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水溪蜿蜒流入嘉陵江。两水相汇处，是

重庆市沙坪坝区金蓉社区党委书记、村级河长

蒋世佳的巡护区域。“这里水流相互顶托，垃

圾、杂草等漂浮物容易堆积。巡河时要格外关

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一年下来，我们能清理

河道垃圾 10 多吨。”

清理垃圾、上报线索、申请项目……蒋世佳

忙得带劲儿，“有了村级河长，家门口的河，有人

管也管得好。水清岸绿，大伙儿住得更舒心了。”

每一条河、每一个湖都有人管了。全面推

行河湖长制以来，全国省市县乡村五级 120 多

万名河湖长上岗履职，其中村级河湖长（含巡

护河员）已有 90 多万名，上下贯通、环环相扣的

责任链条，促进乡村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守水尽责，农村河湖

环境向好

小河静流，草木葳蕤，墩子河畔的湖北省

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梅林村风光如画。村

级河长陈贤彬沿河而行，悉心巡查，“每天出门

我都先到河边走走看看。”

“ 墩 子 河 虽 小 ，但 通 向 长 江 ，必 须 守 好

‘ 责 任 田 ’。”自 2015 年 担 任 村 级 河 长 以 来 ，

陈 贤 彬 一 点 点 摸 清 门 道 ，“ 浪 花 里 气 泡 多 ，

说 明 水 体 含 氧 量 不 错 。 草 丛 里 的 排 污 口 要

多 看 多 闻 。 滚 水 坝 、泄 洪 闸 等 水 利 设 施 得

按 时‘ 体 检 ’。”

河长上岗，守水有责。“过去污水直排、垃

圾乱扔，河水又脏又臭，村民绕道走。”陈贤彬

回忆，“从上游水库放水冲污，过不了几天水面

又恢复原貌。缺钱又缺人，黑臭淤泥挖不干

净，效果不尽如人意。”

有难题，找河长。“区、乡、村设立三级河湖

长，同抓共管。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

门联手。河长办统筹协调，督导考核，‘九龙治

水’变成合力治水。”夷陵区河湖长制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商桑介绍。目前夷陵区设立 36 名区

级 河 湖 长 、54 名 镇 级 河 湖 长 、208 名 村 级 河

湖长。

有队伍、有资金，治理力度明显加大。陈

贤彬感受深切，“河道得到彻底清挖整治，厕所

改造基本完成，排污沟升级为污水收集管网，

九成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陈贤彬说，“棘

手问题上报后，当天就有回复。”目前墩子河水

质由劣Ⅴ类变为Ⅲ类。

墩子河的变化，梅林村村民田圣举看在眼

里：“风景变好了，村里人都来河边遛弯、跳广

场舞。”

“农村河湖虽多为小微水体，但承担着灌

溉、供水和涵养生态等多种功能，在保障粮食安

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村级

河湖长通过常态化管理，解决水保护治理的‘末

梢’难点。”水利部河湖管理司河湖长制工作处

处长吴海兵介绍。

治水要“智”水。手机、无人机等成为巡河

新工具，巡河更便捷，治理更高效。

在江西省赣县区东田村，东田河绕村而

过。“手机巡河，帮了大忙。”村党总支书记、村

级河长成中正说，“打开‘河掌云’手机软件，签

到定位，巡河足迹可被实时记录。发现问题拍

一拍上传，小事不出门，大事有人管。”

“村级河长在线晒问题，我们精准解决，管

护不留死角。”赣县区河长办常务副主任邓毅

介绍。一系列新技术广泛应用，让河长有了

“顺风耳”“千里眼”。区里打造智慧河长平台，

安装视频监控，目前区里共安排村（居）级河长

276 人，巡查员或专管员 176 人。

技 术 赋 能 ，河 湖 长 实 现“ 云 ”里 巡 、在 线

管。各地探索打造“天、空、地、人”立体化监管

网络，初步实现“卫星遥感 +无人机 +视频监

控+手机软件”的河湖智慧监督检查。

治水治岸，水美乡村

更加宜居

潺潺小河淌过田野，青青草木映入碧水。

“水变清了，岸变绿了，河湖成了村里的风景

线。”江苏省泗阳县卢集镇成子湖社区党委书

记、村级河长邵建感慨。

曾几何时，水质退化困扰水乡。“治污的呼

声大，咱要下大力气解决。”邵建说。

清淤泥、连水系、治污水，一套组合拳让河

畅流、水常清。“原本脏臭的底泥被清除，河道

每隔 50 米就有一个抽水泵，流水潺潺、清水见

底 、游 鱼 细 石 的 景 象 又 回 来 了 。”邵 建 细 数

变化。

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是难题。“过去一套管

网通到底，雨水污水一起流。如今，开展雨污

分流改造，建设处理厂，让污水得到根治。”邵

建介绍。

泗阳县河湖众多、水网交织，为了守好水

环境，当地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全力推进河道

疏浚、河水治污、河岸绿化，打造幸福河湖。今

年以来，县、乡两级河湖长累计巡河 3000 多次，

村级河湖长巡河 8200 多次。目前，35 条河道

实现系统化治理，治理河道 137 多公里，实施河

道清淤 100 多公里。

问题 在 水 里 ，根 子 在 岸 上 。 村 级 河 湖

长 治 水 更 治 岸 ，统 筹 推 进 农 村 河 湖 保 护 和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打 造 更 多 人 水 和 谐 的 美 丽

乡 村 。

织女河流经山东省寿光市台头镇三座楼

村，小桥横卧，步道延绵。“织女河成了村民们

的亲水线，唱歌的、跳舞的，晚上都过来，河边

可 热 闹 了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村 级 河 长 张 吉

光说。

织女河变美，来之不易。“过去，污水流河

里，垃圾倒河边，家里是干净了，河里却变得

脏乱差。”张吉光说，当上河长，思路打开了。

结 合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工 作 ，改 水 改 厕 、垃 圾 处

理 、村 容 改 善 一 手 抓 ，治 水 、治 岸 、治 村 一 体

推进。

“过去垃圾为啥堆河边，还不是因为没地

儿倒？近些年在市里支持下，村里有了保洁

员 、村 道 上 放 了 垃 圾 桶 ，专 业 保 洁 公 司 定 期

清运，垃圾再也不落地。”张吉光介绍，“安装

路灯、铺绿化带、修小广场，织女河的‘颜值’

更高了。”

“透过河水能看到水草了，鱼群变多了，消

失好些年的白鹭飞回来了。”日常巡河中，张吉

光总能欣喜地发现织女河的新变化。

一个个水美乡村更宜居。10 年来，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70%，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

水平明显提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2021 年水

利部基本完成第一批 55 个水美乡村试点县建

设任务，治理农村河道 3800 多公里、湖塘 1300
多个，受益村庄 3300 多个。

兴业富民，好生态带

来好产业

小河弯弯，清水淙淙，一道风景线孕育一

条产业带。

在河北邯郸，滏阳河迤逦奔淌。上游的溢

泉湖，水天一色。“大家的营生从水里搬到岸

上，河变美了，人也富了。”磁县路村营乡下庄

店村村民孙超说，“赏美景、品河鲜，渔家乐生

意红火，忙的时候一天能招待五十来桌。”

孙超见证着滏阳河的变迁，“以前家里网箱

养鱼，虽说挣着了钱，可河水水质越来越差。”县

里开展网箱清理，孙超带头上岸，办起渔家乐。

“清理网箱、治理污水、美化环境，随着治

理推进，清凌凌的滏阳河又回来了。”下庄店村

党支部书记、村级河长王金柱说，靠水吃水有

了新吃法，开民宿、办渔家乐，不少人吃上“生

态饭”。

以水为景，以景兴产。磁县将水生态治理、

水景观打造与水文化、民俗产业、旅游开发等相

融合，2021年全县接待游客 700多万人次。

邯郸大力实施滏阳河全域生态修复，对

沿线 145 个村庄开展环境美化。一河碧水带

动 沿 线 发 展 。 源 头 的 峰 峰 矿 区 ，鲜 切 花 、中

草 药 等 一 批 特 色 产 业 依 河 而 兴 。 中 游 永 年

区 ，河 堤 顶 路 竣 工 ，绿 色 蔬 菜 运 输 更 加 方

便。下游曲周县，好水“浇灌”出多肉植物产

业 ，育 苗 企 业 发 展 到 30 多 家 ，年 培 育 种 苗 8
亿多株。

“滏阳河是绿色生态带，更是璀璨文化带、

缤纷旅游带，我们在强化治理的同时，提升景

区品位、靓化沿岸风貌、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以

古迹踏寻、通航观光、林果采摘、特色农业等为

主的沿河产业，让生态之河成为富民之河。”邯

郸市水利局局长侯有民说。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广 西 北 海 市

努 力 实 现 河 长 全 覆 盖 、责 任 无 盲 区 ，实 施 水

系 连 通 及 水 美 乡 村 建 设 ，良 好 的 水 环 境 为

生 态 农 业 、乡 村 旅 游 提 供 有 力 支 撑 。 陕 西

汉 中 市 推 进 河 湖 长 制 与 全 域 旅 游 、文 化 建

设 等 深 度 融 合 ，在 汉 江 、嘉 陵 江 沿 线 打 造 生

态 城 镇 ，让 河 湖 生 态 优 势 逐 步 转 化 为 经 济

发 展 优 势 。

吴海兵介 绍 ，乡 村 河 湖 对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保护、乡村产业发展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村

级河湖长要统筹好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

理，为乡村全面振兴引来源源不断“生态水”

“发展水”。

目前全国村级河湖长和巡护河员已超 90万名

家门口的河变清变美了
本报记者 王 浩

给农业插上科
技的翅膀，加强农
业实用科技创新，
让农民用上最好
的技术，种出最好
的农产品

今年秋收，山东滨州

农 民 张 荣 青 收 获 两 份 喜

悦。大豆收割机与玉米收

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交

替作业，看着黄澄澄的玉

米、圆滚滚的大豆颗粒归

仓，张荣青感叹：“玉米不

减产、增收一季豆，农机农

艺跟得上，复合种植让咱

种粮人更有赚头。”

稳玉米、扩大豆。今

年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大面积示范推广的第一

年。这一方式因地制宜，

充分挖掘种植潜力，不仅

为保障玉米产能、增加大

豆面积提供了新途径，也

为农民增加收入拓展了新

空间。

事实上，间种套作在

农 村 有 着 悠 久 传 统 。 过

去，由于传统种植技术不

到位，既费工费力，效益又

不 佳 ，农 民 积 极 性 不 高 。

如今，品种更新了，服务到

位了，机具配套了，复合种

植的规范化、标准化、机械

化水平大幅提高，农民的

种 植 热 情 看 涨 。 数 据 显

示，16 个省份 1047 个县共

4 万多家新型经营主体积

极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今年秋粮生产，落实

大 豆 玉 米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1500 多 万 亩 。 这 也 再 次

证明一个道理，新技术、新

模 式 要 真 正 在 田 里 扎 下

根、结出果，必须让广大农

民 看 得 懂 、学 得 会 、用 得

上、见到效。

新技术推广，要让农

民 在 种 植 过 程 中 没 有 后

顾之忧。从推广实践看，

凡 是 大 豆 玉 米 带 状 复 合

种植推进效果好的地方，

从播种到出苗，从植保到管护，科研、农机、农艺

等部门协同推进，全周期都有技术专家跟踪指

导。专家服务团进村下田手把手教，“云问诊”线

上点对点指导，既尊重科学规律，又尊重农民意

愿，良种良法配套，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种植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后顾之忧解除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激发出来了。

新技术推广，要让 农 民 在 种 植 过 程 中 有 账

算 、能 增 收 。 广 大 农 民 是 农 业 生 产 的 主 体 ，让

他 们 接 受 新 经 营 方 式 、新 种 植 技 术 的 前 提 ，是

全链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从种植

环节看，要从政策和经营两方面着手调动农民

种 粮 积 极 性 ，进 一 步 强 化 政 策 供 给 ，健 全 农 民

收益保障机制；与此同时，聚焦关键薄弱环节，

提升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让农民种地

有 支 撑 、有 底 气 。 从 销 售 环 节 看 ，要 强 化 产 业

带 动 ，推 动 产 业 化 开 发 和 订 单 生 产 ，让 农 产 品

通 过 深 加 工 满 足 居 民 需 求 ，销 路 更 好 、价 格 更

高，让种地有效益，尽可能让农民多得利。

当前，人们消费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

农产品生产不仅要注重量的积累，更要注重质的

提升。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给农业插上科技

的翅膀，加强农业实用科技创新，让更多新技术、

新模式不断滋润沃野田畴，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

术，种出最好的农产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

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我们的饭碗就能端得更牢、

装得更满、成色更足。

让
更
多
新
技
术
滋
润
沃
野
田
畴

常

钦

■话说新农村R

山 东 省 东 平 县 梯 门 镇 东 瓦 庄 村 蔬 果 大

棚 内 ，圆 鼓 鼓 的 甜 瓜 、黄 灿 灿 的 哈 密 瓜 ，让

人垂涎欲滴，空气里都是香香甜甜的味道。

瓜 农 们 忙 着 采 摘 、搬 运 、装 车 ，几 乎 来 不 及

喝口水。

“王书记，你来尝尝俺家的瓜。”村民陈兆

行切开哈密瓜，递给村党支部书记王兴宝。“真

甜，肯定能卖个好价。”王兴宝竖起大拇指。

靠种瓜致富，陈兆行过去不敢想。因为以

前的东瓦庄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种地靠天吃

饭，村民收入低。

发展特色产业，让村民们鼓起腰包。村两

委多次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集思广

益。大伙儿到外地取经，学习好经验，与种植

技术先进的村结对子，发展果蔬种植产业的思

路渐渐清晰起来。

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有果蔬

种植意向的村民近百人，但到报名时却寥寥

无几。村民代表大会上，有人问了一句：“王

书 记 ，你 老 是 说 种 大 棚 能 赚 钱 ，那 村 干 部 种

不种？”

王兴宝愣住了，他知道，没有带头人，村民

心里没底。他带头流转 130 多亩土地，建起 20
多个大棚。村民们看在眼里，纷纷跟着干。

由于经验不足，第一季哈密瓜品相不太

好。王兴宝没有愁眉苦脸，他给大家鼓劲：“酒

香也怕巷子深。咱的瓜吃起来又甜又香，品质

没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推销出去。”村干部发

动村民，大家齐心协力，十几天之后，哈密瓜销

售一空。

产业发展，关键要叫响品牌。东瓦庄村成

立了东平县果蔬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馋嘴王”商标。为了搭上互联网“快车”，村

民还建立瓜果网上销售中心，聘请专业技术和

销售人员驻村指导。“瓦庄瓜”名气渐响，瓜果

客商纷纷上门，供不应求。

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到产业中。“技术员

上门送技术，还帮忙找销路，我们的收益一年

比一年好。”村民张庆顺承包了 10 个大棚，几

年时间就变成了村里的富裕户，现在每年收

入 30 多万元。东瓦庄村带动周边 150 多户群

众 发 展 特 色 种 植 ，每 年 可 提 供 600 多 个 就 业

岗位。

村里为群众提供种植、管理、销售全方位

服务，引导村民积极融入产业体系。村里的高

素质农民培训基地，聘请专家担任产业发展顾

问，开展种养等实用技能培训，到田间地头传

授技术，现场答疑解惑。

路子走对了，越干越有劲。目前，东瓦庄

村投资 800 多万元建设高标准钢架结构塑料

大棚 148 个，配套建设水泥路、水肥一体化排

灌设施，建成两座蓄水池。全村种植哈密瓜、

甜 瓜 等 5 个 品 种 ，种 植 面 积 已 经 扩 大 到 1600
亩。原来一亩地年均收入 1500 多元，现在变

成了 3 万元。

如今在东瓦庄村，一条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的产业链条逐渐形成，价值链条不断延伸。依

托电子商务平台，村里推行连锁经营、品牌代

理，每年春夏举办“赏花节”“采摘节”，年接待

游客达 5 万人次。果蔬产业提质增效，村民的

日子过得比瓜还甜。

山东省东平县发展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东瓦庄村种瓜记
肖家鑫 李 娜

“现在我们大寨村，每户村民都在村里的旅游公司

有股份，每年每户分红 3000 元。60 岁以上老人每月发

200 元，70 岁以上老人发 300 元。”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

党建宣传员李怀莲说。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大寨村组建起大寨经济

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直营入股、品牌经营等方

式先后成立了制衣厂、旅游公司、核桃露厂等大寨品牌

企业，年集体经济纯收入达到 2000 多万元。

近年来，昔阳县因村制宜，以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为

抓手，按照“一村一策”“多村一策”“一村多策”“分类施

策”的思路，积极探索发展特色产业、服务增收、农旅融

合等路径，各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据介绍，今年

昔阳县已谋划推动 196 个集体经济增收项目，总投资

达 7.5 亿元。

山西昔阳

农村集体家底更厚实
宫海青 李 强

本版责编：王 浩

电子邮箱：rmrbxnc@126.com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
乡人居环境整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
部门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开展乡村水环境治理。目前
全国 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
洁行动，超 90万名村级河湖长
和巡护河员发挥积极作用，农村
河湖面貌持续改善。

核心阅读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的优质晚

籼稻喜获丰收。图为白湖社区村民忙着翻

晒稻谷。

李红兵摄（人民视觉）

喜 丰 收

晒 谷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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