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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拧水龙头，甘洌的清水哗哗
流出。春节期间，海曙区横街镇朱
敏村村民非常高兴。“村里的饮用
水管道改造提升工程完工后，水没
有了以往的浑浊，水质变清变好
了，阿拉喝上放心水好开心。”去
年，朱敏村饮用水安全提升工程总
投资 400 万元，铺设管道 6.7 公里，
新建提水泵房3座。

朱敏村是海曙区推进农村饮
用水安全工程的一个缩影。去年至
今，海曙区在全面解决农村饮用水
水量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农村饮用
水水质，努力实现从“有水喝”到

“喝好水”的转变。
海曙区农村水利管理所相关

负责人告诉笔者，海曙区农村饮用
水由大管网供水、乡镇自来水供水
和村独立水站供水组成，涉及总人
口 24.14 万。大管网供水包括石碶
街道、洞桥镇、高桥镇、古林镇、集士
港镇和横街镇平原部分村庄，涉及
人口17.84万；乡镇自来水供水供应
鄞江镇、龙观乡和章水镇的部分村
庄，涉及人口2.64万；另有86个村级
独立水站负责山区村庄的供水，包
括章水镇、龙观乡、鄞江镇和横街
镇的35个村，涉及人口3.66万。

其中，山区村庄是农村饮水安
全的聚焦点。该负责人介绍，海曙
部分村级水站中存在着净化消毒
设 施 不 全 ， 供 水 管 道 更 新 等 问
题 ， 此 外 “ 看 天 吃 水 ” 现 象 严
重，且溪坑、小山塘基本无人管
护，水质安全问题不容乐观。为
此，海曙按照“农民饮用水达标
提标专项行动”的要求，以水质
和水量达标为出发点，以建设和管
理提标为着力点，2018 年至 2020

年先后实施32个工程，对农民饮用
水工程进行新建或改造。

横街镇将尝到达标后的“头口
水”。该镇此前完成了 7个山塘和 5
个村级水站的标准化建设，受益村
民的生活用水不仅能稳定供应，水
质还更优更好。“以前村里条件有
限，喝的水来自附近的山塘水库，
一遇旱情就要为喝水犯愁。现在村
里家家户户接通自来水，24小时有
水喝。”早就喝上配有消毒间蓄水
池直供水的横街镇云洲村村民王
茂根，看到朱敏村也开启农村饮用
水提质工程，十分欣喜，“邻里村都
能喝上放心水，赞足了。”

龙观乡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
了“喝放心水”。目前，龙观乡有 15
个独立水站，符合条件的村庄独立
水站已纳入镇自来水厂供水工程。
李岙村负责人开心地表示：“过去
很多村民因为缺水不舍得用水，自

来水进村入户后现在天天有水用，
和城里人一样了。村里通水通路，
为 壮 大 民 宿 和 旅 游 产 业 夯 实 基
础。”目前该村集体经济发展良好，
老人用水还有补贴。

在章水镇，大皎村北山点亦将
改造水站。该镇还将升级改造其他
的独立水站，并增设过滤设施、消
毒房和消毒设施，从根本上保障村
民饮水安全。

目前，海曙通过自动化建设、
实施水源工程建设、完善制水工
艺等措施，86 个独立水站减少至
52个，受益总人口24.14万。

根据农民饮用水达标提标规
划方案，海曙区计划由自来水公
司将符合条件的镇村纳入城市大
管网供水或乡镇水厂供水体系。同
时，在地理环境允许的地方建设联
村并网工程，对横街、章水、龙观
山区部分自然村所在的村级独立

水 站 进 行 单 个 独 立 水 站 提 升 改
造，以保证供水水质和水量。

“2019 年海曙将投入 2300 万
元启动 16 个工程建设项目，目前
已完成10个项目设计工作。”海曙
区农村水利管理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步还将通过卫计、环保、
城市供水等部门或依托较大规模
水厂的现有水质检测、监测机构
合 作 共 建 ， 资 源 共 享 ， 业 务 协
同 ， 加 快 区 级 水 质 检 测 能 力 建
设，并构建区镇两级农村饮水安
全监管网络，进一步落实职责、
经费、管理制度，将农村饮用水
工程管理绩效考核与对当地政府
考核相挂钩。

海曙：

让农民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记 者 余建文
奉化区委报道组 严世君

经过六年多建设，去年底，
奉化区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项目
甬江防洪工程东江、剡江奉化段
堤防整治工程实现全线完工封闭。

防洪堤从原先的泥石堤坝改
造成为坚固漂亮的现代长堤，岸
边不仅有植被和花卉，还有整洁
的 长 廊 和 凉 亭 。 每 当 江 水 退 潮

后，一片美丽的生态湿地就展露
在人们眼前。随着工程完工，为
江口、方桥、西坞平原110平方公
里内的 70 多个村、12 万多人口筑
起一道坚实防洪屏障。

剡江为奉化江支流，发源于
奉化、余姚、嵊州三地交界的大
湾岗东坡董家彦，起于溪口镇亭
下水库大坝，止于江口街道三江
口，全长32.1公里。

千百年来，这条景色秀美的

江河滋养着溪口、萧王庙、江口
三地的人民。奉化区水利部门有
关人士介绍，近 40 年来，为防御
洪水，剡江堤坝一直在修建中，
特别是近几年，剡江以生态水利
河道治理为理念，实现与自然环
境有机结合，建造城市特色滨水
景观带，为周边市民提供适宜的
休闲娱乐场所，推动“大景区”
和全域旅游发展。

“剡江岸线形态自然优美，水
质标准在 III 以上。在河道治理
中 ， 我 们 因 势 利 导 ， 着 重 对 深
潭、江心洲、滩地、湿地等实施
有效保护、修复，保持河道原有
的自然风貌。”奉化区水利部门同
志介绍，2017 年起，奉化对剡江
畸山桥至萧王庙段河道以及革溪
江、茗山江两条支流河道实施为
期三年的综合治理。目前剡江自
亭下水库至畸山桥、萧王庙至周
村段、江口至方桥三江口段防洪
标准全部达到 20 年一遇，畸山桥
至萧王庙段、周村至江口段工程
正在实施，完工后防洪标准将达
到20年至50年一遇。

去年底，剡江河道溪口段紫
汀花园至畸山橡胶坝左岸堤防工
程基本完工。整治后的河堤马路
宽 敞 ， 生 态 步 道 优 雅 ， 河 水 清
澈，景色宜人。畸山村村民夏常
年说，原来这条路很不好走，整
修之后，风景交关好，早晚出来

散步，很舒服。
剡江到萧王庙大埠头村段，

河面变宽，旧时是奉化北部的重
要水陆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栈
行林立，商贸繁盛。回忆起昔日
剡江渔火和村里万家灯火交相辉
映的场景，许多老人很是感慨。
如今的剡江，芳草萋萋、鹭鸟翩
翩 ， 岸 边 的 滨 水 步 道 、 亲 水 平
台、休闲驿站，展开一幅新的水
乡画卷。剡江的萧王庙段背水挡
墙的墙绘和江口段的雕塑墙，还
展示了奉化的历史、治水故事以
及民俗风情等。

剡江与309省道相伴而行，由
南 往 北 ， 依 次 分 布 着 岩 头 、 溪
口、青云、滕头等古村、名镇，
犹如踏上一条风光旖旎、人文底
蕴深厚的山水之旅。为保持治水
成果，奉化区严格落实河长制，
实施“一河一档”“一河一策”，
沿河村庄实施严格的污染防治措
施，消除面源污染。“纵向打造沿
剡江流域生态观光廊道，完善沿
江绿道；横向串联外围村落、景
区等文化、旅游资源，构建一个
大景区，推动周边乡镇的建设发
展。”区水利部门同志表示。

记 者 何 峰
通讯员 罗建灿

“春节前是茭白田甲鱼旺销时
节，现在开始可以休息一阵了。”余
姚河姆渡镇小泾浦村开明生态鳖专
业合作社的钱爱忠是茭白田甲鱼养
殖户，正月初十，他在家悠闲地喝
着茶。“茭白田甲鱼全过程野外生
长，平时吃小鱼小虾，肉质鲜美，
营养价值高，这几年知名度也不
错，都是客商上门来收购。”钱爱忠
在近 6 亩茭白田里套养了甲鱼，春
节前后实现甲鱼销售额50多万元。

“河姆渡是甲鱼的‘故乡’，在
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先人食用甲鱼
的证据。”河姆渡镇农办工作人员告
诉笔者。而在茭白田里养甲鱼，可
谓无心插柳柳成荫。2006 年，河姆
渡的茭白田里出现了福寿螺，对农
作物生长造成一定危害，而甲鱼是
福寿螺的“天敌”，在专家建议下，
当地一些茭白种植户在茭白田里套
养甲鱼。特别是在小泾浦村，目前
有 50 多位村民在茭白田里套养甲
鱼，总面积近 300亩。“按照我们镇
实施的茭白田甲鱼品质提升工程的
要求，每亩田放养的甲鱼不能超过
100只，以平均每只甲鱼卖300元计
算，总产值在 900万元左右。”河姆
渡镇农办工作人员说，没想到“配
角”成了“主角”，小小甲鱼富了一
方百姓。

河姆渡镇的茭白田甲鱼在余姚
及周边地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
场占有率，但是，前几年个别养殖
户只顾追求经济效益，一再提高养
殖密度，导致部分甲鱼的品质受到
影响，影响了全镇茭白田甲鱼的声
誉。为此，该镇从前年下半年开始
实施茭白田甲鱼品质提升工程，严
控准入门槛，规范养殖要求，同时
强化政策扶持和品牌营销，使得茭

白田甲鱼产业保持了健康发展的势
头，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镇里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建
立健全质量追溯体系，强化全过程
质量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农技人
员不定期对养殖户进行巡查，确保
甲鱼品质。”镇农办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茭白田甲鱼提质工程实施
以来，河姆渡茭白田甲鱼的市场价
格 稳 步 上 扬 ， 两 年 内 涨 幅 超 过
20%。钱爱忠对茭白田甲鱼品质提
升工程非常赞成，他说，“通过标准
化养殖，甲鱼的品质上去了，品牌
自然建立起来了，这对我们养殖户
来说是件大好事。”

小泾浦村的养殖户鲍继光告诉
笔者。“这几年，茭白田甲鱼很受消
费者认可，仅余姚城区就有 30多家
中高档饭店是我的客户，我天天去
余姚送货。”

为进一步提升茭白田甲鱼的品
牌影响力，河姆渡镇为甲鱼注册了

“七千年”品牌，免费提供给会员农
户使用，并组织养殖户集中参加各
种展会，拓展市场。

在 1 月 23 日开幕的第十届中国
余姚·河姆渡农业博览会暨第六届
中国甲鱼节上，河姆渡镇精心布置
了一个茭白田甲鱼特装展位，组织
12 家养殖户前来参展。在展会上，
还与余姚市餐饮协会联合举办河姆
渡茭白田甲鱼菜肴展示活动。除了
传统的冰糖甲鱼等，甲鱼粽子、东
坡甲鱼、苔菜脆皮甲鱼、干菜焗甲
鱼、猪手焖甲鱼等创意独特的新式
菜品一亮相便出尽风头，36道色香
味俱全的甲鱼菜肴让市民大开眼界。

河姆渡镇
打响“茭白田甲鱼”品牌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徐 静

近日，走进海曙区高桥镇八方锦
苑小区，大门口人车分流，21个楼道
安装了智能化人脸识别门禁，居民持
手机可开关楼道门。小区内张灯结
彩，年味仍浓，环境洁净，停车有序。

“这一切变化得益于去年下半年提高
了小区物业费。”华科物业公司副经
理吴继耀说。

而在此之前，这个老旧小区却是
另一副模样：保安不足，外人常常进
入小区；清卫力量不足，环境卫生堪
忧。

诸如八方锦苑这样“十年龄”的
老小区，高桥镇共有 8 个，普遍存在
公共设施老旧破损、物业管理跟不上
等问题。随着用工成本的上涨，不少
物业公司经营艰难，时有“逃走”现象
发生。产生这一“通病”的主要原因
是，物业收费太低。如桂花苑小区，之
前物业费仅0.20元/月·平方米，只能
勉强维持门岗的基本工资。

过于低的物业费成为老旧小区
管理的“致命伤”。去年 10月，高桥镇
经过前期调研，制定了《老旧住宅小
区环境整治物业工作考核方案》，对
业委会、业主提高物业费收费标准的
给予奖励；对物业综合管理按户数和
考核分给予奖励。奖励补助费由镇政
府“以奖代补”，列入小区公共设施专
项维修基金账户，作为小区维修费的
补充。

这个“地方政策”一出台，有三个
小区积极响应。桂花苑小区物业费从
0.20 元/月·平方米提高到 0.60 元/
月·平方米，八方锦苑从 0.30 元/月·
平方米提高到0.50元/月·平方米，西
成春天从原来的 0.40 元/月·平方米
提高到0.60元/月·平方米。

有了钱好办事。这三个小区的物

业公司增加了人员、增添了设施。八
方锦苑还采取居民电梯内“广告位置
换”的方式安装了“掌联门户”互联网
门禁系统，物业公司只出些线路安装
费。桂花苑物业公司对小区北侧绿化
带进行修整，改造出一条休闲步道，
方便居民散步聊天。八方锦苑的业委
会主任王朋虎说，过年前业委会、物
业共同出资安装了夜间景观灯，现在
小区变得干净、安全、漂亮了。

近日，高桥镇政府将 16.2 万元
“以奖代补”费划拨给八方锦苑、桂花
苑、西成春天等三个小区，其中 12.3
万元划拨到三个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
账户上，3.9万元划给了三个小区的物
业管理公司，兑现了去年出台的政策。
该镇分管物业工作的陈国伟说，政府
的奖励费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促进老旧小区环境的蝶变。

高桥镇：
价格杠杆“撬动”老小区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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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公司向社区志愿者赠送
锦旗。 （朱军备 摄）

余姚·河姆渡农业博览会上，大众评委为甲鱼菜肴打分。（何峰 摄）

生态生态治水治水：：
秀美剡秀美剡江成景观长廊江成景观长廊

图为剡江溪口段风光图为剡江溪口段风光。。（（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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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秀水、村舍融为一体。 （余建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