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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改电”保障清洁过冬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赵 宝

“这个房子是电采暖，暖和、干
净！”刚刚搬进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
苑川小区的陈淑芳老人在农村生活
了一辈子，以前到冬天要生火炉，手
上老是黑乎乎的，“今年冬天，我再
不用跟煤渣子打交道了”。

为确保居民温暖过冬，今年9月
初，兰州供电公司与榆中县供热管
理站联系，开辟绿色通道，加班加点
施工，新建一台变压器和10千伏配
电线路，于10月底全面完成电采暖
配套电网建设工程。

“与传统的供暖方式相比，蓄热
式电锅炉具有安全、清洁、高效、自
动化控制等优点。”榆中县供热管理
站主任李宝文介绍，此次电采暖项
目的建成，可为4万平方米的面积供
暖。目前，苑川小区的 132 户居民
已全部用上了电采暖，供暖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李宝文告诉记者，

“电采暖系统可用手机APP实时控
制，随时随地了解电锅炉的运营情
况，只需根据外界环境设置供热温
度、锅炉压力等参数，就能保障供热
质量”。

为助力大气污染治理，兰州供
电公司近几年大力实施空气源热
泵、电锅炉、电采暖等电能替代项
目。2017 年完成 26.48 亿千瓦时，
累计替代标准煤约45万吨。今年，
兰州供电公司实施“煤改电”配套电
网工程共37项，主要解决兰州市铁
路沿线各站点、西固区城郊部分村
社的“煤改电”供电需求。为了确保
供暖期为电采暖用户及时供电，供
电公司统筹施工力量、物资供应等
资源，全力保障“煤改电”配套电网
工程建设进度。截至11月30日，32
项工程已竣工投产，供暖面积达
33.5万平方米。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

描绘美丽宜居村居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按照今年出台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各地加大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通

过实施整治提升村容村貌，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污水治理以及“厕所革命”等重点工作，我国农村

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广大农村正逐渐变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美好新家园

今年是我国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的第一年。当前各地
正全力实施整治提升村容村貌、全面
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梯次推进农村污
水治理、持续推进“厕所革命”等重点
工作。把乡村建设成为美丽宜居新
家园，正不断从理念愿景转化为现实
行动。

整治提升村容村貌

“这里原来都是危旧的空心房，整
治之后，我们建设生态田园，新修了村
组公路，加大了环境整治力度，村庄面
貌焕然一新。”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赵
家井村党支部书记唐建钧说，当地将
长期无人居住的空心房整治与人居环
境整治相结合，有效提升了村容村
貌。对整治后产生的建筑原料进行分
类筛选，合理利用旧物。“陈泥砖氮磷
钾含量丰富，肥效特别好，不仅解决了
种植户的基质肥问题，还解决了泥砖
渣土造成的二次污染问题。”东安县中
心村翠冠梨种植大户张恒吉说。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历史欠账较多。在大多数地区，村
庄建设普遍缺乏规划，有新房没新
村，有新村没新貌，不同程度存在环
境“脏、乱、差”现象。农村建设“无规
划、乱规划、被规划”，不仅私搭乱建
严重，而且管网建设随意，造成诸多
环境问题。

良好的人居环境是广大农民的
殷切期盼，保护好田园风光更关系市
民的福址。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按照《方案》，各地加大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力度。山东对全省所有
行政村按照村庄基础条件和发展潜
力，设置达标村、示范村和宜居村 3
个层次，分类制定改善标准。云南开
展省级重点村庄规划编制，完成
1700 个省级规划示范村和 2000 个
以上易地搬迁新村以及 615 个传统
村落的规划。浙江推动“多规合一”
在村一级落地，联动建设城乡路网、
管网、垃圾处理网、污水处理网等。

在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中，如何调
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避免此前
一些地区“干部辛苦干、群众背手看”
的尴尬？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
示，村级组织在农村环境治理上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今后，一
方面要发挥好村级组织作用，支持社
会化服务组织提供垃圾收集转运等
服务，另一方面要调动好农民的积极
性，鼓励农民投工投劳，开展房前屋
后和村庄公共空间环境整治，逐步建
立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长效机制。

重点聚焦农村改厕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现
阶段，农村厕所不卫生、不方便，不能
用、用不上，已经成为影响农民生活
质量的一大问题，也是一些城里人不
愿去农村旅游的原因。记者采访发
现，彻底解决农村厕所问题面临不少
困难，比如中西部特别是地处偏远、
经济落后地区，卫生厕所普及率明显
偏低；有的地方群众积极性未充分调
动起来；技术创新跟不上，尤其缺乏
适合高寒、干旱等环境下厕所改造的
技术等。群众对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的呼声日益高涨。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属东北寒
冷地区，冬季冰冻期较长，冻土层深

度达到1.5米，改厕面临防冻省水的
难题。为破解改厕难题，九台区通过
技术创新，使群众变“要我改”为“我
要改”。经多方征求意见后，当地决
定厕具地下部分采用罐装三格式化
粪池，便器采用新型节水陶瓷材料，
单次冲水量仅2.5升，省水防冻。这
打消了改厕过程中部分群众“传统习
惯不想改、刨墙破土不愿改、担心效
果不敢改”的顾虑。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表示，
改厕工作要因地制宜按照城区村、平
原村、山区村、水源地保护范围内村
庄等选用适合的模式。农厕改造“三
分在建，七分在管”，要鼓励引导各地
结合实际，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支
持专业化企业或个人进行改厕后的
检查检修、定期收运、粪液粪渣资源
化利用等。要加快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推进农村户厕、公厕等建设与改
造，研究制定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
项行动的指导意见。

伴随着改厕工作的推进，不少户
用厕所实现了退街、进院、入室。中
国社科院农村环境与生态经济研究
室主任于法稳说，全国有 55 万多个
行政村、2 亿多农户，农村厕所数量
之大可想而知。推进农村改厕，要推
广简单实用、成本适中、农民可接受
的改厕模式，把贮粪池不渗不漏作为
基本要求，鼓励厕所入户进院，有条
件的地区厕所入室。此外，各地在推
进“厕所革命”时，还应提倡农村改厕
与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的理念。

持续推进垃圾污水治理

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是人
居环境整治的一大重点。《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0 年，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有条
件的地区，要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
处置体系全覆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率明显提高。中西部有较好基础的
地区，力争实现 90%左右的村庄生
活垃圾得到治理，生活污水乱排乱放
得到管控。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等
地区，在优先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
的基础上，实现人居环境干净整洁的
基本要求。

截至目前，江西省共配备农村保
洁员14.2万名，92.3%的村庄纳入城
乡环卫一体化体系。40多个县通过
特许经营、PPP等模式，实现了垃圾
的第三方治理。江西省定南县采取
PPP模式，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交由长沙中联重科公司。企业与政
府签订合同后，放心进行设备投入、
技术人员培训。而政府部门则根据
考核标准和服务效果向企业支付费
用。经测算，引入社会力量进行农村
环境治理比政府自主运营可节省
16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

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果子园
村有一处“濯缨湖”，湖水清澈透亮，
两岸绿树成荫，是周边众多村民的休
闲地。可谁能想到，这里以前却是另
一番样貌。“濯缨湖”原是条旧河道，
废弃后成了村民们倾倒生活污水的
地方，污水横流让人叫苦不迭。县里
把准农村污水治理“单体小、分布广”
的难题，将农村污水治理与畜禽养殖
整治、乡村移风易俗工作相结合，对
农村水源沿岸畜禽养殖户进行整治，
将旧河道打通引入活水，使农村水环
境得到了改善。

不久前，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
组织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督导调研。有关负责人说，总体看，
各省开局良好、成效初显，在农村垃
圾污水治理方面出现了一些典型性、
示范性的做法，为全面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后要加快
弥补农村人居环境短板，扎实推进美
丽宜居乡村建设，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

浙江天台后岸村

“贷”动乡村“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彭 江

从一个环境被严重破坏的石材
村到如今的“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浙江省天台县后岸村近年来走出了
一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
转型之路。巨大变化的背后，普惠金
融、绿色金融发挥出重要作用。

后岸村曾经把开采石矿当作支
柱产业，鼓了腰包但也毁了环境。后
岸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定恩说：“村里
依山取石的历史已有上百年，并在上

世纪 90 年代发展到了极致。吃着
‘石板饭’的后岸村其实不穷，大家腰
包都鼓鼓的，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
价，不仅生态环境变差，还有几十名
村民因采石事故致残致死。”

2011年，后岸村痛定思痛，决定
修复生态并依托保留下来的“寒岩洞
天”等景观资源，不再“卖石板”，转而

“卖风景”。村集体率先创办农家乐，
注册了浙江天台寒山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同时为村民创办农家乐提供个性
化布局规划、统一化装修设计和标准
化业务指导，统一宣传营销、统一分配
客源、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内部管理。

思路有了，启动资金从哪儿来？
天台农村商业银行等农村普惠金融机
构的适时介入让后岸村看到了希望。

俞彩萍是村里较早开办农家乐
的村民。“随着采石场重新披上绿装，
我也萌生了办民宿的念头。不过初
始资金不足一度让我犯了难。正巧
天台农商行和税务部门推出‘税易
通’项目，只要诚信纳税就能把钱贷
出来。我就贷款把自家房子装修起
来做了民宿，现在一年收入有 60 多
万元，比在外奔波强多了。”

得益于信贷项目的支持，后岸村
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

前村里很脏很乱，根本没有游客来。”
经营后岸村乡村食堂的村民陈逢起
说，现在，后岸村农家乐已发展到71
户、床位1800多张、餐位5000多个，
全村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最近几年，天台县税务局与天台
农村商业银行又共同发起“银税互动
——税贷通”项目，后岸村越来越多
像俞彩萍这样缺少资金办农家乐的
村民受了益。据统计，后岸村目前已
授信签约2178万元。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幸福。”
后岸村党支部书记陈文云说，现在后
岸村建成了集漂流、登山、垂钓、观光、
采摘、餐饮、住宿及商务于一体的综合
性休闲度假村，跻身全国美丽宜居村
庄示范、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行列。
仅去年一年，后岸村就接待游客近百
万人次，全村人均收入从2011 年的
6000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超过 4 万
元；村集体经济在2012年从零起步，
发展到2017年已达400多万元。这
个离天台县城34公里的小山村，因为

“美丽经济”真正富起来了。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不断扩大，从12％到21.66％，几乎翻
了一番；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共识。图为张明裕（左）和陈庆林（右）在内蒙
古阿尔山市光顶山林场进行日常巡护。他们俩曾在林场干了10多年的伐
木工作，停伐之后成了护林员。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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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检察机关启动“净空行动”专项整治

公益诉讼守护蓝天
本报记者 何 伟

“你们熏烤槟榔的行为，不仅严
重破坏了空气质量，而且是违法
的。”在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袁水水
库附近，一处隐蔽在山林中的槟榔
加工点被查处后，现场监督执法的
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钟文对
村民进行了普法教育。

自今年 10 月 11 日起，海南省
检察机关启动公益诉讼“净空行动”
专项整治。目前，共发现焚烧水稻
秸秆、烟熏槟榔等严重污染空气质
量违法行为 111 处，督促环保、卫
生、农业等相关部门依法处理了一
批突出问题。“过一段时间，我们会
安排无人机对今天取缔的加工点进
行复查。”钟文表示。

据了解，槟榔收获之后的一段时
间，万宁市长丰镇、北大镇、万城镇等
多个镇的熏烤槟榔加工点产生大量
刺鼻烟雾，对空气质量和居民生活产
生严重影响。“虽然市政府多次组织
打击整治，但未见明显好转，市生态
环境保护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未能
积极履职，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存在不作为，我们依法对该公益诉
讼线索予以立案。”钟文表示，相关
的检察建议书已经发出。

10月25日，海口市秀英区东山
镇前进村加头村民小组村民陈秀姑
在收割完自家水稻后，点燃了残留
在田里的秸秆，田间顿时冒起了浓
烟。这是当天记者随秀英区检察院
永兴检察室检察官在辖区巡查时看
到的一幕。

发现情况后，永兴检察室主任
黄展健立即拿起电话，将情况反馈
给当地有关部门。很快，东山镇农
技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就带着执法队
伍赶到现场灭火。

“秸秆不能随便焚烧，坏处大得
很，不仅污染空气，也容易发生火

灾。”大家一起灭完火，黄展健还对
陈秀姑进行了普法教育。

在检察系统，这样的案例还有
很多。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检察
院针对辖区部分区域用无人机进行
了“地毯式”重点排查，在三都路口、
旧州变电站附近、颜村、棠柏村4处
区域均发现有零星焚烧水稻秸秆、
甘蔗秆的现象。针对发现的情况，
该院干警立即与三都办事处综合执
法大队取得联系，执法人员赶到现
场制止了焚烧秸秆行为，并对村民
进行说服教育。

“海南共有稻田面积约 236 万
亩，焚烧水稻秸秆对空气质量、生态
环境和公共安全都有危害。”海南省
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表示，要充分
发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职能作用，
通过办理一批焚烧秸秆公益诉讼典
型案件，让“露天焚烧秸秆违法，综
合利用利国利民”理念家喻户晓。
同时，全省检察机关要建立与相关
职能部门的信息互通机制，及时将
收集的信息线索通报相关部门，引
导迅速开展打击治理。

据统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海
南省检察机关使用无人机开展“网
格化”“地毯式”排查 81 架次；收集
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94 件，立案 24
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理63
件，建立长效机制3项。

为充分发挥“无人机+大数据”
公益诉讼线索收集效能和检察公益
诉讼职能，海南省检察院决定将公
益诉讼“净空行动”专项整治持续开
展两个月。海南省检察院要求，各
级检察机关要合理调配划分好排查
范围，认真制定“网格化”排查计划，
及时开展日常排查，确保专项行动
对辖区全域焚烧秸秆、垃圾，烟熏槟
榔等突出问题完成排查。

江西省分宜县洞村乡利用“空心房”建设“敬农馆”，吸引学生前来参观。
邱 衡摄

江西省分宜县实施“拆三房建三园”行动，打造秀美乡村。图为钤山镇田心村建起的整齐小楼，房前层层稻浪，房后
绿树掩映。 晏 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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