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永川凤桥河，冬至。
斜阳微醺，河畔的水泥

路上，村民三三两两沿河散
步、闲话家常。

“只要不落雨，就要沿着
河走两转，跟城里人逛公园
一样。”永川区宝峰镇龙凤桥
村，75岁的村民邓世奇穿一
身花布棉服，身影倒映在凤
桥河水面。水面上，睡莲点
点，间或有白鹭掠过，一派怡
人的乡村田园风光。

难以想象的是，曾经的
凤桥河，是掩藏于杂草乱竹
间的一条黑臭小河沟。河
水臭不可闻，河岸泥泞难
行。变化，源于重庆启动的
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2020 年以来，我市共确定
了160条农村黑臭水体，并
逐一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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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
推广有机肥促蔬菜增产

近日，潼南区桂林街道双坝蔬菜基地绿意
盎然，甘蓝、萝卜等蔬菜迎来丰收。“我们用有
机肥替代化肥与配方肥，甘蓝不仅长得好、产
量高，而且好卖价格高。”菜农杨中平介绍，今
年甘蓝亩产达12000斤，比过去增加4000斤。

在常规的肥料中，磷肥的含量太高，会造
成肥料浪费及面源污染，从而导致水体富营养
化，使蔬菜的品质下降。潼南区建立甘蓝有机
肥替代化肥与配方肥验证示范区，联合西南大
学科研团队，开展甘蓝配方肥验证实验和有机
肥替代化肥实验，筛选出最优的肥料配方。

试验结果表明，施用有机肥能提高土壤有
机质的含量，培肥地力，增强土壤保肥、供肥能
力和缓冲性，降低土壤容重，缓解土壤板结现
象，促进化肥“减量增效”目标实现。

目前，潼南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已
达98%。

潼南融媒体中心 赵晨城

万盛：
探索秸秆饲料化处理

入冬以后，在万盛经开区金桥镇，不时有
秸秆回收机、农用装载机在田地间进行秸秆收
集打包作业。重庆成运丰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回收这些秸秆，用作蚯蚓的饲料，为秸
秆肥料化利用找到了新出路。

今年以来，万盛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项目，选取2家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农业
企业和3家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处理企业，探
索建立农作物秸秆收购、贮藏、运输、粉碎体
系，完善农作物秸秆利益链接机制。他们就
近收购农作物秸秆，粉碎还田、腐熟还田、堆
沤还田或打捆生产草食性牲畜饲料，促进种
养业生态循环发展，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目前，万盛实施秸秆还田作业3390吨，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0%。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叶露

丰都：
“大篷车”精准解决就业困难

“参加了丰都县就业和人才中心组织的宴
会服务培训后，现在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大截。”
12月21日，刚通过就业培训的一酒店员工沈
剑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丰都县启动“就业服务大篷
车”专项活动，在各乡镇和企业设置了就业服
务专员；设立5个小分队，分片区收集就业、
创业、失业后技能培训需求等情况，精准解决
就业创业困难；免费为有劳动力的人员和企
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职工岗前培训等。

据了解，今年以来，丰都已为60家企业落
实各项政策3500余万元，开展培训近一万人
次，推荐7000余人成功就业。

丰都融媒体中心 陈木华 代阳

巴南回龙寺村：
红柠檬清热又美容

巴南区麻柳嘴镇回龙寺村种植了100亩红
柠檬，目前已经全部成熟。

红柠檬外形酷似红橘子，具有清热解毒、
美容养颜的功效。欢迎市民前去采摘，采摘价
格每斤在5元—10元不等。

联系人：罗老师；电话：15823115578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大足杨柳社区：
买丽乡果业柑橘有优惠

冬至时节，大足区宝兴镇杨柳社区丽乡果
业的柑橘成熟了。

丽乡果业以“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
模式发展葡萄、柚子等水果种植。目前种植的
爱媛38号果冻橙、红橙等品种柑橘进入采摘
期，采摘价格6元一斤。同时，为优惠本报读
者，可凭本条信息截图或链接，享受一次购买
20斤以上赠送5斤的优惠。

联系人：周才顺；电话：13629707358
大足融媒体中心 黄舒

渝北大盛镇：
白岩山老腊肉可预订

渝北区大盛镇的白岩山老腊肉金黄剔透、
香味纯正、肥而不腻，目前开始接受预订。

白岩山老腊肉选用村民饲养的粮食猪，经
香料浸润、熏制等十多道工序制作而成，食之
齿颊流芳、回味悠长。目前已经加工生产了
3000多斤腊肉，欢迎预订、采购。

联系人：苏女士：电话：13983494498
渝北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新闻链接〉〉〉

难 点 凤桥河如何“排毒”

探 索 发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凤桥河全长只有一公里多点，最宽处也不
超过5米，发源于龙凤桥村台上村民小组，在宝
峰镇登东场与登东河汇流入临江河，最终汇入
长江。

随着场镇建设加快，生活污水直排进入河
沟，生活垃圾随意倾倒，上游农田种植面源污染
加剧，凤桥河由清变浊，最终成为人见人厌的黑
臭河沟。

凤桥河的整治已迫在眉睫。2020年3月，
凤桥河综合整治全面铺开。

“采用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水系
连通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永川区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唐廷刚介绍，就像给凤桥河进行一台“排
毒”手术。

可“手术”并不顺利。
“鸭和鹅刚赶‘上岸’，转身就被村民偷偷放

了出来。”宝峰镇不少人家散养家禽和生猪，镇
河长办主任唐中超，就带着镇村干部“赶鸭子上
岸”，为劝阻村民散养家禽，村镇干部挨家逐户，
上门沟通，不厌其烦。

“村民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是家常便
饭。”唐中超说，除了晓之以理外，工作组更明白

“行胜于言”。
于是，村民看到挖掘机清理河底淤泥，镇村

干部也拿着铁锹参与，一身黑臭；为了解决村民
洗衣问题，建设了5个便民洗衣台，洗衣污水全
部接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为了方便出行，沿
河两侧修建了总长3公里多的水泥路……

环境在改变，村民的想法也在转变，许多人也
自觉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中来。曾经被劝
阻的养殖户如今成了义务监督员，看到有人乱排
污水会劝阻，见到河中有垃圾会主动打捞……

“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生活污水任意排
放，生活垃圾、畜禽粪便随意堆放或倾倒是
农村黑臭水体产生的重要原因。”市生态环
境局土壤处副处长江思睿表示，这与部分农村
居民环保意识不强有着一定的关系。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当地群众的环保意识
呢？

江思睿认为，要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
宣传教育，帮助农村群众了解农村环境存在的
问题、发展趋势及危害，引导人们形成绿色生态
的生活习惯；进一步整合资源，将农村环境治理
与农业农村工作相结合，促进村容村貌的改善，
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促进人们环保观念和
环境意识的提升。

难 点 大肚子河有近百个排污口

探 索 改造管网彻底截污控源

青石板、绿青苔，木板房、吊脚楼，黑瓦盖、
一线天……江津区李市镇河坝街，曾是李市场
镇的核心地段，商铺沿着大肚子河一字排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河坝街居民却苦
不堪言。

随着李市场镇扩建、人员大量聚居，加上污
水管网配套滞后等原因，大量生活污水进入大
肚子河，大量生活垃圾也被倾倒河中。

“从新八字桥到老八字桥这100多米的河
道两侧，就密密麻麻分布着近百个排污口。”李
市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日积月累，大肚子河成了
远近闻名的臭水沟。

黑臭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治水先治岸，治
岸先截污。

去年3月份，李市镇开始对大肚子河进行
综合整治。

在大肚子河沿岸老旧房子拆迁的同时，大
肚子河污水管网工程建设也紧锣密鼓地推进，
项目分三个工区同步施工。

截至目前，大肚子河管网工程共建成一、二
级主管网19.3公里，三级入户支管6公里，化粪
池90座、检查井875座，清淤3.93万立方米。

然而，要完全截断大肚子河的污染源却并
不容易。

“李市镇沿河建筑建成年代久远，大多数老
街不具备完善的排水系统。管网要么老化，要
么没有接入居民家中，污水直排小溪后流入长
江，对水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双重污染。”重庆
江津三峡水环境综合治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敏
介绍，新建或改造雨污管网，是截断污染源、提
升污水收集率的必要途径。

江思睿介绍，造成黑臭水体的主要原因还
是污染源的问题，不实现彻底的控源截污，黑臭
水体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地方对场
镇特别是老旧场镇的管网排查工作做得不深
入，对雨污混流、管道破损、散户漏接等问题没
有清理到位，导致一些污染源通过地下渗漏、雨

水口混排、表面溢流等方式进入到水体，导致黑
臭反弹。

难 点 水井大田水塘缺少补水源

探 索 污水资源化利用实现长治久清

不仅仅是小溪小河，在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过程中，重庆许多“水凼凼”也“旧貌换新颜”。

垫江县沙坪镇建安社区水井大田水塘曾因
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水体污染严重，
塘中鱼类死亡，水体发黑发臭。

今年7月，垫江通过截污控源、清淤疏浚等
方法对水井大田水塘进行整治。如今，水面面
积2260平方米的水井大田水塘达到自然水体
Ⅲ类水质。水塘周边还新建了人行步道，种植
了花草，成了村民日常休闲的小公园。

不过，由于水井大田水塘缺少补水源，如何
保证其“长治久清”成为一个难题。

“此前，生活污水是该水塘的主要污染源，
却也是重要的补水源。”垫江县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罗斗明介绍，在截污控源后，垫江引入临近的
武安河河水置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水体缺
少补水源的问题，“我们还将把截留的生活污水
经污水厂处理后对水塘进行补水，实现水资源
良性循环。”

污水资源化利用，在涪陵已成为现实。
为解决农村地区排污口数量多、覆盖范围

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难等问题，涪陵在农村生
活污水日处理量较小、具备还土条件的农村居
民点，推行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化处理＋还土利
用”模式。

目前，涪陵已实施107个农村居民点生活
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污水生态调控池
9889立方米，总处理规模660立方米/天，投用
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45%。

在此基础上，涪陵区初步建立起“化粪池出水
—生态调控池—管网延伸至庄稼地—定期半自动
化浇灌”模型，逐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数字化
监管平台建设，将实现2520亩农田自动化灌溉。

涪陵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预计“生态
化处理＋还土利用”模式在涪陵全区推行后，涪
陵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农户覆盖率将达93%，
年节约灌溉水量约23万立方米，年节约氮磷肥
用量130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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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12月23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我市启
动了27条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国家26条、市级
1条），其中10个区县15条农村黑臭水体纳入

“我为群众办实事”市级重点民生项目。截至目
前，全市2021年目标任务农村黑臭水体全部完
成工程整治并进入长效巩固阶段。

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副处长江思睿介绍，
2020年以来，全市共确定了160条农村黑臭水
体。其中，面积较大，群众关注度高的80条纳

入国家监管名单（总水域面积47万平方米，其
中大于2000方米水体54条），另外80条纳入市
级监管名单。

为了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我市印
发了《重庆市2021年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实施方
案》《关于2021年农村黑臭水体整治验收管理
工作的通知》，并在市级“以奖促治”资金中予以
支持。

同时，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编制了《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指南》、《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

体治理典型案例汇编》，组织区县编制农村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方案，组织专家对农村黑臭水体
整治工作进行帮扶指导，并委托市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对农村黑臭水体开展水质监测评估。

江思睿表示，下一步，我市将组织相关区县
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验收工作，完善相关档
案资料，并对15条民生项目组织开展市级抽
查，总结提炼经验模式，接受公众监督，在此基
础上规划明年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目标任
务。

今年重庆已完成27条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治理初
因缺少管理，外加

周边居民和养殖户污水
直排入河，龙塘沟河道
曾经是一条臭河沟。

通讯员 黄舒 摄/
视觉重庆

◀治理后
贯穿大足区棠香

街道和平村、惜字阁村
两村的龙塘沟河道经过
一系列生态修复，水质
得到极大改善，成了乡
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通讯员 黄舒 摄/
视觉重庆

▲11月29日，垫江县三溪镇，工作
人员在长寿湖清漂。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12月23日，永川区凤桥河
蜿蜒绕过农田、村庄，经过控源截
污、清淤疏浚等整治，它的水质变
得干净清亮。

通讯员 陈仕川 摄/视觉
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