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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这是以前不

少农村地区经常能见到的场景。如今的乡

村，已是今非昔比。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说，她的工

作就是长期与“污水”打交道。

“我 2007 年来到浙江工作，一直从事生

态环境相关的研究工作，应该说，这几年浙江

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质明显好了

很多，以前的黑臭河，变成了一条条景观河。”

昨天，刘锐在接受钱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农村污水处理上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还是后续的长

效维护。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良好生态环

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必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

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政府

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稳步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

在刘锐看来，处理好农村生活污水，是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一环。

“浙江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有不少成功

经验和探索，但要治好农村污水，也还有很多

事情要做。”刘锐分析道，如果没有正确认识

农村财力有限、居住分散的现状，就直接生搬

硬套城市治污的路子，从设施到技术都不够

接地气，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运行成本要低、实用性要强。”刘锐认为

这是在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

的两个要素。

目前，在浙江各地，因地制宜的农村污水

处理模式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刘锐说：“这只

是第一步，更重要的还是后续的长效维护。”

对于做好长效管理机制，刘锐也说了很

多做法，比如各地要因地制宜，全方位、多层

次、广覆盖地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

维管理；健全相关法规和工作机制，强化政府

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完善处理设

施运维的服务体系、标准体系、保障体系和监

管体系，建立责任清单，细化工作考核，做到

有钱做事、有人做事、有标准做事等等。

今年，刘锐和同事们也在致力于打造农

村污水远程智慧诊断专家系统。他们还在为

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行维护制定标准规范。“长

效机制的建立，会让我们的水治理有源头保

障，进一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刘锐说。 本报特派记者 蓝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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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丽乡村带动美丽经济，做好共同富

裕和全域美丽两篇文章。”全国人大代表、浙

江省德清县五四村党支部书记孙国文告诉钱

报记者，2000 年以前，五四村还是一个集体

负债的“穷村”，“村里人因为务农收入微薄，

大多选择出外打工，导致了部分土地抛荒。”

为此，孙国文在村里挨家挨户做工作，实

行土地流转，引进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其后，

红枫、水果、苗木等生态种植基地相继建成，

“村民的腰包鼓了，原来一亩地不过百元的收

入，如今翻了数十倍”。

这次参会，孙国文带来了有关美丽经济

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他认为要以“美

丽乡村”激活“美丽经济”，走农文旅融合发展

之路。以五四村为例，2016年，村子获评“国

家级 3A 旅游景区”，村民们依托“绿水青

山”，打造休闲旅游。“村里的环境和经济改善

后，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选择返乡，在家乡创业

办民宿。”

当然，经济发展同时要保证生态环境。

孙国文说，这些年五四村采用“一把扫帚扫到

底”、“一根管子接到底”的做法，对生活垃圾

和污水进行分类、统一处理。村里还耗资百

万元，建起了数座旅游厕所，为的就是打造一

个干净整洁的美丽新农村。

经过几年的摸索试探，尽管社会资本纷

至沓来，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但孙国文也指出

了几大问题。一是文化特色不够鲜明，缺乏

精准的旅游规划；二是运营模式不够健全，存

在捞“快钱”的想法。

对此，孙国文认为首先要改变美丽乡村

建设投资模式，以项目带动为主，政府投资为

辅，形成造血功能，持续推进农村面貌提升。

去年，五四村与上海等地公司签订了 3 个旅

游开发项目，总投资额19亿元。

孙国文认为，“美丽乡村”建设，要秉承

“农业是根”、“文化是魂”、“旅游是路”的理

念，努力实现农村面貌提升、农业产业提档、

农民收入提高。 本报特派记者 俞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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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时，来自丽

水景宁的畲族代表钟海燕向总理献上了一根

畲族同胞亲手编织的彩带，寓意景宁17万畲

汉等各族群众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跟党走。

这一幕，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位来自浙江

代表团的唯一畲族代表。

会场内外，钟海燕也在不遗余力地向大

家介绍景宁美丽的山水和这几年的变化。作

为一名新代表，她告诉记者，今年两会上带来

了一份《关于设立乡村振兴少数民族试验区

的建议》。

“乡村振兴不能在少数民族地区留下盲

区、死角，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产业更

强、生态更好、乡风更美、治理更有序、百姓更

富裕，让少数民族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钟海燕说，一项名为“景宁 600 计划”正

在如火如荼地推行，这也拉开了景宁乡村振

兴的序幕。

“我们畲乡景宁，九山半水半分田。海拔

600 米，在这里不仅是一条自然地理的分界

线，也是一条社会学意义的分界线。”钟海燕

介绍道，景宁全县254个村庄，海拔600米以

上的有151个，占全县村庄总数一半以上，几

乎所有畲族聚居村都分布在那里。

从这条分界线往上，151 个高山村人口

密度明显下降。由于交通不便、人口分散、农

业生产效率相对低下，农民人均收入相对较

低。

但是，这些地区随着海拔高度增加，昼夜

温差增大，在充足光照和充沛降雨的滋润下，

这里的农作物绿意盎然，带着高山上的蓬勃

生机和纯净气息。

“海拔 600 米以上的 11 万亩耕地和 100

多万亩山林，是畲族农耕文化的起源地。对

于本就资源稀缺的山区县来说，既关乎经济

发展，也关乎文化传承，是我们构建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的基础。”在钟海燕看来，要实现乡

村振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当务之急是重新激活农业生产的价值。

如何激活高山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景宁

600计划”应运而生。钟海燕说，除了鼓励海

拔600米以上高山村实行产业化、标准化、现

代化生产，创立农业区域公共品牌外，还鼓励

工商资本进入，培养现代职业农民，引导部分

高山村转型成为绿色生产生活空间。

“现在计划第一步，将全县海拔600米以

上村庄里五花八门、产量又不大的农产品，进

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形成品牌；第二步，打

造县域技术服务、金融服务平台，实现农产品

标准化生产，提升山区农业效率；让农村转化

成为绿色空间，形成‘一村一品’的生产格局，

打造农旅融合大景区，则是终极目标。”钟海

燕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特派记者 蓝震

全国人大代表、景宁畲族自治县县长钟海燕——

在海拔600米以上做文章
打造农旅融合大景区

浙江，是习近平

新时代“三农”思想

重要萌发地，中国美

丽乡村建设重要发

源地。如何推进乡

村绿色发展，高水平

建设美丽乡村？浙

江代表委员们有话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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