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导刊 03
2017年10月24日 星期二

新
闻

责编：王于奎 版式：赵坚 校对：钟婷 电话：88982184CHENGZHEN DAOKAN

大堰镇金灿

灿的稻田成了这

个秋天最美的风

景 ，10 月 以 来 ，

已有数百游客组

团专程前来体验

农家最原生态的

割稻打谷。图为

游客在南溪村体

验割稻打谷。

通讯员 毛
节常 何瑜

□通讯员 刘巾英 陶江明
毛节常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大堰镇按

照区委区政府“后来居上，最美最

好”的任务要求，以“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为抓手，围绕“零盲区、零容忍”

目标，加快剿劣攻坚及零直排区建

设，减轻河道上游生态负担，全面强

化县江源头水环境整治和保护。目

前，全镇已实现 5头以上生猪养殖

场全部关停和区域内无工业污染，

县江源头水质常年保持Ⅰ、Ⅱ类，出

境水保持Ⅱ类，水质合格率达到

100%。

强化机制保障。健全组织领导

机制。将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及剿劣

作为全镇年度重点工作之一，成立

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下设 9
个工作组，并由镇农办牵头，强化专

门人员力量保障。委托宁波市测绘

设计研究院开展全域污染源调查、

详细制订整改方案，召开了全镇治

水誓师大会，每村签订污水零直排

区创建目标责任书，确保治水工作

责任落实。健全日常运行机制。在

全面抓实“河长负责制”基础上，推

行剿劣和污水零直排项目由一名分

管领导、带领一套工作班子、负责一

批整治项目的工作机制，并依托“一

室四平台一网格”基层智慧治理体

系，以行政村为一个网格单位，组建

以网格长为主要力量的“民间治水

队”，实现治水信息收集、问题反映、

进度掌握“一员承担”，强化工作动

态掌握。目前，全镇有河长 16名、

小微水体长 38名、治水网格长 40
名，河道和小微水体全部设立负责

人公示牌及排水口标识，公示治水

目标及整改措施，做到阳光治水。健

全督查考核机制。以作风整治为抓

手，将水环境保护整治实效与检验干

部实干作风相挂钩，实行挂图作战和

销号管理，建立“月汇报、季督查”工

作机制，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督查水

环境整治工作，邀请部分群众代表

担任治水监督员，全速推进整治攻

坚，提升工作实效。目前，污水“零

直排区创建”项目完成率达75%。

强化源头治理。强化面上治

理。致力优化城镇环境品质，定位

建设“具有诗画江南韵味的乡愁小

镇”，以列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省级样板”为重大历史机遇，总投资

1.74亿元，落实整治项目 38个，快

速推进项目建设，常态整治“五乱”

顽疾，城镇环境面貌快速提升；坚持

“工业污染零容忍”，提高标杆、铁腕

整治，实现辖区内无污染企业目标；

严格控制养殖面源污染，全面关停

5头以上规模养殖场，探索以白茶、

水蜜桃、覆盆子等生态农产业替代传

统养殖业的“退养转产”新路子，杜绝

规模养殖回潮。现已关停养猪场 68
家，拆除各类建筑2.67万平方米，补助

资金 1000 多万元。强化河道治理。

全方位清查清理全域河道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沉积淤泥，已开展各类清理

行动近30次，清理河道5公里，清淤河

道5条、山塘5个，总清淤面积达5.5万
立方米；实施生态河道修复，完成了湖

边桥村、谢界山村河道水环境整治工

程。此外，镇区实行市场化保洁，全辖

区强化镇、村两级河长负责制，落实县

溪各段专职环卫人员，安装溪道监控

摄像头，组建综合巡查整治队伍，加大

河道日常巡查力度，铁腕惩治非法电

鱼药鱼等违法行为。地毯式排查辖区

内沟、渠、池塘等小微水体，其中 2个
劣V类小微水体及 6个水质不稳定小

微水体已全部完成整治验收。加快实

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确保各项

出水指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目前，

全镇有条件实施的 33个村全部建成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管网铺

设 55千米，92%以上农户实现截污

纳管。

强化生态养水。以造林护坡涵养

水体源头。以创建省级森林镇为契

机，实施“植绿护水”工程，全面开展植

树造林，重点加强县江源头水源涵养

林和河道、农田防护林等生态公益林

建设，有效增强县江源头区域森林固

土护坡、涵养水源、调节径流等功能。

目前，全镇建成生态公益林 12.7万余

亩，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74%以上。以

下山移民减轻源头负担。结合实际出

台下山移民异地安置政策，在江口街

道建成镇亭家苑安置小区，有序引导

库区源头的高山偏远自然村农民整村

搬迁，减轻河道上游生态负担。目前，

已完成一期、二期下山移民，搬迁自然

村18个，涉及农户487户1746人。

强化全民护水。注重宣教入心。

结合“文明有礼大堰人”活动，把每月

25日设为“治水日”，定期开展治水主

题宣传系列活动，走村、入户、进企宣

传剿劣和污水零直排区创建，提升全

民“治水、护水、养水”的文明意识。注

重百姓引导。开展农村面源污染大清

查和农村河道大清理行动，引导农户

生态种植、杜绝有毒农药等，组织开展

党员干部群众志愿清洁河道活动，评

选“最美大堰治水人”，不断激发全民

参与治水的热情。注重基层自治。发

挥“民约村治”的“村级小宪法”“农村

大管家”作用，把养鱼治水、河道保洁

条款纳入村规民约条款，发挥村道德

庭（执约队）作用，运用日常积分奖惩

机制，提升村级治水自治成效，形成全

社会爱水、护水的良好氛围。

注重“四强化”

大堰全速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通讯员 刘巾英 毛节常
本报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学习十九大

精神，助力强国梦，大堰镇后畈村

党支部书记董善汉和村干部们油

然而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并表示，要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做出应有的贡献。

后畈村地处大堰镇建成区，

早些年发展并不起眼，但如今，经

过近两年的奋起直追，不仅村子

建设抓上去了，环境品质和乡风

文明也在日渐提升。不少游客现

在到了大堰就必须要到后畈走一

走、看一看。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村
今年，大堰镇被列入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是全区

唯一一个省级样板，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的要求更严、标准更

高。作为镇建成区内中心村落，

后畈村是今年的小城镇整治重点

区域，围绕大堰镇建设“诗画江南

韵味的乡愁小镇”定位目标，该村

快速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加

强环境卫生整治，优化整村功能

布局，面貌得到飞速改善。以前

脏乱差的面貌再也看不到了，入

目之处皆是洁美的道路、弄堂、庭

院、道地，进村的为民路逐步打造

成一条特色的花香弄堂，原本闲

置的祠堂、旧房等，现在已经打造

成小城镇一号馆和农创馆两个特

色文化展馆。小城镇一号馆展示

了一套独一无二的“土木三十六

计”工作法，主要集聚大堰干部群

众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

形成的建管智慧，比如“停车点穴

位”“绿地＋主题”“本土主角模

式”等，每一条都显示了农村干部

群众朴素而不失特色的建管方

法。而农创馆则分别以“石木砖

瓦”“缝绣女红”“铜锡铁器”“锯箍

画染”4个展区收集展示了本土

匠人手作、民用老物件等，称得上

是一个小型的文化博物馆，为大

堰小城镇整治添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有“颜值”，更有“内涵”。

砖瓦钢罐艺术村
在村庄建设过程中，面对有

大量废弃的砖瓦钢罐，村民们用

自己巧思妙想的改造，让这些“废

物”摇身一变又“活”了过来，更成

了网红。如，破水缸重新切焊做

成了“瓜瓞绵绵”，酒缸蓑衣做成

了“铁犁牛耕”，废瓦片做成了“鹤

鹿回春”，还有“下沙月色”“鸳鸯

戏水”……每一件都是村民就地取

材，自己设计亲手制作，看过的人无

不称赞。现在的后畈村，已成了当

地有名的砖瓦钢罐艺术村，吸引了

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文明风景示范村
近日，大堰镇“连山堰情”文明

风景线启动仪式举行，该风景线串

联了南溪至张家 6个村，后畈就是

其中之一的文明风景示范村。“社会

主义新农村，不仅要有面子，更要有

里子，光是环境面貌好起来还不够，

我们老百姓的思想素质也要提高。”

董善汉这样告诉笔者。

瘦瘦高高的董善汉，惯于踏实

苦干。这两年，他带着村班子抓建

设，带着后畈村逐步实现“后来居

上”，没有忘记农村建设要“内外兼

修”，不仅抓硬件配套设施建设，更

注重于提升农民素养和乡风文明水

平。在基层治理工作中，后畈村依

托“民约村治”，让村规民约成为了

自治“小宪法”，村里有“8090”民约

体验墙、“5060”帮帮广场，更是让村

民的村规民约意识入脑入心、外化

于形，他们自觉参与文明治理。一

些游客连夸，后畈村的面貌一天比

一天好，真正地从“面子”美到“里

子”。

从“面子”美到“里子”美

后畈村“内外兼修”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记者 蒋凯
通讯员 戴澈 毛节常
本报讯 今年 1~10月初，

大堰镇共接待游客 31.5 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350 万

元，分别同比增长 14.5%和

13.7%；其中留宿人数 6.1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2.1%。

今年以来，大堰镇以“提

升”为重点，围绕以“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建设为

契机，着眼于基础配套提升、环

境品质提升、产品层次提升、产

业内涵提升等环节，加大资金

投入、要素保障力度，全面推动

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快速

发展。

建设小城镇省样板，提升

旅游基础面貌。作为全宁波 4
个省级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样

板镇之一，该镇以此为契机，按

照“留得住乡愁、看得见发展”

的理念，投入约1.74亿元，改善

环境面貌、提升基础设施、优化

功能配套，全面提升乡村旅游

环境品质。目前，共梳理敲定

包含乱象整治、环境提升、功能

完善、空间优化、文化展示等项

目 38个，已完成 11个项目，19
个项目正在施工中。在实际整

治改造中，注重挖掘大堰本土

文化，体现大堰山区特色，提升大

堰旅游景致。

推动业态提质扩面，提升旅

游产品层次。在原有 36家民宿

房间 245个、床位 451张基础上，

抓紧建设张家云水间二期、大堰

乡宿堰溪等精品民宿，预计可新

增房间 55个、床位 95张；积极打

造民宿经济“抱团”发展模式，启

动常照、柏坑、后畈、西畈 4个民

宿特色村建设，目前正实施项目

设计；创建特色景区，打造以湖边

桥3D壁画村、常照红豆杉公园为

特色的 3A级景区；结合“一村一

景”特色村改造工程，继续推进

“乡愁风景风情线”建设。

发挥本土资源优势，提升产

业融合实力。在深化 1.3万亩有

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9500亩竹

产业示范区建设基础上，创新西

畈梯田种植方案，优化谷籼农业、

枫树林薰衣草基地、医药高专中

草药实践基地建设，并推出春播

种、夏耕耘、秋丰收的农耕体验活

动；深挖本土历史遗存、传统民

俗、内涵底蕴，举办好生态文化

节，成功举办大堰之春暨世界小

姐宁波赛区选拔赛等活动，提升

在长三角地区的旅游影响力和知

名度。

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结硕果
1-10月初，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
收入同比增长14.5%和13.7%

□通讯员 毛节常
何瑜 刘巾英
日前，大堰镇山门村村民

王安兴的二女儿王春芳去加拿

大留学读博士的消息，像长了

翅膀一样飞遍了全村。“我的 3
个女儿都能大学毕业，全靠党

和政府的关心，还有许多好心

人的无私帮助。”王安兴高兴得

合不拢嘴，逢人就夸。

原来，王安兴家是全村最

贫困的家庭，他家有 5个残疾

人，包括王安兴母亲、2个弟弟

和妹妹及妻子。后来，王安兴

有了 3个女儿，全家里里外外

就靠他一个人。等自己的孩子

上学了，看到墙上贴满了奖状，

做父亲的他却高兴不起来。为

了挣钱养家，他只有拼命地干

活，做石匠、弹棉花，干活干到

后半夜是常有的事。

2002年，当时大堰镇党委

书记王荣定知道这一情况后，

想方设法帮助王安兴解决困

难，不但政府给予资金救助，他

自己也拿出钱来帮助王安兴一

家。当时的镇干部汪校良从此

就与王安兴家结了缘，一直资

助了 10多年，汪校良还动员自

己的兄弟和朋友都来帮忙。退

休教师徐妙玲资助了 8年，宁

波佳虹服饰公司也慷慨解囊

……15年来，许多爱心人士都

来帮助这一家。

老大王雪芳毕业于宁波职业

技术学院，现在杭州工作；老三王

秋芳从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毕

业，现在安徽省安庆市农业银行

工作，在最近的一次职工培训考

试中，夺得安庆市农行系统第一

名，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老二王

春芳在 2008年考入浙江大学，由

于成绩优异，学校里保送了研究

生，在校期间发表过多篇学术论

文，参加过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她在大学里还入了党，积极参加

公益活动。这次是去加拿大蒙特

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公派联培留学

读博士。

在校读书期间，王春芳姐妹

3人都非常节俭，在奉化读书时

每月生活费只有一二百元，读大

学时也只有 500元左右，从不乱

用一分钱。王春芳还记得读初中

时，她向父亲讨一星期一元钱的

零用钱，父亲也拿不出来，“父亲

说人家是金窝银窝，我们家是草

窝，你投错了胎。”王春芳从此就

没主动向父亲要过钱。

孩子们长大了，王安兴总是

谆谆教诲：“我们一家不能忘记党

和政府，不能忘记那么多的好心

人，要懂得感恩，要回报社会。”王

春芳说，再过一年半，她就博士毕

业了，她一定要做个有爱心懂感

恩的人，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

“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毛节常 何瑜 刘巾英
近来，大堰镇湖边桥村打造成3D壁画

村，游客越来越多，特别是看了大周自然村

的周氏宗祠后，不少游客的乡愁记忆也被

唤醒了。

周氏宗祠坐落在村的东面，房子朝东，

门却朝南开，前有道地，中有天井，后有小

天井，山门二楼五间，中间是台亭，两边是

厢房，后是五间大殿，占地面积大约有 800
多平方米。原先进门的柱子上有一对倒挂

木刻狮子，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雕刻精美，

可惜被人偷了，戏台翘角上原来也有一对

“和合二仙”的木刻人像，也被人偷了，戏台

上的“镜中花”匾额也不知所踪。

戏台穹顶只剩下两个圆形的木结构，

没有像其他古戏台那样的藻井。据 87岁
的周其根介绍，原来藻井是马口铁做的，

1958年大炼钢铁时拆去做鼓风机了，戏台

前的柱子也是用铁做的，也曾被拆过，后又

追回。大殿的结构基本完好，雕刻部分也

有破损，安放在硕大磉子上的 8根柱子约

有一人合抱粗细，竖势笔直，很有气势，真

不知古人怎么安装上去的。整座宗祠都用

红漆漆过，在当时山里应该算是比较好的

气派建筑了。

出大门向东，就可看到长约 100多米

的古树群，多数是香樟树，也有枫香、沙朴

等，两人合抱粗的古树有 10多株。据村民

介绍，原先一株樟树底下有个洞，小孩可以

爬进去，现在洞填没了，只见到一圈圈的年

轮，却长了一株小树，小树已和大树长在一

起，村民说是子母树。古树群旁还有水池

和花田，村里在古树群中修了一条卵石小

道，游客走在林荫小道上，一种迎风怀古的

感觉就会油然而生。从远处看整座祠堂就

掩映在绿阴之中。

该宗祠的建造年代不详，周其根说是

他的父辈建的，传说他的父亲和周松茂的

爷爷力气很大，两人都能挑起一对几百斤

的石磉子。造屋的树是村北的大摆山上砍

来的。《大周周氏宗谱》记载周氏从奉化广

渡迁来，至今已历 600多年传了 24代。笔

者在《大周岙建筑一本堂宗祠缘起记》文中

看到一段话：“民国辛酉后贤继起朝友礼宾

朝恩永茂永本等惨淡经营添造中堂五间台

亭一座规模廓大气象巍峨粉壁图垩焕然一

新”等语，这里可确定宗祠也叫一本堂，民

国辛酉年也就是 1921年，这座宗祠建造至

今已有96年了。

“宗祠虽然破旧，但外墙、内结构都保存

完好，且环境优美，只要修复，肯定能焕发生

机的。”听村民议论，笔者得知村里正设法修

复宗祠，不禁欣然。这是个好消息，如果修

好后在那里建一个民俗博物馆是最好不过

的事了。让我们期待宗祠的新生吧！

湖边桥村周氏宗祠

新名片添彩美丽大堰
大堰镇旅游集散中心运行一年来，已成为大堰旅游业的一张靓

丽名片。该集散中心占地 8600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0平方米，投资

500 万元。除了为游客“导游”、介绍景区外，还通过视频资料、文艺

书籍、农副产品等展示，设立农副产品推介、大堰民俗文化介绍等窗

口，为树立大堰生态旅游形象，打好大堰乡愁品牌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为该中心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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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大堰话说大堰

割稻打谷吸引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