革 专 家 举 办 讲 座 5 期 ， 培
训 1192 人次。同时，从北
京、天津的高校聘请一流
专家进行高端规划、重新
整合，重构战略性产业布
局。围绕县域经济高端转
型，组织 58 名县、乡干部
参加专题培训，现场体验
教 学 。 围 绕 园 林 城 市 创
建、美丽乡村建设、搭建
融资平台等。通过观念加
规划的提升，蠡县先后建
成武家营村农耕小镇、梁
庄村“红旗谱”小镇、新
乡和北漳村健康养生小镇、东五夫村千里堤小镇、花
园头葡萄小镇等生态优美、产业突出的特色产业镇，
有力促进了县域经济健康发展。

绿在环境。为了打造“人人都要种树，处处都是
绿色”的环境，蠡县以廊道绿化、百亩片林、精品线
路绿化、精品村绿化建设为主线，结合省级园林城市
创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一乡一条路、一村一
片林、一人十棵树”的造林绿化目标。通过政府引
导、土地流转、企业进入，大力发展经济林基地、用
材林基地、花卉苗木基地。在武家营村、辛兴村、大
百尺村、新乡村、北漳村、梁庄村等 6 个“精品村”
周围，打造 100 亩以上的集绿色、文化、观光、生
态、休闲为一体的特色景观片林。该县通过全民动
员，开展大规模义务造林植树活动，深入开展造林绿
化攻坚行动，构建起廊道林网、水系林网、村镇林
网。今年以来，该县共完成造林 8000 亩，义务植树
30 万株，范蠡路、永盛大街、公园南路等县城主干道
成为绿色景观路；凝翠园、聚英园、怡康园、濯清
园、纪念馆广场、范蠡公园、滨河公园、生态公园、
湿地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绿在产业。要使区域实现和谐发展，推进产业走
上绿色发展道路是重要支撑。蠡县坚持走产业污染治
理与企业优化升级并重的道路，建设污水处理厂，实
现区域集中治污，完成燃煤锅炉淘汰改造 55 台，替代
取暖分散燃煤锅炉 14 台，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观。在
对大型企业实施煤改气等措施全面控制污染的同时，
该县加快同中国供销集团、燕山石化等单位合作，建
设中国皮毛研发中心、拍卖中心、定价中心和贸易中
心，引进先进纺织技术，建设皮毛生态产业新城，实
现了环境治理和产业转型双赢，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健
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近日，全国首批 16 个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之一的陕西西咸西区沣西新城举行渭河
污水处理厂综合工程 PPP项目签约仪式。

据了解，即将建设的沣西新城渭河污水处理厂坚持
“厂网一体、建养结合”的创新思路，采用“规划—设
计—建造—运营—移交”模式完成建设并运营。在发挥
污水处理与雨水存蓄功能之外，探索将渭河污水处理厂
及下游湿地作为独立汇水片区进行海绵城市试点，构建

“城市污泥和河道底泥肥料化—绿地质量提升—绿地蓄
水能力提升”的有机质循环系统，并充分利用污水热能
为污水处理厂及周边区域供热，践行资源化、可持续、
全绿色的建设理念。

沣西新城以信息产业为主导，坚持“创新发展，绿
色发展”，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主的信息产
业，构建了“金木水火土”的产业生态体系。引进中国
西部科技创新港、西工大航空科学城无人机产业基地、
丝路风情城等重大项目入驻；积极探索建设海绵城市，
获批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大力推进新能源利
用，实施全国首个采用 PPP 形式的干热岩供热项目。
渭河污水处理厂综合工程 PPP 项目也将成为沣西新城
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市政公用配套升级、致
力金融创新的良好范式。

陕西西咸西区沣西新城

PPP 模式助力海绵城市建设

字溪，湖南中方县的一个小村庄。
到过这里的人都说，这是一个可饱眼福
的地方：依山傍水花点缀，绿树成荫亭相
连；行走乡间翠路，耳闻莺啼蝉鸣；房舍
重檐飞角，处处瓜果飘香⋯⋯

“ 咱 们 村 就 是 望 得 见 山 、 看 得 见
水、记得住美丽乡愁的幸福家园。”朴
实的字溪村村民杨秀英自豪地说。而
几年前的字溪村，村民大都居住在山
脚，房屋破旧，村级道路坑坑洼洼，
出行不便，整个环境脏、乱、差，全
村 432 户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1000 元，
是典型的贫困村。2015 年，字溪村迎
来了发展的春风，中方县开展“美丽
乡村·幸福家园”建设，字溪村是创办
示范点和扶贫联系点。县里从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入手，扎
实推进“绿化、净化、淳化和危房改
造”工程，村容村貌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说起村里的变化，杨秀英最大的感

受就是自家屋前屋后的变化。“建自己
的房子，政府还给补贴，这是做梦都没
想到的好事。”中方县充分利用上级危
房改造政策和资金，按照“小青瓦、坡
屋面、白灰墙、雕花窗、翘楼檐”的湖
南民居建筑风格，对全村 130 户纯木结
构房屋进行修葺加固和改造，解决了全
村 2000 余人安全住房问题。“有热水洗
澡，能上网娱乐，房前有田，屋后有
地，风景又好，空气更好，这日子幸
福着呢。”杨秀英补充道。

在开展“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
设中，该县坚持“生态、绿色”理念，以提
升村民生活质量为目标，推进“绿化、净
化、淳化”工作，拉开农村路网、水网、电
网建设：在空坪闲地、村民房前屋后种满
了桂花树、樟树、柳树等绿化树；对饮用
水源进行了保护，建成集中式水库 1 处、
水井 3 处、封闭式沤肥池 200 个；为公共
场所和每家每户都配备了垃圾桶，村里
还购置了垃圾收集斗车 3 辆，安排 2 名

保洁员每天进行清扫。同时，还投入近
30万元建了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为村民
提供开展文艺活动、看书学习、棋牌娱
乐的场所。

“村民们娱乐有了好去处，还可以
学习，整个村风都不同了。”村支书杨
桂香告诉记者，村里在文化活动中心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讲文明树
新风公益宣讲，开展“最美家庭”“最
美人物”“平安家庭”等评选活动，开
设孝道红黑榜、善行榜、好人好事榜，
引导村民明是非、辨美丑、知荣辱，群
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现在的干部不仅给我们盖房子搞
建设，还直接住到村里来，教我们挣钱
法子，带我们脱贫致富！”手指屋前
600 平方米的铁皮石斛基地，村民杨国
治直夸赞。记者了解到，市县扶贫队长
达一年多驻乡蹲点，百余次巡回培训，
200 余批次实地指导，带活了村民的致
富思路，带动了村民的致富激情⋯⋯驻

村干部们根据字溪村的地理环境、气候
条件，带动村民发展铁皮石斛。项目基
地总投资 30 多万元，按照股份制管理
经营，于 2015 年 11 月底竣工，目前有
基地 600 平方米，高标准大棚 8 个，种
植铁皮石斛种苗 10 万余株，预计年产
值可达 15 万元，为村民增收搭建了良
好的平台。同时，驻村干部们还为村民
提供上门服务，帮助办理宅基地证、房
产证、贷款证等。

字 溪 村 的 变 化 只 是 中 方 县 建 设
“美丽乡村”、加快农村发展的一个缩
影。该县实施“美丽乡村·幸福家园”
建设 3 年行动，将“美丽乡村·幸福家
园 ” 建 设 与 推 进 脱 贫 攻 坚 、 全 面 小
康、基层党建有机结合，以实施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全县域覆盖为切入点，
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有力提升了
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截至目
前，该县已投入“三化一改”工程资金
3957万元。

湖南中方：改造农舍治脏乱 选准产业除穷根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朱意如

县城周边的村落向县城集中，乡镇周边的村落向乡镇中心区集中，

其他村落逐渐向附近的小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县里在人口较为集聚的小

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力量配齐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打造新型农村城

镇中心

“葡萄熟了，但受到今年‘7.20’洪灾
的影响，我们一直担心葡萄卖不出去。
多亏电子商务这个平台，让我的葡萄出
山了，卖到了好价钱。”日前，贵州铜仁市
江口县闵孝镇提红村葡萄种植大户张渝
龙一边将采摘的新鲜葡萄装箱，一边告
诉记者。

提红村是江口县有名的“葡萄村”，
因为盛产葡萄，“提红”正是寓意提子红
了。自 2009 年起，张渝龙便开始种植葡
萄，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的葡萄产业搞得

有声有色，葡萄基地也从之前的几十亩
扩大到现在的几百亩。

张渝龙种植的葡萄不仅个大，而且
肉多味美，每到葡萄成熟的时节，来他家
葡萄基地采摘的游人便络绎不绝。

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张渝龙葡
萄基地的产量也越来越高。加之提红
村地理位置不是很便利，销售渐渐成为
短板。如何能将这些葡萄在第一时间
销 售 出 去 ，成 了 张 渝 龙 最 为 头 痛 的 问
题 。 他 四 处 奔 波 ，到 处 寻 找 买 家 。 起

初，他想利用个体商户来销售自己的葡
萄，但现在种植葡萄的人很多，市场竞
争激烈。

正 在 他 发 愁 之 时 ，闵 孝 镇 电 商 办
给他送来了好消息。该镇电商办采取

“电子商务+”模式对张渝龙的葡萄进行
线上线下销售，通过在淘宝网上开店，借
助 微 博 、微 信 等 新 媒 体 平 台 来 销 售 葡
萄。活动才开始，张渝龙家的葡萄就吸
引了广大客户，广州等省外城市的客户
纷纷下单，才短短 3 天时间，张渝龙的葡

萄就销售了上万斤。
“原来，我的葡萄主要通过传统销

售，批发价也十分便宜，销售范围也只是
在县城周围，现在，我的葡萄搭上了电子
商务这个快车走向了外面的市场，今年
预计增收 10 万余元，电子商务实在是帮
了我的大忙。”张渝龙高兴地说。

据了解，截至今年 7 月，江口县电商
平台完成电商交易额达 8600 万元，其
中，上行交易额 680 万元，农特产品上行
交易额达 300余万元。

贵州江口：电商铺路 葡萄出山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肖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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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庐江县郭河新村。 陈金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