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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抓人居环境建设，有效改善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是全省推进“百
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茂名现场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走进高州市石鼓镇甘竹村委会
官塘村，村口近30亩的连片荷池生
机盎然，荷韵浓浓。水塘里飘来淡
淡藕香，水塘边上浅灰色的水泥路
从村口延伸到家家户户，地面干净
无积水，村子处处整洁有序。在这
样一片美丽莲池背后，是一组无动

力村级水质净化系统，通过生态净
化的手段，将生活废水变为用作耕
种的“肥水”。

据茂名日报全媒体报道，日前
召开的茂名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推进会暨资源化利用模式推广
会，推广了官塘村创新治污方式、实
现美丽蝶变的经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
化、美化、净化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
的三个重要环节，互为依存，缺一不
可，治污净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基
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乡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

“百千万工程”实施乡村振兴的重
要举措。我市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和要求，
制定了《茂名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资源化利用工作手册》，因地制宜
推广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与有效

管控利用，并以“一村一策”的思
路，打造了官塘村等一批生态化、
资源化利用的治理典型，为铺开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树立了标杆，开辟
了务实可行路径。

治理农村生活污水，要有创新
思路。乡村振兴既要面子更要里
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事关农民福
祉，是建设文明美丽乡村必须破解
的一道难题。尤其是像官塘村那样
的“小、偏、远、散”村庄，由于污水集
中处理投入大、运营成本高，采用常
规治污模式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效
应。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和镇村干
部转变治理思路，以资源化利用为
方向，开发了集管网、收集池、五级
水解酸化、沉淀净化、灌溉回用为一
体的水质净化工艺流程。通过预处
理设施及自然生态系统，对污染物
进行吸附、降解，使污水中的氮磷等

营养物供给农作物作养分，进行资
源化利用，有效降低污水处理费用，
提高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经过
处理后生活污水收集率达 90%以
上，水质达到资源化灌溉标准。由
此可见，思路一变天地宽，以往困扰
村民影响村容的生活污水，经过资
源化利用，变成农业生活离不开的
宝贵资源。环保行业有句话叫“三
废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官塘村将
废水变成“肥水”的实践，就是对此
富有说服力的例证。过去不少村庄
面对治污设备投入大、运营费用成
本高的困难望而却步，而官塘村治
污采用生态自净就意味着不需上设
备，建设成本低；无动力意味着免除
后续运营高额电费的烦恼。官塘村
生态化治污模式符合农村实际，便
于推广复制，能彻底解决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难题。这种从实际出发、

讲求实效的治污思路得到村民的认
可和称赞，得益于让农民切实感受
到治污带来的深刻变化，使绿色发
展理念走进乡村和农户。

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是一场啃硬
骨头的攻坚之仗，要有事不避难迎
难而上的锐气，更要有因村施策善
于统筹的智慧。官塘村治污，按地
势走向，将全村划分为三个区域分
别建设集污管网，将家家户户的生
活污水收集到对应的污水池，在池
中进行五级水解酸化和沉淀净化，
再用于果园、稻田。由于向村民解
释动员工作做得细致到位，工程在
村民支持下，只用一个月就全面完
工，将施工对村民生活的影响降至
最低。更令人称道的是，官塘村将
美化与净化结合起来，在建设治污
管道的同时，建成三座小公园。小
公园的空地下就是二千多米的集

污管道，小公园外数十亩莲池成了
天然湿地，不仅对水质进行自然净
化，而且水中有机成分为莲藕生长
提供充足养分，经过莲池自然净
化，水又顺着灌溉沟渠，流向村中
良田。这种顺应自然善用资源的
治污方法，实现了资源利用最大
化，不仅极大节约用地和治污成
本，而且促进了乡村环境的绿化美
化。目前，高州市完成农污治理的
3731条村庄中，有2899条自然村采
用了污水资源化综合利用模式，占
比77.7%。可见，抓住“百千万工程”
实施机遇，把农村污水治理这件民
生实事办好，要有务实苦干精神和
精益求精的绣花功夫。尊重生态自
然，推动环境善治，人与自然才能和
谐相处，这是官塘村治污经验给我
们的启示，更是建设高品质美丽乡
村的要义所在。

以“百千万工程”推进农村污水治理
特约评论员 蔡 湛

茂名日报近日报道，茂名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滨海新区分局再度携手
茂名日报社，开展茂名滨海新区“随
机查餐厅”活动。茂名滨海新区分局
执法人员还向餐饮店发放“制止餐饮
浪费，培养节约习惯”倡议书。

浪费食物可以说是一种犯罪。
相比于家居饮食浪费，商业餐饮的浪
费数量更为庞大，究其因，是餐饮浪
费跟日常家居生活浪费有所不同，往
往是亲朋好友聚餐聚会或者业务洽

谈，出于面子问题，觉得菜点少了不
好客，又或者，觉得饭菜吃个精光会
有点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劝导很重要。正
儿八经的劝导，可能给人一种严肃的
批评感，让人觉得不自在，可能会起
到反效果。而以轻松和谐一点的引
导提醒，或许会更有效果。

轻松体现在幽默诙谐。比如，笔
者在一家餐厅看到了几个句子，就觉
得很有意思。这些句子以台牌的形

式摆放在餐台上，“工作响当当，饭菜
吃光光”“万水千山总是情，饭菜吃光
行不行”“吃光喝光，不负食光”“不倒
不弃，粒粒不易”。

这些针对光盘行动的句子押
韵顺口，让人读起来莞尔一笑，光
盘的尴尬感也会伴随着减轻。建
议餐饮行业不妨一试，从劝导合
理点餐出发，到光盘、打包，全过
程幽默化劝导，或许会带来更好
效果。

幽默制止餐饮浪费
谭金金（高州）

据《茂名日报》报道，最近珠海驻
信宜市平塘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在平
塘镇厚垌村举行了壮大村集体经济
签约仪式，并向全村发放 1000 余株
黑榄苗带动黑榄产业发展。珠海驻
信宜市平塘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想方
设法带领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值
得点称赞。

我们知道，致富的道路千万条，
但是让农民自己寻找致富项目的难
度非常大。所以帮镇扶村工作队通

过深入调查研究，为农民选好致富项
目的工作十分重要。厚垌村在帮镇
扶村工作队的指导下，引进专业合作
社对全村黑榄老树进行统一承包改
造，提升黑榄产量的同时也提高了黑
榄产出的品质。本次帮镇扶村工作
队发放黑榄苗，将带动300多户种植
100多亩黑榄，进入丰收期后，预计带
动户均增收 3000 元。通过联农带
农，帮镇扶村工作队带动该村黑榄产
业发展，增加村民收入，壮大村集体

经济。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中的产业振兴，并将通过村
经济联合社转承包黑榄树的方式，为
村集体增收。往年种黑榄赚钱的农
民或者会扩大种植面积；但未种过黑
榄的农民多数采取观望态度，他们认
为投入大笔资金种黑榄，如果卖不出
会血本无归，这样太不划算了。这个
时候，帮镇扶村工作队为了打消农民
的顾虑，发放黑榄苗给农民种植不失
为一个破解难题的好方法。

发放种苗是助力
农民增收的一个好办法

刘广荣（信宜）

有趣还要有品
图/文 王怀申 杜燕盛

据工人日报报道，在乡
村振兴大背景之下，许多学
成之后回归农村的“新农人”
把短视频当成了“新农具”，
让乡村短视频服务于乡村振
兴，希望成就自己的同时，也
改变了乡村的落后面貌。这
些短视频根植于更广阔的现
实。然而，这些不同风格的
乡村短视频，也获得了截然
不同的评价：有的唯美，有的
低俗。

如今乡村的面貌已经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些恶搞
低俗、耸人听闻、刺激感官的

画面，即使不能说现实中绝
对不存在，但也绝不是如今
乡村面貌的主流。它们很多
也是创作者受利益的驱动，
千方百计摆拍出来的噱头。
幽默与低俗恶搞决不能混
同，国家已经出台多项政策
打击短视频创作中的庸俗、
恶俗、低俗内容，因而，对于
创作者而言，特别是那些想
要在这片“红海”有所斩获的
专业创作者而言，认识到通
俗和低俗的边界就显得尤为
重要，有趣又有品的作品才
会红得更久更远。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

乡村振兴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