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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探索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美丽乡村发力低碳经济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厚田乡位于赣

江和锦江的交汇地带，拥有被称为“江南第

一大漠”的厚田沙漠。近年来，以建设“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新农

村为目标，厚田乡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通

过引进低碳种植养殖产业，推进生活垃圾污

水治理低碳化，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等工

作，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乡镇绿色低碳

水平不断提高，探索出一条农业农村实现

“双碳”目标的新路径。

建设美丽低碳乡村

走进厚田乡梅花村，干净整洁的村道、

精致漂亮的休闲广场、枝叶繁茂具有 800 年

树龄的古樟，构成一幅清新漂亮的田园水墨

画。“村里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后，环境越来越

好了。”保洁员谭兆金高兴地说。

谭兆金口中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是厚

田 乡 在 各 村 推 进 实 施 的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项

目。在梅花村村口，一间小白瓦房静静掩映

在篱笆围成的花圃间。“这就是咱们村的污

水处理站。”顺着村党支部书记谭辉的指引，

记者看到这座污水处理站由格栅井、沉砂

池、厌氧池、消毒池等部分组成。

“利用村里的污水管道，采用‘高负荷地

下渗滤污水处理技术’，运行过程中几乎没有

噪声也不散发异味，每天可以处理 20 吨污

水。”谭辉说，梅花村 400 多名村民的生活污

水通过贯穿全村的污水渠，流到村口的污水

收集口，再汇集到污水处理站，经净化处理后

水质达到了江西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标准，可通过明渠引

流浇灌农田。“污水集中处理不仅极大改善了

我们村的人居环境，还能还水于田，实现了水

资源的重复利用。”谭辉说。

生活污水处理站不仅成为各村的“标

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体系等各项工作都成了厚田乡低碳发

展的重点课题。按照美丽生态宜居新农村

工作思路，厚田乡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

（精品村）建设，以提升村庄人居环境品质为

目标，对房前屋后的环境、雨污、垃圾转运等

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提升与优化。

“以打造‘低碳村’为目标，我们村坚持

贯穿低碳、绿色、生态、智慧四大理念，积极

实现能源清洁化、建筑低碳化、空间集约化、

生活绿色化。”厚田乡闸上村驻村干部袁爱

鹏介绍，经过前期调研设计，该村的精品村

建 设 项 目 涉 及 85 栋 居 民 楼 ，建 筑 立 面 达

16000 平方米。“85 栋楼的建筑改造，采用了

新型墙体材料和外墙保温隔热技术，抗热、

保温性更强，空调使用强度、耗电量也相对

较低，能够有效实现建筑节能。”袁爱鹏说，

除此之外，村里还将 30 个路灯换成了太阳能

路灯，并集中改造道路约 10650 平方米，改造

河道约 18000 平方米，打造绿色景观节点 6

个，大大提升了村里人居环境。

今年 6 月 8 日，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白胸翡翠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蓝喉蜂

虎先后在厚田乡梅花村现身，吸引了众多慕

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凭借着千亩生态园

林和清澈的水库溪流，厚田成了珍稀鸟类

的天堂，这些美丽的小鸟是对坚持优

化生态环境、不断探索“双碳”实

践之路的最好回馈。

构建区域种养平衡

近日，在厚田乡开办了同创养殖场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夏小扇特别高兴，困扰他已

久的养殖粪污处理工作得到解决。

“我家养殖场每月能产生 300 吨左右的

猪粪和污水，自家投资建设粪污处理设施

后，不但维护困难，而且仍有较重异味，周边

村民意见很大。”夏小扇告诉记者，自从距离

养猪场不到 10 公里的粪污集中处理及资源

化利用中心建成后，同创养殖场成为厚田乡

首批完成源头粪污减量生态改造的养殖场

之一，“在中心的帮助改造下，我们栏舍有了

节水饮水机、自动刮粪机、粪污收集管网等，

异味再也闻不见了，而且中心还会每天派吸

污车来场里把粪污全部收集走，切实解决了

我们的难题”。

夏小扇说的粪污集中处理及资源化利

用中心正是新建成不久的正合生态农业科

技园。走进中心，干净整洁，机器“轰轰”运

转 ，4 座 巨 大 的 白 色 球 体 建 筑 十 分 引 人 注

目。“这是我们的厌氧发酵罐，粪污在这里经

过厌氧菌降解，会形成沼杂、沼液和沼气。

其中，沼气将用来发电，沼杂和沼液在经过

固液分离和二次发酵后，将制成有机肥。”企

业负责人黄强介绍，目前，正合集团创新的

“N2N+”区域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已被列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举措和

经验做法推广清单》。

“所谓 N2N 是对传统‘猪—沼—果’模

式的转型升级，打造一个闭链绿色生态循环

系统。第一个‘N’是指养殖业子系统，代表

的是 N 家养殖企业；‘2’是指处理中心，代表

的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和有机肥

处理中心；第二个‘N’是指种植业子系统，

代表的是 N 家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和合作

社。”黄强表示，此模式通过中间的

两个资源循环利用转化

核心，成功地将上游的种植养殖业废弃物产

生端与下游资源再生产品应用端结合起来，

在周边半径 25 公里区域内能实现农业废弃

物资源利用、生物质天然气集中供气、生态

有机肥供应全覆盖，构建区域种养平衡，打

造出一条绿色循环产业链。

如今，在厚田乡周边，一条种养互惠、生

态循环、绿色发展的现代化畜牧业发展新路

径正在延伸。“厚田周边区域有 200 多家规模

化养殖场，全部完成源头减量改造后，可年

处理粪污 30 万吨。”黄强说，粪污在处理过程

中 ，每 年 能 生 产 沼 气 500 万 立 方 米 ，发 电

1000 万千瓦时。此外，在有机肥的生产过程

中还需要用到秸秆。“以前村民处理秸秆就

是一把火烧了，现在，我们对秸秆进行统一

回收处理，不仅给秸秆找到了好‘出路’，也

让农民通过秸秆获利。”黄强说。

据了解，该粪污集中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中心达产后，每年能生产有机肥 2 万吨、水溶

肥 2000 吨、液态肥 26 万吨。尽管只有 7 名员

工，但中心全程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管理，全

年总产值可达 3000 万元以上，大大节省了人

力成本。

防沙治沙变废为宝

凡经昌樟高速前往厚田沙漠游玩的人

们，到达离景区入口不远处，都能看到一片

格外壮观的景象——成千上万块深蓝或浅

蓝色的光伏板组件绵延不断，宛如在沙漠上

覆盖了一层蓝色的海洋。

这里是厚田沙漠光伏生态园太阳能光

伏电站，是南昌建设低碳城市的标志性工

程，由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承建。

8 月 23 日中午 12 点，记者走进这座电站

中控室，两名工作人员正仔细监控着电脑屏

幕上的数据变化。记者注意到，屏幕上显示

的实时发电量为 3378.5 千瓦时。“我们电站

总占地面积 950 亩，目前投入使用的有

薄膜组件 6000 块，多晶硅组件 15000 块，

总装机容量 6 兆瓦，每小时大约能向国

家电网供电 3400 千瓦时。”公司负责人

曹华展介绍，目前电站年发电量为 590

多万千瓦时，年收益 550 万元左右。

“之所以选择落户厚田，是因为这里

有得天独厚的城市沙漠资源禀赋。”曹华

展说，沙漠地区日照充足、面积宽广，发展

光伏产业再合适不过。

一边是沙漠景观，一边是光伏板，二

者在厚田的结合，实现了太阳能资源的高

效利用。

防沙治沙，曾是厚田乡工作的重点。

厚田沙漠占地万亩，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

当地就开始通过大量种植固沙植物开展防

沙治沙工作。近年来，厚田乡创新发展理

念，由从前的单纯治沙转变为发展沙漠生态

旅游等产业，迈上了从“治沙”到“用沙”的生

态发展之路。

“光伏项目用地均为较松软的沙地，实

现变废为宝的同时也成为防沙固沙的有效

手段，大大减少了政府在防沙治沙上的投

入。目前，我们的治沙工作已基本完成。”厚

田乡党委书记刘开烦说。

在厚田乡闸上村的村头坡地上，也有两

片 510 平方米的太阳能光伏板，像向日葵一

样向阳而生。追光逐日的光伏发电还鼓了

老百姓的口袋。

近年来，厚田乡鼓励有资源优势的村建

设光伏发电系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

新的发展道路。“没有废气、没有废水、没有

废渣，光伏发电不仅节能环保，对村集体

经济及老百姓的收入也有很大提高。”袁

爱鹏说，该村的光伏项目每年可增加

2 万多元村集体收入，全村 13 户脱贫

户户均增收 1300 元，有效巩固了脱

贫攻坚成果。

衡 水 湖 上 鸟 翩 翩
本报记者 王胜强

刚过去的暑期，波光粼粼的衡

水湖上，一艘艘载着中小学生研学队

伍的游船驶向被誉为“鸟岛”的太极岛。

“老师，我们能看到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

青头潜鸭吗？”“老师，衡水湖的鸟儿到底有多

少种？”眼前广阔的衡水湖犹如一本“湿地百科

全书”，向孩子们展示着湿地生态之美。

衡水湖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是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是华北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淡水湖，也是

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林地等完

整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有着“东亚地区

蓝 宝 石 ”“ 京 津 冀 最 美 湿 地 ”“ 京 南 第 一 湖 ”等

美誉。

“你看现在水清了、岸绿了，在这里安家的鸟

也 越 来 越 多

了 ！”家

住衡水市滨湖新区王家宜子村的李国忠曾是一

名靠水吃水的捕鱼者，5 年前他的身份变成了巡

湖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衡水湖陆地和水面上巡

查，将发现的违法捕捞行为及时通知滨湖新区综

合执法局，对水中私设的违法捕捞工具进行清理

打捞。

围湖造田、捕鱼养鱼、过度开发曾给衡水湖

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水质最差的时候为劣 V

类。近年来，衡水市坚持生态保护和修复为主，

搬迁周边企业和沿湖各类建筑，封堵入湖排污

口，整治环境，生态补水，修复湿地，2021 年引水

3386.6 万立方米，达到历史最高水位。对保护区

所辖村庄实现生活污水、垃圾治理管控全覆盖，

彻底清除外围输入性污染，清除围堤围埝养殖，

休渔期从 7 个月延长到 9 个月。实施湿地生态效

益补偿项目，累计利用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1.13 亿元，对保护区内受损农户进行生态补偿。

加大巡护执法力度，2021 年共查处违法案件 19

起。如今，衡水湖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标

准，大气负氧离子含量达 4600 个/立方厘米。

“近 5 年来，我们完成衡水湖周边绿化 3 万余

亩。”滨湖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石保志说。衡水

市加强环湖绿化工作，完成廊道绿化近百公里，

建成桃城巨鹿、冀州小寨、北堤森林公园 3 个近万

亩的郊野森林片区，打造了省园博园、冀州滨湖

公园、滨湖荷花园等 10 余个精品绿化工程。今年

1 月 1 日，《衡水湖保护和治理条例》实施，衡水湖

保护正式进入“专法”保护时代。

水清了，岸绿了，鸟也多了，衡水湖不仅成为

多种候鸟南北不同迁徙路线的密集交会区，也成

为众多鸟类的栖息地和繁衍地，有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东方白鹳，也有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小天鹅、灰鹤，更是世

界极危物种青头潜鸭的重要繁殖地、越冬栖息

地。截至目前，衡水湖已发现鸟类 332 种。

“从‘旅客’到‘常客’，鸟儿是衡水湖生态环

境不断优化的见证者。我通过 5 年的拍摄观察，

真切感受到了衡水湖栖息鸟类的增多。”鸟类监

测员张余广说。为更好地守护这些珍贵的鸟类，

滨湖新区组织专人成立监测队伍。自 2017 年第

一次进入衡水湖观测鸟类以来，张余广的足迹遍

布衡水湖的每个角落。为更好地记录各种鸟类，

他根据保护区地势、水域以及鸟类分布情况，设

置了 40 个监测样点和 4 条监测样线，每周定期背

着相机和望远镜进行巡湖观测。

“特别是青头潜鸭在此落户很有标志意义，

青头潜鸭被誉为‘鸟中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主要栖息在水流缓和、水草丰富的湖泊、水

塘等，对水质要求极高，是一种对生存环境非常

挑剔的水鸟。青头潜鸭在此安家，是衡水湖生态

环境变好的例证。”张余广说。

除了鸟类监测员，在衡水湖还有一群鸟类摄

影爱好者。夏日一场大雨过后，沿着 7 公里长的

衡水湖北堤漫步，空中豆雁、苍鹭飞舞鸣叫。“拍

鸟而不惊鸟，我们就埋伏在岸边的芦苇丛中，‘长

枪大炮’对准湖面上振翅飞舞的鸟儿精灵，这些

精灵是镜头中最美的画面。”摄影爱好者孟庆云

喜欢到衡水湖采风，“我经常来衡水湖拍鸟，多次

拍到过珍稀鸟种，最近几年明显感受到衡水湖的

鸟儿越来越多了。”

生态变好了，鸟儿回来了，衡水市做好生态

旅游新文章，从衡水园博园到马拉松广场，从侯

店毛笔到闾里古镇，以及马拉松赛事，衡水逐渐

构建起集研学游、体育游、生态游、城市游、乡村

游、文化游等于一体的大衡水湖旅游格局，实现

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每到节假日，滨

湖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历史人文都会吸

引不少周边地区游客来打卡，越来越多的渔民扔

下渔网吃上了“旅游饭”。

“衡水湖是衡水最大的生态本底，我们坚持

在保护措施上做加法，在环境污染上做减法，引

进先进理念，推进保护管理工作标准与国际接

轨，促进衡水湖景观资源和生态资源更好地保护

和开发，提升功能品质，助力衡水经济社会实现

高质量发展。”滨湖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温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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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厚田沙

漠景区，这里有

独特的金沙、碧

水、蓝天和草原

等自然景观。

（资料图片）

用法律守护好

﹃
地球之肾

﹄

吴

浩

近日，第四届龙江东部湿地旅游

联盟大会在黑龙江省鹤岗市举行。湿

地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蕴藏着丰富

的旅游资源，如何在保护中合理利用

湿地资源，成为各地探索绿色转型发

展的重要方向。

湿地被视为“地球之肾”，在涵养

水源、改善水质、调节气候、保护生物

多样性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湿地

还能为人类提供食物、工业原料和旅

游资源。湿地和海洋、森林一道被称

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但在较长一段

时期内，人们对湿地保护的意识不足，

部分地区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矛盾突

出，乱占湿地、污染湿地的行为仍然存

在。从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

的现实来看，保护好湿地就是守护好

人类未来家园的重要抉择。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提出了“扩大湿地面积、强化湿地

保护和恢复”等要求。

目前，我国湿地总面积在 8亿亩以

上，湿地类型包括红树林、森林沼泽、

沿海滩涂、内陆滩涂等，成为推动我国

绿色发展的重要生态屏障。全国现有

64 处国际重要湿地、29 处国家重要湿

地，建立了 600 余处湿地自然保护区、

1600 余处湿地公园，湿地保护率提高

到 50%以上。今年 6月 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正式施行，这是我

国首部关于湿地保护方面的专门法

律，对加强湿地保护意义重大。

推动湿地保护法的有效施行，要

坚定不移把保护摆在第一位，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当前，我国对湿地实行分级管理，按照生态

区位、面积以及维护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将湿

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重要湿地依法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各地要严格按照湿地保护法的规定，确保在湿地保护范

围内不发生法律规定的禁止类行为，并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力

度。同时，要加大投入力度，推进湿地保护修复。

要增强民众保护湿地的意识，引导民众主动参与湿地保

护。各地要通过湿地保护日、湿地保护宣传周等形式开展广

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已经建成的湿地公园内，开展常态化

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大中小学生到湿地接受科普教育和开展

社会实践。各地还要依法公开湿地保护相关信息，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鼓励民众参与湿地保护。

在保护湿地的同时，也要让湿地周边百姓在生态保护

中受益，探索构建湿地生态产业。比如，在湿地周边发展

文化产业、循环经济、研学游等，形成“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的良性循环，推动湿地保护的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相 统 一 ，最 终 实 现 湿 地

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共同守卫好“地

球之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