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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桐乡，春色正好，濮院镇红旗漾村的

“千亩稻田”基地吸引了不少游人。

濮院镇副镇长高玉祥告诉记者，这是一片

占地 1200 亩的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去年镇里

投资 300 万元对其进行景观改造，增设观光栈

道等休闲设施。“农旅结合还让基地培育的品

牌稻米打开了销路。”高玉祥说，“这要归功于

水质，我们治水的秘诀就是生态拦截沟渠。”

拦截沟渠治污，美丽
乡村添景

距离“千亩稻田”800 米处，有处“口袋公

园”，树木葱郁，一条水道蜿蜒向前，岸边点缀

着簇簇再力花、蓝花梭鱼草和鸢尾。很难想

象，这条精致的湿地长廊就是高玉祥口中的

“生态拦截沟渠”。

桐乡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生态建设指导中

心主任周雪娥介绍，由于与稻田存在地势落

差，农田尾水经排灌沟汇聚于此，形成天然的

尾水处理池。

可 就 在 两 年 前 ，这 里 还 是 另 一 番 光 景 。

“以前这是一条断头浜，由稻田排入的尾水未

经 处 理 就 被 直 接 排 放 进 附 近 河 道 。”周 雪 娥

说，不仅这潭水变得臭气熏天，排进河道的水

体中氨氮、总磷等指标也严重超标，加剧了周

边河道的富营养化。 2019 年下半年，桐乡市

投资 129 万元对这里进行农田氮磷生态拦截

沟渠改造。

“结合断头浜的地形特点，我们做了道‘加

法题’。”周雪娥解释，所谓的“加法题”，其实是

用挡水分离坝将沟渠从中间一分为二，再人工

设置前高后低的落差，从而建立起可自行流动

的 U 形回水系统。沟渠由 100 米变为 200 米，

尾水流经沟渠的时间也顺势延长了一倍，增加

了尾水在沟渠内过滤与净化处理的时间。

不仅如此，种植在沟渠底部的沉水植物可

吸附底泥中的氮、磷等物质，对底泥进行改良，

在沟渠内形成“水下森林”，投放的生物菌和水

生动物可分解水体内的污染物，进一步提高了

水体的自净能力。

“目前已建成的 8 条生态沟渠每年安排 6
次以上的水质检测，经过沟渠处理的水质从建

成前的Ⅴ类甚至劣Ⅴ类提升至Ⅳ类或Ⅲ类，总

氮、总磷分别下降 10%和 30%以上。”周雪娥说。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不同农田沟渠特点，

结合美丽乡村精品线和美丽田园建设，桐乡因

地制宜建设生态沟渠，多种生态沟渠在农田里

遍地开花。

“新建的拦截沟渠在保证排水功能的基础

上更加注重生态景观打造，从而形成农田景观

联结带，推进农田向绿化、美化转变，将田园变

公园，进一步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周雪娥说。

水 塘 负 责 净 水 ，“ 跑
道”可以养鱼

在桐乡，对污水的资源化利用有“加法”也

有“减法”。在位于大麻镇海华村的海北圩水

产专业合作社，“冲浪鱼”养殖基地就巧用一道

“减法题”找到了处理养殖尾水的妙招。

啥是“冲浪鱼”？指着一条条长 25 米的养

殖流水槽，基地负责人沈天富向记者介绍起

来：“其实就是把鱼养在这些流水槽中，利用机

械造浪造流，让鱼在水槽中像冲浪一样保持游

动。”沈天富说，长期在流水环境中生长的鱼因

运 动 量 大 而 脂 肪 含 量 低 ，肉 质 更 紧 密 ，口 感

更好。

沈天富进一步解释：“以前在 104 亩大的鱼

塘中养殖，以甲鱼和鲢鱼等为主，养殖尾水直

排入河，氮磷含量超标，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现在，鱼塘的产值几乎全部集中在这 2 亩左右

的 10 条跑道中，从 104 亩到 2 亩，养殖面积大为

缩减，但这被“舍弃”的大片水域其实也有大

作用。

记者放眼望去，10 条跑道位于水塘一端，

与水塘相连，一字排开的养殖水槽两头装有拦

鱼栅，一头的“推水增氧”装置让塘水实现循环

流 动 ，另 一 头 的 吸 污 装 置 则 时 刻 收 集 鱼 粪

残饵。

“鱼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流动的

水不间断地从‘跑道’内流过，带来氧气和食

物，又带走粪便和残渣。”沈天富说，推水增氧

让一塘静水动了起来，养殖过程中产生的鱼粪

和残存饲料顺着循环水流进入吸污水道，其中

的 80%可以被回收制成有机肥，剩下的 20%则

由鱼塘底排污系统收集利用，再由外围的浮游

生物、水生植物等进一步净化水质。

自 2018 年引入池塘循环流水“跑道养殖”

模式以来，沈天富前后共投入 200 多万元用于

“冲浪鱼”养殖的基础设施建设。他告诉记者，

跑道内养殖的 90%为鲈鱼，与传统鲈鱼养殖模

式相比，“跑道养鱼”模式提升了鲈鱼品质，鱼

的价格也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还能实现反季节

销售，“一年能产出 15 万斤左右的鲈鱼，主要销

往长三角地区，今年开始已经回本了。”

尝到甜头，被问及未来是否会继续扩产，

沈天富的回答却令记者有些意外——“104 亩

水塘处理这 10 条跑道的养殖尾水刚刚好，再增

产就吃不消咯。”在他看来，虽然收益不错，但

保持鱼塘的生态平衡，贵在把握一个“度”字。

自主研发设备，废水
循环利用

周末，位于洲泉镇的华腾牧场成了一片欢

乐海洋，不少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到此体验生

活，牧场里好不热闹。占地 320 亩，华腾牧场的

面积可不小，这里的牲畜粪尿如何处理？牧场

负责人詹天球说，这里的牲畜粪尿早已实现

“零排放”，还实现了废物利用。

在一台箱式固液分离设备前，詹天球向记

者介绍“变废为宝”的秘诀——牲畜粪尿经干

湿分离后，干粪便在炭化炉 700 摄氏度高温无

氧环境下加工成粪炭，加入木屑、小麦、水稻秸

秆等原料，经过特殊菌种的发酵处理可制成有

机肥；分离后的尿液，经设备爆气电解浓缩处

理 15 分钟后制成浓缩液体肥，可用于滴灌施

肥；剩下的废水还能净化到Ⅳ类水标准，用于

牧场内花卉灌溉，以及冲洗栅栏等，实现了循

环利用、变废为宝。

在此之前，牧场也经历过粗放式处理的阶

段。“以前废水经简单处理后进入排污管网，粪

便就采取就地堆肥的简单方法，老远就能闻到

浓重的臭味。”詹天球算起了一笔账：“按一万头

的养殖规模算，每天至少产生 30 吨排泄物，一

年就要产生 10950 吨排泄物，若按每吨 50 元的

处理费计算，光人工费就要近 55万元。”

牧场从 2015 年起开始自主研发处理设备，

如今不仅省下了排泄物处理资金，水质与环境

也得到了提升改善，更让牧场的发展迎来新机

遇——通过增设亲子游乐区、展示区等区块，

牧场大力发展观光旅游，形成种养结合、产销

一体的融合发展新业态。如今，华腾牧场的畜

禽粪污处理方法等还在浙江安吉、江苏宿迁、

山东淄博等地成功运用，去年还向国外出口了

3 台单价超百万元的集装箱式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备。

谈及未来，詹天球有新目标，他希望能有

更多人走进牧场，了解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的新理念，也希望自家技术能在更多牧场实现

推广，让更多的养殖废料变废为宝。

上图：位于大麻镇海华村的海北圩合作社

“冲浪鱼”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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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建设“湿地长廊”作为
生态拦截沟渠，治理农田
尾水；创新“跑道养殖”模
式引入循环流水，实现养
殖尾水零排放；采用自主
研发的污水处理设备，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浙江桐乡在农牧渔业上采
取一系列措施，提升污水
资源化利用水平，也优化
了农村人居环境。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关注污水资源化利用①关注污水资源化利用①

R

春 光 明 媚 ，桃 红 柳 绿 。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

石集乡组织 10 多名志愿者

和环卫工人来到古汴河，清

理 水 上 漂 浮 物 ，拾 捡 岸 边

垃圾。

近年来，泗洪县不断加

大水生态环境治理力度，通

过 常 态 巡 河 保 洁 与 集 中 巡

河保洁相结合，人工监测与

智能监测相结合，实现河长

制 工 作 由 运 动 式 向 常 态 化

转变、人工管理向智能管理

转变，把河长制工作向纵深

推进，使全县 171 条县乡河

道水清、岸绿、景美。

图为江苏省宿迁市泗洪

县石集乡水上环卫工人在古

汴河清理漂浮物。

张 笑摄（影像中国）

呵护古汴河

东平湖地处鲁西南，从湖边望去，近处芦苇金黄，

小船摇曳；远处碧波万顷，白鹭翩飞。这是山东省第二

大淡水湖。

东平湖蓄滞洪区是黄河中下游重要的蓄滞洪区，

当花园口洪水流量达到每秒 22300 立方米时，东平湖

将敞开怀抱接纳来水，确保下游安澜；它也是南水北

调工程的重要枢纽，长江之水一路北行，经十三级泵

站提水汇入这里，从此自流而下，输向京津冀地区；

它还是京杭运河复航工程的最北端，不久的将来，一

艘艘货船将从这里的东平港起航，直达江浙。

近年来，山东东平举全县之力，保护好、治理好、利用

好东平湖，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生态修复

黎明时分，东平湖上静悄悄。两只小木船轻轻划

进湿地，上面载着几名手持拍摄器材的鸟类摄影爱

好者。

“大家不能再靠近了，青头潜鸭的警惕性很高。”

“鸟导”张建轻声嘱咐。前几年，张建还是另外一个身

份——湖中一家餐饮船的老板。当时，这样的餐饮船

比比皆是，垃圾倒进湖里，臭气熏天。“整个湖上还布有

12.6 万亩网箱，每年投饵就要 3 万多吨，水质怎么能达

标？”东平湖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其林说。

2017 年实施的东平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首

先就是取缔餐饮船。“餐饮船污染太大，那钱挣得不舒

心。”张建说，如今自己的餐馆挪到岸上，生意照样红

火。随着鸟类数量逐渐增多，张建凭着对湖里地形和

鸟类习性的熟悉，当起了“鸟导”，接待慕名而来的观鸟

爱好者，仅此一项，一年收入便有三四万元。

同样受益的还有沿湖村庄。桑园村三面环水，村民

世代打鱼为生，村里的生活垃圾和污水长期直排湖里。

2019年，县里投入 900多万元建起污水处理设施，所有生

活污水都由管道收集后统一处理。为把好湖水质量，东

平县在戴村坝修复了 790 亩湿地生态圈，有效减少了水

污染，更让这里成了动植物的乐园。

近年来，东平县在全域范围内进行生态项目整体

化布局，总投资 32.14 亿元，生态环境得到了大幅提

升。通过拆除网箱、砂场清理、拆违清障等行动，当地

清除违建 447 处，清理网箱网围 12.6 万亩，打捞菹草 4
万吨，清理废弃船只 1500 艘，水质稳定在国家地表水

Ⅲ类水标准以上。

隔离防护

“夏天，这片金枝槐金灿灿的，那片白皮松绿油油

的。到了秋天，那片五角枫红艳艳的，别提多好看了！”

指着老湖镇环湖路旁的一片树林，种了半辈子树的东

平县林业发展中心职工马忠新高兴地说。

水质好了，湖水清了，东平湖就像一颗嵌在鲁西南

大地上的蓝宝石。为了给这颗宝石镶起一道“花边”，

东平县近两年来大力建设环东平湖生态隔离带，74 公

里的生态防护林悄然成景。

“建生态防护林，并不是简单栽树。”马忠新边走边

向记者介绍：“县里请来专业机构高标准规划设计，湖

边浅水区建湿地，栽植多种乔木、灌木和水生植物，增

强污染物降解能力；湖岸修建绿色生态漫道，供群众和

游客休闲观光。”

银山镇卧牛山村背山面湖。以前，一条不到 4 米

宽的土路，路面失修，坑坑洼洼，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

泥。新建的生态隔离带道路，宽 19 米，配有专门的步

行道和自行车道。年近 80 岁的村民唐广顺，每天都会

沿着步行道散步，“城里来的游客都可羡慕了，说我们

住的是湖景房，呼吸的是新鲜空气，健康长寿！”

东平县交通局副局长赵方厚说，这条路是民用建

筑与东平湖湖面的分界线，建有专门的排污管网，能有

效防止沿线雨水、污水直排入湖，“一旦遇到洪水漫堤，

还能够有效保证沿湖群众在最短时间内安全撤离。”

渔民转型

老湖镇王李屯村渔民李后坤，现今的工作是手划

木船载着游客游览湿地。“一圈下来四五十分钟，游客

可以饱览东平湖的美景。”李后坤说，“现在我每个月能

挣 4000 元左右，看着环境越来越好，听着游客对美景

赞不绝口，心里也舒坦。”

李后坤从 2000 年开始用网箱养鱼，40 多亩水面，一

年最多能挣 20 万元。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取缔了网

箱网围，没有了收入来源，李后坤的渔船也闲置了。

守着好风景，不能过穷日子。为了解决这些渔民

的生活问题，东平县大力发展以东平湖为品牌的文旅

产业，对全县的旅游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和提升，

大量渔民转产旅游业。划着同样一条船，李后坤吃上

了旅游饭。

同样一条渔船，渔家姑娘解庆丽把它划进了网络

直播间。“大家看，这是我老公刚捕的大鲤鱼，足足有 7
斤重，味道鲜美。”一条渔船、一对夫妇、一部手机，解庆

丽的直播又开始了。

增殖放流、定期禁渔，让东平湖渔业真正实现了

“人放天养”。解庆丽开网店、做直播，忙个不停。她的

网店每天出单 200 多箱鱼和其他湖产品，每月营业额

达 10 万元。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的问题。”泰安市委副书记、东平县委书记曲锋说，“要

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加快形成保护环境的

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

东平治湖记
本报记者 肖家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