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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责任田”，有效解
决河湖治理末梢难题

一大早，任建忠打开手机软件，刷脸签到、设

定路线。作为四川成都崇州市隆兴镇青桥村的

村级河长，他又开始了巡河，“每周两次，每次不少

于一小时，守好家门口的河，这是咱分内的事。”

任建忠沿着蜿蜒的桤木河前行，林深路幽，

水流轰鸣，他仔细扫视四周：“巡河要眼疾手快，水

里、岸边、排水口、井盖下，犄角旮旯都不能放过。”

说话间，急流裹挟一团垃圾漂下来，任建忠

一个健步冲过去，俯身打捞。走着走着，听到排

水口传来水流声，他拨开茂密草丛，看颜色、嗅味

道；看到杂草在河中央打着旋，他又拍照上传，联

系保洁……一趟下来，任建忠操心的事真不少，

“水质好不好，堤防牢不牢，都要巡查到位。”

村级河长干什么？2017 年 3 月，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的任建忠有了“河长”新身份，他坦言，

刚上任就感到压力：“当时的桤木河，河水黑臭，

泛着油花，村民怨气不小。”

“既然当上河长，就要守好‘责任田’。”任建

忠不仅定期巡河，还组织村民成立了保洁队，与

养殖户谋划转型，“垃圾不落地，污水不入河，几

年下来，桤木河变清变美了。”

桤木河的变化，大家伙儿看在眼里。村民郭

琼琪说：“以前这里是烂泥潭、酱油河，大家绕道

走。现在有了人行步道、观景台，我们没事就来

河边散步。”目前桤木河水质恢复到地表水Ⅲ类。

村级河长上岗，发挥积极作用。“乡村河湖就

像是‘毛细血管’，点多面广。过去因投入不足、管

理不到位等原因，一些河流存在水体萎缩、水质

退化等问题。村级河长巡河护河，有效解决了河

湖治理的末梢难题。”水利部河湖管理司二级巡

视员荆茂涛介绍。截至目前，全国村级河湖长

（含巡、护河员）已有 90万名。

乡村河湖有人管，更要管得好。随着河长

制全面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治河，一条

上下贯通、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逐步形成。

“河上漂来一条污水带！”不久前，江苏泗阳

县裴圩镇东高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刘刚发现问

题，立马溯流而上，排查污染源。作为村级河

长，他负责巡护 5 公里长的黄码河。

“排污管破损，污水直往外冒。”刘刚查明原

因，立马向镇里报告。不到一小时，镇级河长、

水利技术人员和施工队赶到现场“紧急会诊”，

及时更换管道，并实施雨污分流。

“小事不出村，大事有着落，村巡查、县乡协

调，有啥问题都能及时解决。”刘刚说起巡河底

气足。

目前泗阳有县级河长 15 名，乡级河长 167
名，村级河长、河段长 210 名。三级河长形成治

理合力，建设污水处理厂、整治河道、绿化环境，

一系列举措让黄码河重焕生机。

看全国，各级河湖长层层压实责任。31 个

省份已全部建立起河湖长制，各省级党委和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双总河长，明确省、市、县、

乡级河湖长 30 多万名，省、市、县全部设立河长

制办公室，专职人员超 1.6 万名。

天上看、“云”里巡、网上
管，推动治河向“智”河转变

青山碧水间，龙伏溪蜿蜒流淌。浙江桐庐

县横村镇杜预村的村级河长姚兴军手持遥控

器，操作无人机稳稳升空，从几米高的地方俯

瞰，河面一览无余。

无人机巡查，让姚兴军有了“千里眼”，他感

叹：“高清镜头扫描，画面清晰地显示在遥控器屏幕

上。躲在旮旯里的枯叶、生活垃圾都逃不掉电子

眼的监控。以前来回巡河一趟要一个小时，如今

无人机二十来分钟就能搞定，画面还能反复回看。”

手机也成了巡河新工具。打开“智慧河道

云平台”，姚兴军介绍，发现问题，直接线上报，

第一时间处理。排放口水质实时监测，一旦出

现异常，及时预警。

一张网，从河里延伸到岸上。“过去村民乱

往河里扔垃圾，实在令人头疼。”姚兴军说，智慧

管理，改变了村民的习惯。目前，11 个村民集

居点安装了摄像头，督促垃圾入桶。易腐垃圾

桶上还装了智能芯片，实现易腐垃圾自动称重、

拍照、识别。

治河手段多了，治理效果好了。“如今的龙

伏溪既是风景线，更是亲水走廊。两岸绿树成

荫，步行道干干净净。”姚兴军在巡河中，时不时

就会遇到散步的村民。

“河长巡河点一点，发现问题拍一拍，信息

上报扫一扫”，浙江已经实现覆盖省、市、县、乡、

村五级的河长制信息化平台。浙江省河长办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新 技 术 让 河 湖 管 理 更 科 学 高

效。目前浙江河长制信息化平台已接入河长、

河道、河湖等基础数据 13 万多条，巡河、水质、

考核等业务动态数据 247 万多条。

新技术赋能，不仅让治河有“数”，更为加强

河长制监督考核提供了支撑。

“请各位村级河长抓紧完成本周巡河任务。”

在崇州市白头镇高笕村党支部书记王宇的微信

群里，镇河长办工作人员及时提醒，“巡河情况录

入后台，上级河长可及时监督履职情况。”

“河长全市联网，问题在线跟踪，发现一起，

解决一起。”今年 7 月，桤木河河堤出现险情，王

宇上报后，一个小时左右，镇河长办协调机器进

场，及时抢修，确保了村民安全度汛。

成都市依托“成都 e 河长”平台，构建问题

整改闭环、智慧化考核等机制。目前全市河长

累计巡河 332.25 万人次，上传问题 7.8 万多个，

整改率达到 97.9%。

据了解，目前水利部初步建成“卫星遥感+无

人机+视频监控+手机 APP”河湖监督检查系统，支

持各地积极建设“河长+”体系，打造“天、空、地、人”

立体化监管网络，建设“智慧河长”“数字河长”。

治水治岸，景美村美，为
乡村振兴引来源源“活水”

问题在河里，根子在岸上。村级河长将巡

河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发展绿色产业相

结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滏阳河迤逦绕村流，垂柳依依、河水盈盈，

把河北磁县磁州镇南开河村装扮得格外美丽。

变化来之不易。过去，滏阳河水环境差，村

民怨声载道。村巡河员杨龙回忆，“生活污水乱

排、垃圾乱倒，河道淤积严重，都是‘老大难’的

问题。”

在相关部门支持下，南开河村统筹推进治河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治污水、清垃圾、修河道，

从治水到治岸，一系列硬举措推出。村里 95%的

农户完成厕所改造，污水管网和处理厂建好了，

河道进行清淤拓宽，16 名保洁员定期清扫，从根

子上解决水环境问题。

在磁县，县乡村三级河长共有 244 人，其中

滏阳河磁县段设立 26 名村级河长，并成立巡河

员队伍。全县以河长制为抓手，坚持水岸同治、

标本兼治，大力实施滏阳河生态修复工程，封堵

排污口 81 处、清理垃圾 9 万多立方米，绿化面积

2600 多亩，滏阳河水质从Ⅳ类改善到Ⅲ类。

水清景美，促进兴业富民。滏阳河是风景

线，更是文化线。依托磁州窑、漕运码头等传统

文化，当地打造开河水镇。“来我们这的客人真

不少，每天忙得团团转。”村民程万春摆起了摊，

土特产品销量不错，每月能收入 3000 多元。在

南开河村，1000 多名村民发展民宿餐饮、特产

销售，吃上了“生态饭”。

放眼全国，河湖添新颜，发展增活力。海南

省围绕乡村振兴、文化传承、旅游提升等任务，以

水网串联景点，今年计划完成 196 条以上幸福河

湖建设。青海省 6723 名河湖长以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为抓手，统筹解决水资源保

护、水环境治理等问题。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成效显著，水美乡村、水生态文明村试点建设不

断推进，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水质断面比例从

2016年的 67.8%上升至 2020年的 83.4%。

“乡村河湖承载乡村产业发展、文化传承、

生态保护等功能。作为河长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各地村级河长应继续履职尽责，发挥沟通上

下级、联通上下游的作用，坚持综合施策、系统

治理，将河湖治理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为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荆茂涛说。

上图为浙江省长兴县夹浦镇太平桥村，几

名河道保洁员在河道内打捞水草。

王晋焱摄（人民视觉）

河长制全面推行 5年来，90万名村级河湖长发挥积极作用

村里河长上岗 家乡水质变样
本报记者 王 浩

■话说新农村R

本报电 （记者李晓晴）从日前举行的乡村发展

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论坛上获悉：各地区各部门扎

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取得了重要阶

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

过 68%，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超过

90%，全国 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村庄基

本实现干净整洁有序。

乡村发展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论坛，由农业农

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举办，

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公益项目启动

仪式。该公益项目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

共同发起，计划重点支持农村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

升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后的产业发展等，“十四五”期间预计总投入不低

于 1 亿元。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江南水乡水网密布、地块零散，如何打造农

业发展新优势？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加快推

广农业新技术，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打造农

业现代化这一“金扁担”。

新技术到田间，农业迈向绿
色高效

位于洛社镇的惠山区精细蔬菜产业园，承

担了无锡市 60%以上的地产叶菜供给。城郊型

蔬菜以速生叶菜为主，可是产业园地处太湖流

域，种菜会不会影响太湖水质？

为有效解决农业面源污染，惠山区推广蔬

菜全程绿色高效生产体系。走进园内万寿河

蔬菜专业合作社，8 米宽、3 米多高的大棚宽敞

明亮，一棵棵小青菜、金花菜鲜嫩欲滴。棚顶

安装了臭氧消毒机，棚内布置有害虫诱捕器和

喷 滴 灌 系 统 ，各 式 各 样 的 先 进 设 备 让 人 目 不

暇接。

去年，惠山区探索设施蔬菜机械化种植模

式。“过去农机哪开得进大棚？现在种菜越来越

绿色高效了。”万寿河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郜

士团说，目前合作社 90%的叶菜生产环节实现

了机械化，作业效率提高了 4 倍左右，成本降低

了一半。

菜 地 里 的 落 叶 残 果 、废 弃 秸 秆 去 哪 儿

了？惠山区精细蔬菜产业园管委会负责人顾

宪 昌 介 绍 ，园 区 建 立 了 农 业 废 弃 物 肥 料 化 利

用 处 理 中 心 。 配 备 发 酵 池 、废 液 收 集 池 等 基

础 设 施 ，将 尾 菜 、秸 秆 等 有 机 废 弃 物 集 中 处

理，通过粉碎、发酵转变为有机肥，发酵液也

能用作叶面肥。目前，全区已经建成 40 个蔬

菜 废 弃 物 处 理 中 心 ，绿 色 防 控 示 范 作 业 累 计

达 3 万亩次。

为了加快提升蔬菜产能，惠山区出台蔬菜

产业帮扶政策。在洛社蔬菜园区及堰桥、前洲、

玉祁等地，规划新建 2600 亩高标准蔬菜基地，

对蔬菜园区核心区 400 亩设施大棚进行提标升

级。同时，充分融合农机农艺，实现大宗蔬菜主

要环节机械化作业覆盖率达到 100%。

新型农民带动，推动桃产业
全链条发展

天气转凉，阳山镇 63 岁的桃农杨亚娟终于

可以歇歇了。“今年 5 亩桃子全卖完了，价格不

错。”杨亚娟说，过去只能拉到市场上零售，破

损率高，收入不稳定。这些年，她尝到了“云摆

摊”的甜头：“只要在线填上地址、电话、亩数和

品种，就可以预约合作社上门取桃。”

杨亚娟实现“云摆摊”，离不开返乡创业的

电商达人陆钰琳。几年前，陆钰琳返乡成立阳

山镇蜜桃匠水蜜桃专业合作社，利用电商平台，

方便桃农销售。

水蜜桃是阳山传统优势产业。这些年，越

来越多新型职业农民成了产业带头人。目前，

全镇已有 3200 名大学生返乡发展传统桃产业，

创办合作社 120 余家、家庭农场 27 家，带动桃农

5000 多户，水蜜桃线上销量占比接近 50%。“利

用公众号推广桃树认养模式，短短一天就有上

百棵桃树找到买家。”陆钰琳说。

种得好才能卖得好。为了进一步擦亮金字

招牌，去年，惠山区实施水蜜桃产业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阳山镇党委书记杨国忠介绍，镇里聘

请 11 名高校教授担任首席技术专家，成立阳山

水蜜桃产业研究所、教授工作站，重点研究品种

选育、种植管理、病虫防治等全程质量管控体

系，全方位、全链条、全流程推动桃产业向高标

准、高品质发展。

政策加持、人才助力，桃产业发展“接二连

三”。如今，一家家农家乐、精品民宿矗立在片

片桃林间，让乡亲们迎来更多好“钱景”。去年，

全镇水蜜桃种植面积 2.1 万亩，产值达 3.95 亿

元，桃产业经济总计 15 亿元。

惠山打造现代农业“金扁担”
本报记者 郁静娴

推 动 农 产 品
加工业由“初字号”
转向“精字号”，要
坚持联农带农，让
更多农民分享产
业增值收益

丰收时节，河南省正

阳县农民又迎来新收获。

一 粒 粒 花 生 从 田 间 进 车

间，经过筛分、脱壳、精选，

变成了花生油、休闲零食、

保健品。在产业链上，不

仅小小的花生身价倍增，

就连花生秧、花生壳也变

身为俏销商品。得益于不

断延长的花生产业链，正

阳县花生常年种植面积达

170 多万亩，花生之乡名不

虚传。

还不只是正阳。这些

年，农业产业化政策不断

加力，不少地方的农产品

精深加工发展迅速。2020
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营

业收入约 23.5 万亿元，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

过 8.1 万家，加工转化率提

升 到 68％ 。 农 产 品 加 工

业蓬勃发展，不仅延长了

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完

善了利益链，也在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满足居

民新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是基础。作为乡村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加

工一头连着农业、农村和

农民，一头连着工业、城市

和市民，它发展得好不好，

直接关系着乡村产业体系

强不强。

当前，农产品加工业

加 快 发 展 的 有 利 因 素 很

多。从发展环境看，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构建新发

展格局，都为产业发展带

来难得的机遇。从支撑要

素看，近年来城乡融合发

展步伐加快，乡村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等条件大幅

改善，资金、人才、技术等

资 源 要 素 加 速 向 乡 村 汇

聚，为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注入新动能。但

要看到的是，目前农产品加工业由于总体发展

时间还较短、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产

业链条仍然较短，上下游环节尚不匹配，一些地

方的产业水平还停留在“初字号”“粗字号”，亟

待加快转型升级，转向“深字号”“精字号”，提升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由“初”转“精”，首先要

完善扶持政策，瞄准“人、地、钱”等要素加强政

策供给，加大对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支

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其次要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加工技术

和装备研发水平，打通农产品加工技术关键环

节和瓶颈制约。与此同时，还应注重搭建平台

载体，在产业基础较好的区域建设农产品加工

园区，横向融合一二三产业，纵向贯通产加销，

打造农产品加工业升级版。

如今在正阳，不少尝到花生种植甜头的农

民说，“日子过得美，全靠产业‘链’得牢”。可

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得好，往往能够激活一片

区域、壮大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农民。所以农产

品加工业发展壮大，要融入乡村产业发展大局，

发挥带动作用，引导先进市场要素和农村特色

资源对接，把现代化经营理念引入产业发展。

与此同时，更要坚持联农带农，完善与各类经营

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农民分享产业增

值收益，让乡亲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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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全面推行河长制 5年来，每
条河流都有了健康守护人。作
为河长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全国 90 万名村级河湖长
（含巡、护河员）上岗担责，履职
尽责，完善了上下贯通、环环相
扣的责任链条。

安徽省庐江县大力推广水

稻、小麦等农作物收割打捆一

体化作业，回收的秸秆用于养

殖、生物质发电等领域，有效促

进了生态保护和秸秆资源综合

利用。

图为同大镇临圣村，农业

机械正在收获后的稻田里打捆

作业。

左学长摄（人民视觉）

秸秆回收

变废为宝

■乡亲们的身边事⑤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