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

7 NINGBO DAILY行走基层·乡村发现
2018年8月2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何 峰
乡下头QQ：3068729919

本报记者 何 峰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通讯员 胡建东

余姚四明山镇棠溪村位于八
百里四明之巅，周围是茂密的森
林，虽然还是三伏天，但不时有
凉风吹过，让人倍觉舒爽。

这些天，在村庄千年古树林
旁，工作人员正紧张地施工，将
村里一座废弃校舍改建成民宿。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棠溪村乡
村生态旅游的一个新亮点。“这个
项目得到了宁波市公路管理局的
帮助，经过他们的牵线，上海市
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
项目书，小项目站上了高起点。
同时，40 万元的设计费用也由宁
波市公路管理局承担。”棠溪村党
支部书记唐建新说。

宁波市公路管理局与棠溪村
结对帮扶已有 10 年时间，该局帮
助棠溪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旅
游产业配套设施增设改造、村庄
环境整治等工作，提供帮扶资金
累计超过300万元。笔者看到，村
道全部改成了水泥路，溪道两边
安装了护栏，村老年活动室焕然
一新，村容村貌“形神兼具”。棠
溪村村委会主任童元表说，随着

基础设施日渐完善，棠溪村的乡
村旅游逐步兴起，农家乐和民宿
不断增多，掩藏在深山之中的古
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吸引着游客
和资本的到来。

市交通委也与四明山镇开展
了结对帮扶，市交通委和市公路
管理局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帮
助四明山镇开展镇村两级公路建
设和基础设施改造。2015 年，溪
山 至 棠 溪 公 路 因 台 风 影 响 而 损
毁，在宁波市公路管理局的协调
和争取下，总投资700万元的抢修
工程迅速得到实施；去年，总投
资650万元的庙下至下甘竹林的农
村公路提升工程顺利实施，方便
了村民出行；去年，宁波市交通
系统的专家多次上山现场踏勘，
为岩下山村民宿的建设提供交通
设计方案咨询及技术支持，为该
村民宿开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四明山拥有独特的高山气候
和优美的自然景观，有着‘天然
氧吧、避暑胜地’之称，夏天平
均气温比市区低 6摄氏度至 8摄氏
度。一到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
来这里寻觅清凉。”四明山镇相关
负责人告诉笔者，“四明山群山环
抱，层峦叠嶂，交通不便是制约
乡村振兴的主要障碍之一。各部

门 的 对 口 帮 扶 首 先 剑 指 交 通 问
题，帮我们打通‘经脉’，可以
说是帮到了‘要害’。”随着
条条大路通四明，游客进得
来，农副产品出得去。随
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进山看
绿水青山、赏红枫樱花，
当地实现了从“卖花木”向

“卖风景”的转型，同时吸引
了年轻人回乡创业，串联起各
个村庄的公路成为致富路、小康
路。

宁波市公路管理局在结对帮
扶的同时，还派出了农村工作指
导员。“村里有什么事情，只要我
们一提出来，农指员就会想方设
法帮助解决，就像自家人一样。”
童元表说。多年来，先后有7名农
指员到棠溪村开展工作。他们平
时十分关心村里困难群众、老党
员的生活，每年春节、“七一”等
重要节日，都会上门走访慰问。
当得知困难的村民患了重病，农
指员就会上门探望，并送上慰问
金。市公路管理局派驻棠溪村的
农指员洪磊说，“一任接着一任
干。筹划修路、改善环境、引进
项目，通过我们的‘接力’，要老
百姓得到实惠。”

与四明山镇北溪村“结亲”

的是市发改委。根据北溪村实际
和广大村民的意愿，市发改委累
计提供帮扶资金约400万元，重点
实 施 了 村 道 提 升 改 造 工 程 。 今
年，该工程三期项目的150万元没
有着落，市发改委派驻该村的农
指员多次与村两委负责人商量，
与镇有关领导及时沟通，认真编
写了项目申请报告，多次向上级
部 门 反 映 ， 最 终 解 决 了 资 金 问
题，保证了工程的顺利推进。7年
来，在市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
北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不断推进，村民生活
品质得到提高。

市口岸办结对帮扶唐田村，

除了每年提供帮扶资金外，今年
还计划对村庄至浒溪线的连接道
路进行拓宽改造，改善村民的出
行条件；市林业局帮助杨湖村建
立了村级消防队，并无偿提供消
防设备和业务培训，今年该局又
捐赠 2000 多株盆景苗木，用于全
镇各村开展美丽村庄建设，得到
了广大群众的一致称赞。

“市有关部门与我们镇开展结

对帮扶，结对更结亲，联村又连
心，真正做到了精准帮扶，取得
了显著成效，广大干部群众十分
感激。上月月底，四明山镇荣获
宁 波 市 ‘ 十 佳 美 丽 乡 镇 （街
道） ’称号，这份荣誉也有他们
的功劳。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
苦干实干，在实现乡村振兴的新
征程中取得更大成绩。”四明山镇
主要负责人表示。

结对结亲结对结亲，，擦亮山中擦亮山中““明珠明珠””

箭岭村的箭岭村的““零污染零污染””逆袭逆袭
——探寻一座村庄的美丽试验试验

天台山余脉下，横山水库源头处，有一座美丽质朴的村庄——奉化大堰镇箭岭村。
昨天，恰逢村里每月一次的环保集市。村民们或扛着蛇皮袋或推着小车，带着平日

收集的垃圾陆续来到村办公大楼，环保志愿者忙着分拣、称重，往日宁静的小山村热闹
了起来。

垃圾分类处理、酵素促环保、环境零污染……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词语竟然正
在一个小山村逐渐变为现实。花小钱办大事，在历时近一年的“零污染村庄”试验中，
300多位村民共创清洁乡村，共绘美好生活画卷，不仅让世代居住的家园甩掉脏乱差的
帽子，更扫除了人们心头的隔阂，找到了家的归属感。

乡野小道平整干净，穿村溪流
清澈见底。在箭岭村，家家门口放
着四五个垃圾桶，分别盛放着易拉
罐、香烟壳、蔬菜瓜果皮等，只要
是环保集市上收集的，村民都会攒
起来。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国自豪地
说：“以前随手扔，现在随手分，垃圾
分类处理已成为村民的生活习惯。”

几年前，箭岭村还是另一番光
景。村庄紧邻宁波大水缸——横山
水库，属于生态环境敏感区，但一
直被垃圾困扰。

“村里在册人口 1400 余名，目
前只有 300 多名年纪较大的村民长
期居住。看似人不多，垃圾却不
少，每天清运车都装满一车，多的
时候垃圾上吨。”王建国说，由于村
民对垃圾分类一窍不通，废旧衣物、
农药瓶、菜梗、树枝、烂果等一股脑儿
扔进了垃圾桶。农药瓶、包装袋随意
丢弃，对流入水库的箭岭溪造成了污
染；大量垃圾随意丢弃在路边空地，
不仅影响村子的整洁美观，也容易
引发邻里之间的矛盾，镇村干部为
垃圾问题头疼不已。

去年11月，69岁的环保达人刘
安芬来到村委会，表示愿意个人出
资 10 万元，帮助打造“零污染村
庄”，这与村委会主任刘旭辉的心思
不谋而合。刘安芬退休后一直住在
奉化城区，偶尔回到老家箭岭，看
到山清水秀的小山村被垃圾所困而
感到心痛。

刘安芬对于餐厨垃圾的循环利
用颇有心得。先前，她和刘旭辉一
起参加了国际酵博会，决定通过推广
垃圾分类和环保酵素，“以垃圾治垃
圾”，在村里进行“零污染”试验。

“零污染村庄”概念起源于日
本，近来许多国内公益组织引进试
验，它的核心理念是实现农村生
产、生活垃圾的合理利用，消灭感
官污染，以乡村环境的美化改善社
群关系。“农村生活垃圾中，厨余垃
圾占一半以上，我们可采取不同工
艺，科学处理后做成肥料还山还
田。”刘安芬说，“打造‘零污染村
庄’要做三项工作，垃圾分类、塑
料制品减量、餐厨垃圾利用，对小
山村来说，不会太难。”

垃圾围村，
小山村发起“零污染村庄”试验

打造“零污染村庄”，首先要
让村民学会怎样分垃圾，改掉随
手 倒 垃 圾 的 旧 习 。 全 村 划 分 为
14 个区域，村干部、党员做示
范，以小组为单 位 指 导 村 民 实
际 操 作 。 刘 安 芬 和 10 多 位 志
愿 者 ， 挨 家 挨 户 给 村 民 示 范
用 餐 厨 垃 圾 制 作 有 机 肥 、 酵
素 。 村 里 还 为 每 户 家 庭 购 置
了 一 套 垃 圾 桶 ， 分 “ 蓝 、
绿 、 红 ” 三 色，分别用来装餐
后 垃 圾 、 餐 前 垃 圾 和 其 他 垃
圾，这样分类更为精细。

“村民日常产生的垃圾主要来
自 餐 饮 。 餐 前 垃 圾 比 如 新 鲜 菜
梗、菜叶用来发酵做酵素，剩菜
剩饭则可以用来堆肥做有机肥。”
刘安芬解释，其他垃圾通过二次
分类，分成瓶罐、包装袋 （盒）
以及烟蒂、电池、玻璃等 14 类，
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
置。

为了让村民深度参与垃圾分
类，积分制环保集市应运而生。

500克烟蒂换 2个积分，60个
塑料瓶换1个积分，用这些积分可
以兑换牙膏、肥皂等日用品，环
保集市成为村民每月期盼的“盛
会”。这次，村民王祝娣大妈在集
市上换取了 3 个热水瓶、1 双拖
鞋，还有一件围裙。她喜滋滋地
说：“垃圾换用品，村里干净了，
还给自家生活带来便利。”如今，
每次环保集市兑换的日用品价值
约两三千元。

环 保 志 愿 者 王 小 女 告 诉 笔
者，现在从集市回收的农药袋数
量大增，“这次回收了约 7000 只
农药袋。村民甚至把邻村山间地
头 的 农 药 瓶 、 农 药 袋 都 捡 了 回
来。”

这 14 大类垃圾经村里统一收
集后，能再生利用的，卖给废品
回收公司；不能利用的，由垃圾
处理公司处理。

大量的餐前垃圾如今被送进
了村里的酵素工作坊。村妇联主
席 康 巧 叶 每 天 要 去 工 作 坊 好 多

次，义务收集垃圾并制作酵素。
截至今年 7 月底，酵素坊“吃掉”
约5吨垃圾，生产出环保酵素有机
肥料约 15 吨，用来种桃肥田。不

仅村民减少了购买肥料的开支，
村里还省下了近万元的垃圾运输
费。

村试验田里，使用了酵素肥
料的水稻长势喜人，不少村民也
尝试在自家制作酵素。村民俞甩
妙用桃子做了40公斤酵素，“每年
桃林里都会产生一批烂果子，现
在可以变废为‘肥’了。”

转变观念，村民随手扔变随手分

“打造零污染村是全村的大
事，环境好了，受惠的是我们自
己。”当初王建国在垃圾分类动员
大会上的一句话，如今正变为现
实。

村里一群年逾花甲的大妈自
发组成巾帼志愿者团队，义务打
扫卫生，制作环保酵素，上门宣
传推广垃圾分类做法，并为每个
月的环保集市出力。

63 岁的村民王建中在邻村万

竹村上班，每逢环保集市开市，
他便请假赶回箭岭村做志愿服务
工作，搬桌子，运送垃圾，热情
高涨。即使出门旅游，老王也会
算好行程提前返回，不耽误集市
的志愿者工作。“垃圾分一分，环
境美十分。”王建中说，“零污染
村庄”的打造，现在成了每位箭
岭村村民心里的要紧事。

在刘安芬的牵线下，村里从
宁波请来了环保专家，教授有机

肥的生产方法、使用方式等，并
组建了微信群。如今，多用有机
肥 、 少 用 化 肥 已 成 为 村 民 的 共
识。在生活中，用竹篮子、环保
袋的村民也越来越多。

“零污染村庄”建设还成为箭
岭村民的情感“融合剂”，让村民
找到家的归属感。“大家合力清洁
环境，邻里关系更亲密了，口角
都少了。村民见到我，都热情地
打招呼，拉我去看他们自己做的

环保酵素。”刘安芬说。
“零污染”试验融入了村庄建

设的每一个角落，村民以家庭为
单位，参与热情越燃越旺。村庄
容貌焕然一新，科学、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也正为越来越多村
民喜爱。

“如今，来村里参观的人络绎
不绝。甚至还有一些外地的，也
专门赶来探访‘零污染村庄’模
式。”王建国说。据了解，大堰镇
还 将 张 家 村 、 万 三 村 、 谢 界 山
村、马站村列为试点村，推广箭
岭村垃圾分类模式。目前这4个村
已落实垃圾桶、堆肥场地等先期
工作，准备全面推广垃圾分类。

从点到面，“零污染村庄”模式得到推广

本报记者 王珏 通讯员 赵伊丽 毛节常

环保集市现场环保集市现场。。（（毛节常毛节常 王珏王珏 摄摄））

图为村垃圾分类点图为村垃圾分类点。。（（王珏王珏 摄摄））

志愿者在制作环保酵素志愿者在制作环保酵素。。（（毛节常毛节常 王珏王珏 摄摄））

农指员和技术人员进行甘油线现场勘测农指员和技术人员进行甘油线现场勘测。。（（何峰何峰 洪磊洪磊 摄摄））

风景秀丽的北溪村风景秀丽的北溪村。。（（何峰何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