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花田梯田晨光》 田耘

2019 年 1 月 22 日 星期二 编辑：蒋莉 美编：张彤 ENTREPRENEURS' DAILY
8

农村美不美，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农

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精

神，党的十九大以来，酉阳自治县全面加大投

入，大力实施乡村生态振兴战略，不断补齐乡

村生态短板，全面推进农村污染治理，在提升

村容村貌和绿色发展上做足文章，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的重要内容。近

年来，酉阳自治县坚持把农村垃圾治理纳入

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纵深推进农村环境革命，

全方位打造美丽乡村，打好了乡村振兴第一

仗。

为了彻底改变农村村容村貌，酉阳着力

治理农村生活垃圾乱扔、乱倒、乱堆现象，采

取“户集、村收、乡镇转运、区域处理”模式实

施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近两年，酉阳加大

环卫设施设备配置，共计投入资金 13238.969
万元。启动新建日处理能力 150 吨垃圾焚烧

站 1 座 (铜鼓站点)；新改建乡镇垃圾中转站

37 座，实施存量垃圾治理，行政村生活垃圾有

效治理比例达 90%以上，顺利通过市级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验收。

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是事关农村长远发展、

涉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酉阳自治县结合

实际，因地制宜制定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案，强

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截至目前，全县累计

2540 户完成了改厕工作，达总投资 543.2 万

元。坚持依法治理，酉阳颁布实施了《酉阳自治

县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条例》，出台了整治

的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工作标准、考核办法等

配套措施，不断推动全县垃圾治理步入法制

化、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轨道。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唐孟浩然的

《过故人庄》描绘出一幅可望可及农村绿色画

卷。怎样将酉阳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发展优势？酉阳积极推进五大环保

行动，从“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农村面源污染

防治”等生态工程的项目实施中找到了乡村

振兴战略的支撑点。

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减少污

染物排放，改善和保护环境质量，确保环境安

全的重要举措。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各

级部门紧密配合下，县环保局克服各种困难

矛盾，积极指导并积极推进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生态工程项目建设。数据显示，近年来，全

县共建成乡镇污水处理厂（站）78 座，建设配

套管网 649.55公里，总投资 65185 万元。其

中：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投资 32148 万元、乡镇

配套管网投资 33037万元。实现了乡镇、村聚

居点（常驻人口 1000 人以上）集中式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全覆盖。2018 年，县环保局启动

实施深度贫困乡环保扶贫项目，投入 3429 万

元，建成垃圾中转站 1 个，乡级污水处理设施

3 个，村寨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4个，集镇二、三

级管网 6.9 公里，村级二、三级管网 2.6 公里。

投资 3265.85 万元，启动全县江河库区网箱围

栏设施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开展河道河岸清

理专项行动 56 次，清理河岸垃圾 844 余吨，

打捞漂浮物 962 余吨，依法拆除渔业网箱养

殖及库弯养殖设施 13.2 万平方米。乌江、酉水

河、龙潭河、阿蓬江等县域主要河流水质保持

在三类标准以上，全县 6 个监测断面水质均

达到功能区目标水质要求。随着乡镇污水处

理设施项目建设的持续推进和水域环境安全

管理工作扎实开展，酉阳自治县水环境质量

得到明显改善。

实施乡村生态振兴的另一生态工程是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近年来，酉阳全面贯彻“一

控两减三基本”要求，切实推行绿色生产方

式，推动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

弃物资源化，全面推广科学施肥技术，扎实推

动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从根本上解决

农村面源污染。完成东风坝、乌江流域关闭搬

迁禁养区生猪养殖场 19 家、1.1 万头存栏生

猪当量污染治理配套设施工程整改。经初步

统计，2017 年酉阳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装备配套配套率达到 71%，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67%。2018 年，按照市生

态环境局和市农委要求，酉阳将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设施工程整改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养

殖场户，并组织人员到场到户进行了实地指

导建设。总投入 500 万元完成 60 家养殖场的

关闭搬迁，1153 家养殖场 (户)完成“一场一

档”清查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近年来，酉阳自治县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优化乡村绿色

发展空间格局。

出台《酉阳自治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

方案》，编制县级 57 条河流和 59 座水库“一

河（库）一策”实施方案，完成 440 公里城镇河

流岸线、1719 公里河道和 59 座水库规划与划

界。编制完成《酉阳自治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为扎实推进全县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基

础。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 1613.91
平方公里，占县域 31.22%，进一步优化生态

空间格局。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分别与秀山、黔江签订酉水河流域、阿蓬江流

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组织编制长江经

济带战略环境评价“三线一单”。2018年，酉阳

完成各类营造林 26.46 万亩，落实天保工程管

护面积 347.3万亩，完成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

及兑现面积 206 万亩。全县林地面积达 529.7
万亩，林木蓄积量达 1606 万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达 57.71%。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14
个，预计新增耕地 4875 亩，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 119.08 万亩，耕地保有量 146.62 万亩；加

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全面加强非煤矿山生

态修复和整治。深化“绿盾”专项行动，强化自

然保护区管护，设立了大坂营市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站。开展《重庆酉阳三黛沟大鲵自然保

护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并依法关闭双银

汞矿厂，搬迁采石场 1 家、畜禽养殖场 12
家和 6 家农家乐。编制《酉阳自治县污染防治

攻坚战实施方案（2018—2020 年）》。2018 年，

完成重庆海北、湘台等 5 个电解锰企业遗留

渣场封场闭库整治和万博、中节能等涉重企

业污染治理工作；完成工业园区工业固废处

置场建设；规范污泥无害化协同处置，开工

建设县城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场。酉

酬水库良好湖泊、乌江水体达标等水污染防

治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开展农村土壤环境污

染详查工作，确定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

29 家，划定详查单元 40 个，核实农用地详

查点位 291 个，完成国控 11 个土壤监测点

位采样。近年来，酉阳成功创建市级绿色学

校 4 所，市级生态文明示范乡镇 9 个。动工

建设乡村旅游项目 42 个，启动板溪叠石花

谷、楠木十里荷塘、桃花山谷等一批田园综

合体。2018 年 11 月，酉阳成功获评“中国

气候旅游县”称号；在“发现重庆之美———

百万网民点赞重庆最美河流”活动中，阿蓬

江入选十大最美河流，龙潭水库入选十大最

美水库。

一直以来，酉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战略，深入实施环保五大行动，随着各项

环保工作的深入推进，酉阳生态环境质量不

断改善。2010 年以来，按照 PM10 的监测标

准，酉阳空气质量持续提升，至 2015 年，

酉阳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63 天，是

酉阳自治县有监测数据记录以来最多的一

年。2016 年以后，酉阳开始升级采用 PM2.5
监测标准，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依然排名

全市前列，2017 年、2018 年，酉阳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分别为达 347 天和 362 天，列全

市第一位。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举措，酉阳

县域生态发展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向好。

按照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

制基本要求（试行）的通知》要求，结合重庆市

市“多规合一”成果及村庄规划的内容，酉阳

在充分征求政府、专家、村集体及村民意见前

提下，积极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

工作。目前为止，全县 13 个传统村落已编制

完成《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保护发展规

划已划定核心保护区、建筑控制区、环境协调

区。初步建立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资金投入

机制，多举措推进传统村落建设。依托传统村

落建设项目和拯救老屋行动项目，按照每个

村 300万元的补助资金标准，共计投入 6600
万元，稳步推进 22 个传统村落村整体风貌的

提升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乡村生态振兴是普惠的民生福祉，

也是发展的深刻革命。建设富裕、美丽乡村必

须牢牢把握生态优先这一红线，筑牢生态屏

障，补齐生态短板。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积

极的污染治理与生态发展，未来的酉阳，将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43 个城镇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100%达标，森林覆盖

率达 57.5 %，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县域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

———重庆酉阳自治县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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