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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是典型的平原农区，人

口近 150 万，生活排污量大，污水处理水平却不

高，成为提升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的

短板，亟待补齐。

传 统 农 耕 区 域 怎 样 突 破 黑 臭 水 体 围 村 之

局？经济日报记者走访淮阳区发现，变化正在发

生，当地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平原农区的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新路子，生态环境持续得到改善，水

清家美的田园新景正在古城初露端倪。

纳污坑塘成功变身

走进初冬时节的淮阳区，田地里的冬小麦已

陆续出苗，长势喜人。得益于污水治理良好成

效，今年夏天虽然抗旱形势严峻，但当地多个村

庄都找到了灌溉水源。“如果放到往年，我们这个

坑塘早就见底了，而且臭得不能近人。”大旱之

时，郑集乡官路边村的如意湖还保持着一塘清

水，让村民张学彩欣慰不已。

如意湖水面狭长，状如一柄如意。但就在两

年前，湖边住户的生活却不如意。由于很多村民

把排污管伸到塘中，垃圾倾倒塘边，日积月累，水

面不断缩小，垃圾漂浮，臭气熏天，塘边一些人家

被迫搬离。“这个坑塘不治理，人居环境提升就无

从谈起。”官路边村党支部书记胡海说。

2022 年，如意湖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实施。技

术人员在村里铺设主排污管，连到村民家中，建

起一座污水处理站，可对收纳的污水集中处理，

日处理能力达 50 吨。他们还截断伸向如意湖的

所有排污管，从塘底挖出淤泥，拓宽塘岸，坑塘水

域面积由原来不足 8000 平方米增加至 1.6 万平

方米。看着污水处理站排出的清水哗哗流入湖

中，在湖边休闲的村民张高见高兴地说，“现在的

如意湖大变样了”。

经检测，这个污水处理站出水达到河南《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排放

标准，每月能向坑塘生态补水 1200立方米，有效涵

养了水源，实现资源化利用。污水处理达标了，坑塘

生态修复就有了基础，村民在塘里种荷养鱼，营造

出一片盎然生机，多年不见的水鸟也飞回来了。

薛庄行政村孟庄自然村与官路边村紧邻，当

地在治理黑臭水体行动中，将两个相邻坑塘挖

通，扩大水域，增强了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如今，

坑塘浅水处种植芦苇、荷花，深水处建设生态浮

岛，鱼儿不时跃出水面，一片怡人景象。

傍晚时分，在塘边散步的村民张晓丽告诉记

者：“今年夏季抗旱，这个坑塘起了大作用，救活

了大片玉米苗。以前我们可不敢用这里的水浇

地，又黑又臭，生怕烧死了庄稼。”

这样的可喜变化在淮阳区数百个黑臭坑塘里

发生着。截污控源、底泥清淤、污水处理、生态修复，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村民生活污水变废为宝，回补

坑塘。如今，许多昔日的纳污坑可养鱼可种藕，对外

出租能赚钱，成功变身景观塘、经济塘、生态塘。

多种模式各展所长

官路边、薛庄的污水治理经验，被称作“村级

处理站处理”模式。在淮阳区，共计建设 82 座村

级污水处理站，总处理规模 2500 吨/天。

淮阳区治水，并非仅此一种模式。周口市生

态环境局淮阳分局局长耿宝勇介绍：“村庄人口

有多有少，位置有偏有近，地形不一，收水方式不

同，决定着我们在污水治理中必须因地制宜、因

村施策，不能搞‘一刀切’。在治污实践中，我们

探索出 7 种模式，各有所长，相得益彰。”

一条南北道路把刘振屯镇紫荆台村分成东

西两块。西边人口多，建起日处理能力达 20 吨的

污水处理站，集中收纳、处理村民生活污水，采用

的是“村级处理站处理”模式。东边人口少，只有

十几户，便因地制宜采用“户排户用”模式，建起

户用滤池来实现污水处理。村民李本贞家的户用

滤池占地 2 平方米，设计处理能力为 0.5 吨/日，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已经足够用了。“以前，日常产

生的生活污水让人头疼不已；现在，污水

经过这个滤池处理后，干净卫生。”李本贞说。

“户排户用+资源化利用”模式在 7 种模式中

设施最简易，花费最少，效果却不差。采取“户厕

沉淀池+生物降解+回流杀菌+生态处理”的治理

方式，相当于把城市大型污水处理系统微缩后搬

进农户家里，出水水质达到河南省《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三级及以上标

准，可用于小果园、小菜园、小花园的灌溉用水。

目前，淮阳区共建设户用滤池 300 座，投资

约 105 万元，由农户自行管护，性价比很高。

除了上述模式，当地还有“纳入市政管网处

理”模式——针对市政管网末端的城乡接合部和

工业园区，将生活污水接入现有市政管网，统一

收集至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乡镇处理厂

集中处理”模式——在乡镇政府驻地建设污水处

理厂，对生活污水进行集中收集处理。“三格式+

生态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模式——适用于人口

规模相对较小的村庄，通过建设大三格+微生化

池或生态滤池等进行生态化处理。“小型设施分

散处理+资源化利用”模式——适用于学校、养

老院、企业、大型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和排污大

户。“粪污回收利用”模式——适用于已完成户厕

改造、灰水有消纳能力的村庄。根据实际情况，

淮阳区让多种处理模式各展所长。

“我们按照‘点、线、面’全域梯次治理思路，在

农户家里建设户用滤池，村庄建设小型污水处理

站，乡镇一级集中建设污水处理厂，户用、坑塘、河

流梯次递进式污水处理模式逐渐成熟。”耿宝勇说。

据统计，自 2021 年以来，淮阳区累计筹集资

金 4.3 亿元，建设各类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247 座，

治理黑臭水体 286 处、坑塘 360 个，惠及农户 10

万余户，淮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由 2018 年

的 24%提升到目前的 61%。

持续治理清水长流

花大力气建成的各种污水处理设施成效如

何？使用单位最有发言权。

“村里污水处理站最大的优点是经济实用，

一天电费仅为 12 元左右。”胡海说，污水处理站

安装有太阳能光伏板，能够平衡设施日常运行电

量需求，仅有人工维护和设施运行费用，最大限

度地缩减成本，让村里用得起。

王店街道瓦关集村卫生室配套建有小型污

水处理设施，设计处理规模为 2 吨/天，主要收集

处理村卫生室及周边约 20 人产生的生活污水，

每天运行成本约为 0.4 元，村卫生室负责人杜安

峰表示使用完全没问题。

在淮阳，共有247座大小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维护人员仅有 12 人，智慧监管让运维工作变得简

单高效。走进淮阳区污水治理智慧平台控制中心，

大屏上清晰显示着 247 个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情

况。除了定时巡查，技术人员仅需通过手机连接智

慧平台，即可远程操控设备，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淮阳区还为每个坑塘精心选定塘长，让他们

担起监管责任。黄集乡孙桥村党支部书记孙成

勇兼任着村里的塘长，平时只要有时间，他就到

塘边转转，观察环境变化，拍下图片、视频，并用

文字记录，发现异常情况立即上报。

多措并举保证了长治久清。如今，淮阳区乡镇

级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达到城镇一级标准，村级污

水处理站出水稳定达到河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二级及以上排放标准；户

用滤池出水稳定达到河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三级及以上排放标准。

“低成本、易管护、可持续、效果好”，平原农

区淮阳逐步摸索出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协同治

理之路，当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7 种模式成功入

评全国《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示范案

例》。国内多个专家团赴淮阳调研普遍认为，其

经验对解决黄淮平原乃至中部地区农村污水问

题具有极强针对性、指导意义和推广应用价值。

“我们将全方位、无死角消除黑臭水体，让清

澈水域焕发活力，承载经济发展，留住乡愁记

忆。”淮阳区委书记张建党说。

变 污 为 宝 清 水 长 流变 污 为 宝 清 水 长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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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举措。该如何提高治理水平，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加快建设美

丽乡村？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作为典型的平原农区，逐步摸索出生活污水

和黑臭水体协同治理路径，成本低、易管护、可持续、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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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7 日，总投资达 123.2 亿元人

民币的 12 个重大制造业项目正式落户浙江省

杭州市桐庐县，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

领域。此次签约标志着桐庐县从传统制造业

向先进制造业集群成功转型，并反映出杭州

市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的新进展。

作为签约企业之一，中科盈德计划投资

50 亿元，在快递科技小镇建立生产基地。该基

地距离“三通一达”第二总部不到 500 米，将利

用其在全球领先的冷阴极 X 光及激光超声检

测技术，预计 5 年内实现累计产值不低于 200

亿元，助力物流行业优化升级。

在杭州，高质量发展时已至势已成，并在

生产性服务业、总部经济和智能制造等 3 个

方面率先取得成效。杭州正凭借独特的区位

优势、优越的营商环境及强有力的地方政府

支持，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业升级

在杭州西奥电梯“未来工厂”里，高大的

机 械 臂 正 快 速 运 转 ，整 个 车 间 一 派 繁 忙 景

象。而在一旁，50 多条数字生产线则在安静

地运行。这些生产线随着遥控切换，可实时

看到制造模块的运行状况，还能实现全过程

追溯、全工序质量追溯。这就是西奥电梯运

用数字化赋能的模式创新开发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应用。

杭州西奥电梯“未来工厂”的数字化生产

线，展现了杭州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创新

实践。此外，像阿里巴巴这样的龙头企业，也

在不断探索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模

式，进一步提升了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和服务

水平。

自 2022 年提出打造全国先进的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地以来，杭州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达

到 60%以上，这不仅支撑了制造业的高质量

发展，也增强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总部经济 2.0 版本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高质量发展的红利同样惠及杭州的总部

经济，并引发杭州总部经济模式从此前的 1.0

迭代至 2.0 版本。根据最新发布的 2024 年度

杭州市总部企业榜单显示，杭州全市共有 643

家企业上榜，较上年度增加 175 家。杭州市首

次将浙江省属、市属和区属国有企业、金融机

构纳入总部企业认定范围，新增 21 家金融总

部企业。

总部经济是集聚高端要素的重要载体，

对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具有重要

作用。杭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未

来将继续加强政府主动服务能力，持续为总

部企业提供有厚度、有力度的支持，确保企业

在投资落地、开办经营等环节享受到优质高

效的服务。通过建立总部企业服务机制、设

立总部企业专员，常态化开展“三服务”活动，

杭州致力于打造一个有利于总部企业成长的

良好环境，吸引更多国内外优秀企业在此扎

根发展，共同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总部经

济高地。

“智能+产业”双重突破奠定高质
量发展坚实基础

在制造业领域，杭州同样展现出了强大

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2024 年，杭州市成为首批入选智能网联

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名单，这

展现了其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全域

开放的快递科技“场景+生态”，吸引了如新石

器无人车项目这样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前来测

试与合作。借助于优质的上下游产业生态链，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大大提高，既降低了成本，

又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杭州续聚焦五大产业生态圈，打造中国

视谷等一批新兴产业地标。此外，杭州还连续

5 年位居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榜前

列。8 家企业荣登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累

计数量居全国城市第 5；156 家企业获批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总量全省领先。通过推出

“专精特新贷”产品，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达 8500 万元，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的成功转

型，到生产性服务业、总部经济以及智能制造

领域的显著成就证明，杭州不仅实现了自身

的产业升级，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

的借鉴经验。未来，杭州市将继续深化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进

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同时，通过不断完善政策体

系和服务机制，吸引更多国内外优秀企业和

人才汇聚于此，共同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现代产业体系和创新高地。

（数据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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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浙江省杭州市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杭州迅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现已在全国超过 20 个城市实现医疗运输网络。

图为迅蚁无人机在城市上空飞行

老 板 电 器老 板 电 器

的 智 能 物 流 仓的 智 能 物 流 仓

储 中 心 共 有储 中 心 共 有

3279632796 个 库 位个 库 位 ，，

物 流 运 输 能 力物 流 运 输 能 力

足 以 支 撑 年 销足 以 支 撑 年 销

售 各 类 厨 电 产售 各 类 厨 电 产

品品 800800 万 台 的万 台 的

规 模规 模 。。 图 为 老图 为 老

板 电 器 的 智 能板 电 器 的 智 能

物流仓储中心物流仓储中心

老板电器投资近老板电器投资近 55 亿元亿元，，打造了占地面积打造了占地面积 55

万平方米的数字化万平方米的数字化““未来工厂未来工厂”。”。图为图为““集烟罩集烟罩

自动冲压成型生产线自动冲压成型生产线””其中一环其中一环““钣金自动线钣金自动线””

正在作业正在作业

强脑科技体验官通强脑科技体验官通

过智能仿生手和左手配过智能仿生手和左手配

合合，，弹奏出优美的音乐弹奏出优美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