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脏、乱、差”是农村环境给不少人留
下的“刻板印象”。有人甚至调侃农村

“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垃圾靠风
刮，污水靠蒸发”。

最近，记者来到福建省莆田市采访，
在这里，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垃圾治理
行动正在开展，在各界的广泛参与下，美
丽乡村的新画卷徐徐展开。

村容村貌“大变样”

记者来到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江口
镇东大村，只见进村的道路全面硬化，平
整的水泥路面很难看到随意丢弃的生活
垃圾，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

保洁员陈珍富骑着清洁车在村子里
巡查。这位 68 岁的老人已在村里干了
两年保洁员，每天需要在村里来回巡查
两三次。陈珍富老人说，现在村民们爱
护环境卫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都在提
高，乱扔垃圾的现象大大减少，垃圾清扫
任务轻松了很多。

东大村党支部书记康宗龙告诉记
者，东大村四周环山，中间流淌着蒜溪之
水，是莆田市民周末旅游的好去处。近
年来，尽管村里也在呼吁广大村民自觉
维护公共卫生，但村民们并没有真正把
心拧在一起，“等等看”“看着办”的心理
占据了上风。

今年 10 月份，莆田市召开全市共
建美丽乡村工作动员大会，明确提出要
把共建美丽乡村作为重要抓手，不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着力提高文明程度。

按照莆田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
莆田市各县区、管委会印发了一系列实
施意见、考评办法，建立“户分类、村居收
集、乡镇转运、县市处理”的垃圾收集处
理机制，并形成农村卫生监督的长效自
治机制，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一场乡村垃
圾清理整治战役。

“通过建立机制，我们不断强化全市
各级都是‘主战场’的大局意识、相关单
位都是‘主力军’的责任意识、全体市民
都是‘主人翁’的参与意识，实现城乡环
卫一体化、垃圾处理专业化、运作模式市
场化和专项治理常态化，全程规范突出
抓分类、抓收集、抓运输，真正做到端对
端的垃圾处理，大大提高了效率。”莆田
市委书记林宝金说。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美丽乡村建设，
东大村上门入户宣传，提高村民认识水
平；制定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约束村
民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与农户签订

“门前三包”责任制，全面实行垃圾袋装。
康宗龙介绍，通过一系列努力，群众

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一些恶习、陋习
也得到了遏制。

在东大村的东源桥头，康宗龙告诉
记者，两个月前，这座小桥下垃圾成
堆，蚊蝇丛生，路过的行人和周边村民
叫苦不迭。经过集中整治，这里再也没
有出现过村民乱倒垃圾的现象，全村环

境卫生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增强主人翁意识

根据莆田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
全市各乡镇必须聘请环卫工人，对主次
干道实行不低于 12 小时的保洁；村庄每
500 人至少配备一名保洁员，做到垃圾
定时清运。同时要配备农村环卫设施设
备，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这意味着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真金
白银的投入。“加大基础设施设备投入，
配套垃圾收集设施、配建垃圾压缩转运
站、配备垃圾转运车辆，是做好共建美丽
乡村工作的前提条件。”林宝金说。

在筹措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的过程
中，莆田市建立了公共财政与个人统筹
投入相结合的卫生保洁长效机制。具体
而言，就是以行政村为单位，2016 年 4 季
度，村（居）委会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或“一
事一议”动员村民每户缴纳垃圾处理费
15 至 30 元；自 2017 年起，动员每户缴纳
垃圾处理费 60至 120元。

各村按规定足额收缴垃圾处理费
后，市县财政予以奖励，列入财政预算。
奖励资金主要用于补充保洁员工资、污

水处理设施维护和运行经费补贴等。
这一公共财政与个人统筹投入相结

合的资金筹措机制，意味着村民们在参
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掏腰包，
这会影响村民们的积极性吗？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东大村黄大妹
老人家中。说起村里的垃圾治理，黄大
妹竖起大拇指，认为“这是让老百姓得实
惠的大好事”。

黄大妹告诉记者，村里按 30 元/户
收取垃圾清运费，这笔钱花得很值得，村
里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明年每户就得交 120 元了。”记者
说。黄大妹表示，虽然费用一下子多了
90 元，但还是能接受的。“这关系到每个
村民的生活质量，每人掏一点，政府也补
贴一点，家家户户都能从中受益。”

“乡村垃圾治理，光靠政府或者老百
姓都行不通。公共财政和老百姓各掏一
点，有利于让群众更有参与感、更有责任
意识。”莆田市北岸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卢国平告诉记者，为了让老百姓缴纳的
卫生处理费得到更好的监管，开发区要
求收缴责任人不得接受代缴且必须开具
统一发票，提高群众自觉缴纳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

乡村旅游路更宽

要 让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不 成 为“ 一 阵
风”，不仅要让群众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
舒适，还要让美丽乡村释放出更多魅力，
给群众带来更多实惠，实现“生态美”和

“百姓富”的双赢。
“在让老百姓的家园变得更美丽的

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思
路，努力搭建‘绿水青山’通往‘金山银
山’的桥梁，变美丽环境为美好生活，促
进农家休闲旅游业的全面提升发展。”林
宝金说。

目前，莆田市把历史文化村落、特色
建筑、莆仙民宿等作为农家乐发展的重
点区域，将农家乐设施改善作为乡村旅
游的重要内容，做出让游客叫好的品牌。

记者了解到，依托农家乐旅游，莆田
市已经打造出一条生态农业、农产品加
工、农村服务业的特色产业链，引进了花
卉和苗木种植，打破了原有的农业格局，
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转型升级，提高了农
业的利润空间，也帮助农民创收致富。

城厢区提出，将因村制宜、因地制
宜，构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
发展格局，通过打造观光农业园、主题公
园、森林旅游、沿海休闲型村庄等，拓宽
群众增收渠道。

在北岸开发区，利山后郭自然村正
在通过开发生态休闲农业，将“美丽资
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形成集“吃、住、
行、游”为一体的生态旅游产业链，促进
农民增收、农业增值增效；蒋山村修建海
边亲水台、木栈道、景观凉台、垂钓平台
等公共休闲娱乐设施，方便村民步行锻
炼、旅游休闲；忠门镇琼山村积极打造生
态果园，通过果蔬采摘发展绿色产业，壮
大村集体经济。

涵江区江口镇正在谋划以蒜溪旅游
发展为基础，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自主创
业，发展特色餐饮、民俗、休闲农业、文体
娱乐等旅游配套项目，促进农民增收。

福建莆田广泛开展农村垃圾治理行动——

乡 村 靓 百 姓 乐
本报记者 林火灿 石 伟

近年来，在深圳市龙岗区的国际低碳
城里，落户了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中物
功能材料研究院产业化平台等一批重大
项目。借力低碳城发展机遇，龙岗区构建
起绿色低碳发展引领区，优化产业结构和
能源结构，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双赢。
国际低碳城位于深圳东北角的龙岗

区坪地街道，规划面积 53.14平方公里。
在国际低碳城会展中心，记者注意到

建筑的外墙立面被装点得绿意浓浓，安装
了生态垂直悬挂系统，植物可以直接悬挂

在单元式玻璃幕墙和水泥纤维板复合墙
体上，既遮挡阳光又能降低空调能耗。楼
顶还装有太阳能光电板，为会展中心提供
部分电力支撑。

会展中心周边建有广场、花园、观景
平台等，每个细节都考虑到环保低碳，例
如地面、道路安装了雨水收集过滤系统。
放置在低碳城内的雨水口专门用来收集
雨水，流进蓄水池后，可作为场馆附近人
工湿地补充用水，也可用作景观用水。广
场、花园里的椅凳都由建设材料的剩余废
料制成，充分体现回收利用理念。

国际低碳城建设 4 年来，龙岗区抓住
低碳城带来的国际效应，不断引入高端低
碳研发资源，在产业投入上聚焦低碳技
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投资生态创新，最
终以点带面初步形成低碳产业集群。

如今，龙岗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初
步显现，成功引进了太空科技南方中心

“三位一体”项目（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
太空科技学院、航天科普公园）、中物院产
业化平台—中物功能材料研究院中试基
地、未来低碳建筑与社区创新实验中心等
高端研发机构和优质产业项目。

龙岗区政府还与华侨城集团签订了
“华侨城国际低碳示范城”项目开发合作
协议，拟投资 500 亿元，借鉴世界先进低

碳开发经验，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整村统筹”、“棚户区改造”等合
作方式进行开发建设，打造一座世界级低
碳产业高地、国际生态环保开发示范区、
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城区。

目前，龙岗区正以国际低碳城撬动
全区的转型创新。以节能环保、新能
源、生命健康、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
造、低碳服务业等产业为准入标准，龙
岗区正在积极布局和引进具有创新性的
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型经济
发展步伐加快。数据显示，龙岗区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2.5%，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龙岗区委书记高自民表示，未来 5 年
龙岗区将全力打造深圳东部中心，力争到
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4500 亿元，年
均增长 9.5%左右，经济发展方式明显转
变，城区品质大幅提升，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努力建设创新、法治、文明、生态、平
安、幸福龙岗。龙岗区将努力打造绿色低
碳合作发展先行区，激活龙岗绿色低碳资
源，提升国际低碳合作水平，探索绿色低
碳发展新模式。力争到 2021 年，低碳城
区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山环水润”的城
区形态初步形成，龙岗逐步走上更高层次
的开放型、绿色低碳型发展道路。

深圳龙岗区：低碳发展引领产业转型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图为深圳国际低碳城，周边建成广场、花园、观景平台等公共设施，每个细

节都考虑到低碳环保。 龙 轩摄

针对矿山开采中既污染环
境又占用耕地的表土剥离和处
置尾矿过程，河钢集团矿业公
司司家营铁矿打破传统矿山必
须建设排土场和尾矿库的模
式，通过剥离岩土填海造地、尾
矿库易址采煤塌陷坑等方式，
走出了一条矿山开发与生态保
护双赢之路。

司家营铁矿总面积 36 平
方公里，已探明铁矿石储量 26
亿多吨，是我国少有的特大型
整装矿体。但由于原矿品位平
均约为 26%至 30%，矿山开采
运营过程中需处理剥离岩土
17 亿吨、尾矿 60 亿吨。如此
数量的矿山弃土，若建设排土
场，至少需占用 2 万亩土地、搬
迁 4500多户村民，矿山发展的
生态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
巨大。

对于这种情况，河钢集团
矿业公司司家营铁矿充分依托
曹妃甸港建设的有利条件，在
矿区只设转载场，投资建设司
曹铁路岩土专用线，将矿山剥
离岩土通过司曹铁路直接运往
曹妃甸用于造地，实现了废石
岩土的循环利用，产生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时，该公司经过广泛的调研、比选、论证，将距矿
山 28 公里处的开滦范各庄采煤沉陷坑作为尾矿库址，有
效解决了尾矿库占用耕地的难题。司家营铁矿 1.76 平
方公里尾矿库的围坝用 200 万吨废弃煤矸石筑成，仅此
一项就腾出耕地 200 余亩。待尾矿库被尾矿砂填满后，
尾矿库将被改造成 2640亩良田。

从 2007 年启动至今，司家营铁矿已累计运输剥离
岩土 1.98 亿吨、造地 5.6 万亩，创造综合效益 10 多亿元，
使矿山弃土变成造福一方的绿色财富。

河钢集团矿业公司推进矿山无废开采

—
—

尾矿弃土变绿色财富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蔡义兵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地税局的服务小分队再次来到
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为这家生产新型锂电池
的高新技术企业宣讲税收优惠政策。企业财务总监杭铁
根说：“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多次帮我们防范和规避涉税
风险，为公司省下 2000多万元，投入绿色产能建设中。”

作为全国地级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湖州市近年
来按照“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思路，积极推进绿色
经济发展。为此，湖州地税部门着力发挥地税杠杆作用，
助推当地绿色经济发展。据统计，今年 1 至 11 月，全市
累计对转型升级企业和绿色生产企业实现各项税费减免
24.73 亿元。美欣达集团这两年加大了对旗下印染公司
的改造投入。从生产方式到环保标准，均进行了全方位
升级。该集团财务总监金福来表示，“今年湖州地税部门
对印染公司的所得税减免达 540 多万元，这在绿色转型
前是不可想象的”。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湖州市地税局建立起以需求为导
向的纳税服务机制。除定期走访送政策，还通过湖州12366
服务热线、税企交流平台等，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宣传。

浙江湖州地税助推绿色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马洪超 通讯员 韩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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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态服务功能评估价值达到 3068 亿元；林业
产业总产值 662.2 亿元；境内再次出现小天鹅、中华秋沙
鸭等珍贵鸟类踪迹⋯⋯重庆市林业局近日发布的《重庆
市生态文明建设林业公报》显示，重庆实施了一批林业
重点工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林业经济快速发展。

重庆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林业系统强化重
庆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的认识，通过实施生态修
复、生态保护、生态富民、生态服务、生态文化等林业五
大行动，使全市林业生态文明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记者了解到，重庆市林业生态建设主要包括森林、
湿地和石漠化 3 大生态系统建设。在森林生态系统方
面，到 2015 年，重庆市林地面积达到 6551 万亩；全市完
成营造林 1885 万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增至 6 个。湿地
生态系统方面，重庆市湿地面积达到 310万亩，建成湿地
自然保护区 12 个。石漠化生态系统方面，水源涵养功能
平均提高 11%，水土侵蚀模数总体降低 17.2%。

因地制宜发展林业产业是实现林业生态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记者了解到，重庆目前已基本形成以经济林
种植、花卉和其他观赏植物种植、营造林、非木质林业种
植等为重点的第一产业结构，以木竹加工、木质家具制
造、木竹浆加工和非木质林产品加工制造为特色的第二
产业结构，以林产品流通、林权流转交易和生态旅游服
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结构。

重庆实施一批林业重点工程

改 善 林 业 生 态 发 展 林 业 经 济
本报记者 吴陆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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