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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厨余垃圾倒进绿色桶，普
通塑料袋千万不要一起放进去，
要扔进边上的桶里。”10 月 13 日早
上 8 时多，在镇海澥浦镇汇源社区
水岸丽园小区，志愿者郑景菊正
对 来 扔 垃 圾 的 居 民 进 行 桶 边 督
导，她一边做详细记录，一边提
醒居民，“边上的水桶有水，扔完
后可以洗一下手。”

“今天是休息日，居民出门买
菜时，会把家里的垃圾带下来投
放 ， 现 在 正 是 桶 边 督 导 的 好 时
段。”郑景菊告诉笔者，他们家是
社区的“桶宝宝家庭”，一家三口
各有分工，能为垃圾分类贡献一
分力量，感到很开心。

汇 源 社 区 的 “ 桶 宝 宝 家 庭 ”
活动开始于今年 4 月份，主要成员
为汇源社区的“新镇海人”，他们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垃圾亭 （桶）

认领，共同参与到社区的垃圾分
类工作中，一家三口分别担任垃
圾分类的督导员、宣传员和清洁
员。

今年推行垃圾分类时，郑景
菊率先响应社区号召，是“桶宝
宝家庭”活动的元老。她说，“和
孩 子 一 起 参 加 这 样 有 意 义 的 活
动，感觉进一步融入了澥浦，很
有归属感。”

目前，汇源社区“桶宝宝家
庭”已有 173 户，累计开展桶边督
导 865 次，开展入户宣传、入户指
导 1420 户，开展清洁家园活动 6
次 。“ 我 们 社 区 有 1500 户 住 户 ，
173 户‘桶宝宝家庭’通过入户讲
解、检查指导和桶边督导，推动
了一个楼道甚至一栋楼的垃圾分
类工作。”汇源社区居委会主任项
琼告诉笔者，随着活动的展开 ，
居民对生活垃圾的源头分类、收
集运输和末端处置全流程有了深
刻的认识。

“我们一家三口是个整体，我

以桶边督导为主，平时由我去垃
圾亭进行开袋检查和情况记录。
暑假期间，虽然天气炎热，孩子
也陪着我一起去督导，一站就是
一个多小时，对他也是种锻炼。”
郑景菊说，家里的清洁员是孩子
爸爸，主要做好家里垃圾的分拣
分类和环境卫生。笔者翻开汇源
社区垃圾分类入户指导手册和垃
圾分类桶边督导员检查记录表，
户主姓名、具体楼层、垃圾分类
情况和记录时间都有明确细致的
记载。

在 “ 桶 宝 宝 家 庭 ” 活 动 中 ，
孩子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成为
推广垃圾分类的生力军。垃圾分
类开始阶段，部分居民不理解不
配合，作为“宣传员”的小朋友
成为垃圾分类的“推动者”。“志
愿家庭一家三口入户做宣传，由
小 朋 友 敲 门 ， 居 民 就 没 安 全 顾
虑，更少了‘敌意’。”社区工作
人员告诉笔者。小朋友进门后 ，
有礼貌地和主人问好，然后进行

垃圾分类知识的讲解，并发放宣
传册和冰箱贴。在垃圾分类推进
过程中，孩子还负责进入居民厨
房检查垃圾分类的实施情况，并
由父母记录。“小朋友检查得很仔
细，把放错的垃圾挑出来，并告诉
主人应该放在哪儿。”社区工作人
员说。在大家的努力下，汇源社区
垃圾分类推进顺利，绝大部分居民
掌握了分类技巧和投放规则。

“入户讲解检查时，见孩子这
么一丝不苟，社区的伯伯嬷嬷经
常表扬他们，对他们也是一种肯
定和鼓舞。”郑景菊说。

随着“桶宝宝家庭”活动的
深入开展，大家的积极性被充分
调动起来。汇源社区有对老夫妻，
妻子郭莲花已经 80 高龄，丈夫刘中
章 82 岁，他们跟随子女居住在镇
海。不顾年事已高，他们也做起了
垃圾分类的志愿者，参加巡查和督
导 活 动 。他 们 说 ，“ 孩 子 都 能 做
好，我们没理由做不好。”

一个志愿者在桶边督导中偶

然发现，居民清早上班路上来扔
垃圾，由于倾倒厨余垃圾的时候
会弄脏手，在他的提议下，每个
垃圾亭 （桶） 旁边放了水桶，方
便居民洗手。“我们社区有 5 个网
格，志愿者以网格为单位进行排
班，保证每天有人换桶里的水。”
项琼告诉笔者，下一步，水桶外

面 将 绘 上 具 有 澥 浦 特 色 的 农 民
画。此外，志愿者还整理出 40 平
方米的“桶宝宝爱心花圃”，格桑
花、百日菊开得格外灿烂。这个
花圃的肥料来自镇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中利用厨余垃圾“自产”的
有 机 化 肥 ， 该 花 圃 成 为 社 区 里

“热闹”的宣教基地。

镇海澥浦镇海澥浦：：““桶宝宝家庭桶宝宝家庭””助力垃圾分类助力垃圾分类

“桶宝宝家庭”正在进行桶边督导和宣传。 （戴旭光 何峰 摄）

良好的水环境和水资源是生活生产的重要基础。“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工程建设是实现生态高效发展的重

要一环。

在农业生产中，水产养殖是用水大户。近年来，水产养殖

尾水治理是“五水共治”中关注度较高的一个问题。怎样在保

证养殖效益的前提下将水用好、用活，是当下渔业转型升级绿

色发展中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宁波是水产养殖大市。据去年的数字统计，在全市近80万

亩养殖区域里，淡水养殖面积近30万亩。尽管淡水养殖年总产

量不到7万吨，仅为海水养殖的四分之一，但由于淡水养殖塘

一头连着村庄，一头连着河道湖泊，其尾水治理水平的高低与

当地水环境的好坏密切相关，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上周，笔者来到全市淡水养殖的重点区域余姚市，实地走

访养殖场，探寻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渔业绿色发展的路径。

金秋十月，河姆渡镇的茭白迎
来今年最后一波采收季，一块块茭
白田里枝叶如波浪涌动，“沙沙”
作响。在核心产区的小泾浦村，养
殖户钱建强钻进茭白丛，不一会儿
就从塘里摸上来两只肥壮的甲鱼，

“ 等 到 年 末 ， 就 可 批 量 上 市 销 售
了”。

茭白田养甲鱼的生态套养模式
是河姆渡的特色农业，全镇现有
2000 余亩生态养殖塘，也是农户
的致富塘。

“因为要养甲鱼，茭白在种植
过程中禁止喷施农药，而甲鱼排出
的粪便又成为茭白田的有机肥，由
此形成农业特色生态产业链。这种
生态种养模式非常安全。”河姆渡
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诸鸿军介绍，
茭白田养甲鱼，搞了近 20 年，不
成想现在碰到尾水治理“关”。今
年夏天，市有关部门到镇里暗访，
发现个别养殖塘的水比较混，存在
茭白种植少、尾水未经处理就排放
进河道的问题。

根据暗访发现的问题，镇里对
所有茭白田甲鱼塘进行了排查，并
请省水产养殖专家前来诊断。经过

水样检测分析，养殖塘的水质与外
面河道水并无大差别，“混浊”主
要是夏天甲鱼采食、活动活跃扰动
塘泥造成的。

但专家也指出 个 别 农 户 存 在
养殖不规范的问题：有的塘投放
的甲鱼数量过多，平时投喂冰鲜
鱼 虾 等 ，“ 食 物 残 渣 会 加 重 池 塘
水的富营养化，如果种植的茭白
密 度 不 足 ， 水 质 就 容 易 受 到 污
染”。

针对这个情况，河姆渡镇立即
采取措施，对养殖户进行三次培
训，鼓励他们用配合饲料替代鱼虾
这类冰鲜饲料，或者投喂活的小鱼
小虾，净化水质。

“ 为 确 保 茭 白 田 甲 鱼 这 一 品
牌，我们不鼓励过量投苗养殖。”
镇农办主任王裕权说，因为养殖户
规模小、分布散，这两年镇里实施
品质提升工程，推行严格的标准化
养殖规定，每亩甲鱼的放养不得超
过 100 只，并加入了省水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平台。全镇有 13 家养殖
户作为示范户，可以使用“七千
年”商标来销售，经济收益和环保
效益双提升。

茭白田生态套养严把治水关 根据新近制定的 《余姚市水产
养殖尾水治理实施方案》 ,力争到
明年年底，完成 1 万亩的水产养殖
尾水治理目标。

这 1 万 亩 主 要 是 指 规 模 化 、
设 施 化 的 养 殖 ， 其 中 甲 鱼 养 殖
是 大 头 。 位 于 阳 明 街 道 西 街 村
的 冷 江 鳖 业 公 司 是 余 姚 的 农 业
龙 头 企 业 。 走 进 养 殖 场 ， 仿 佛
进 入 了 公 园 ， 好 几 个 养 殖 塘 里
种 有 莲 藕 和 多 种 水 生 植 物 ， 岸
上蔬果飘香。

公司生产场长黄章钰介绍，几

年前，公司就注意到水质的管控，
每亩只养三四百只甲鱼，有意降低
养殖密度。去年，公司实施尾水治
理改造，实施“两坝三池”模式，
将其中面积为 6 亩的两个养殖塘改
成了净化池，尾水治理后可循环使
用。

所谓的“两坝三池”，就是在
养殖塘边挖一条深沟，中间设两个
过滤坝以及沉淀池、曝气池、生态
净化池。生态净化池里投放大量水
草，种植水生植物。如此，经过一
级级的生态化处理，从养殖塘出来

的尾水最后变成透亮的清水，可以
在里面养鱼虾。

余姚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朱卫东说，其他如台湾泥鳅、草
鱼、鲈鱼等养殖品种，也是按这
个模式进行尾水处理。日前，余
姚 市 出 台 规 定 ， 将 137 家 规 模 以
上 （30 亩 以 上） 的 水 产 养 殖 户

（场） 作为尾水治理重点，鼓励实
施智能化设施养殖、精准化清水
养 殖 、 生 态 化 循 环 养 殖 等 模 式 ，
加快洁水保水型池塘养殖先进技
术的示范推广应用，探索尾水治

理的“余姚样板”。截至目前，已
有 10 家完成尾水处理，总投资近
160 万 元 ， 养 殖 面 积 1827.74 亩 。
其 中 ， 仅 明 凤 鳖 业 公 司 一 个 项
目 ， 就 完 成 尾 水 处 理 面 积 781.44
亩。到今年 12 月底前，该市还将
完成新增 10 家水产池塘尾水处理
设施建设。

余姚市农业农村局养殖业发
展和管理科负责人告诉笔者，9 月
下 旬 ， 在 原 来 已 完 成 的 137 个 水
样检测基础上，该局委托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全余姚水产养殖场
的 150 个 水 样 进 行 检 测 。 检 测 分
区域、分品种、分场户，建立数
据库，对尾水治理效果进行科学
评估。

设施化养殖：“两坝三池”净化循环

目前，我市各区县 （市） 正在
积极引入相关技术，借鉴外地成功
经验，探索破解水产养殖尾水治理
难题。今年夏天，海曙区两家企业
完成养殖尾水治理。在养殖周期的
各个阶段，区渔业与农机站和第三
方 检 测 人 员 会 对 各 排 水 口 进 行 采
样，定期对尾水的主要指标进行检
测。

在很多人看来，水产养殖产生
的尾水又黑又脏，跟“绿水青山”
目标不合拍。但在今年的世界海洋
科技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包振
民提出，“水产养殖业不是污染行
业，是高效、绿色的优质蛋白产出
技术，在乡村振兴、小康社会建设
中大有作为。”

“尾水治理不仅仅是个技术活，
还 是 打 造 美 丽 乡 村 的 一 个 重 要 推
手。”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吴
雄飞这样说。国庆节前，该院与民
盟 宁 波 市 科 技 总 支 部 合 作 完 成 了

《宁波市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模式选
择与路径研究》，其中就对尾水治理
进行了“聚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湖州的
德清县在全省率先开展全县域渔业
养殖尾水治理工作，通过“三池两
坝一湿地”的模式，完成 20 余万亩

养殖水域治理，建成 1533 个尾水治
理点，养殖尾水全部实现循环利用
或达标排放，开启了渔业绿色发展
的新篇章。在湖州的不少水产养殖
区，尾水治理造就了一个个水清景
美的湿地公园。当地的荻港渔庄塘
里养鱼、岸上种桑，打造成为全国
4A 级景区。

吴雄飞说，借鉴德清、昆山的
成功经验，走绿色发展之路，养殖
尾水也可以打造出美丽的生态“蓄
水池”。水产养殖的绿色发展路径，
通过尾水生态治理、产业融合发展
和园区整体推进，三股力量共同来
带动，成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
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淡水养殖以景
观提升为核心，建设生态沟渠和生
态净化池塘，实现水产养殖景观价值
和生态系统的统一；围绕鱼文化区域
文化的培育，依托 7000 年河姆渡稻
作文化，打造余慈稻鱼文化品牌，开
创象山海滨渔业传统文化，提高休闲
渔业品位；以园区化系统改造为方
向，借助机械化、信息化、智慧化和

“互联网+”应用，发展新业态渔业。
在象山大塘港，以生态循环为特征打
造现代渔业园区，在余慈地区，以稻
鱼共生为特征打造渔业产业园，形
成多个绿色养殖产业示范区。

“牵手”景观打造，坚持绿色发展

尾水治理尾水治理
淡水养殖绿色发展之路怎么走淡水养殖绿色发展之路怎么走？？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李岳潮 张克鑫

淡水养殖尾水治理流程图。（余建文 绘）

茭白田里套养甲鱼茭白田里套养甲鱼。。（（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余姚市冷江鳖业养殖基地尾水治余姚市冷江鳖业养殖基地尾水治
理示范点理示范点。。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尾水拦截沟尾水拦截沟。。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