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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
火险

市森林消防指挥部提醒，
林区注意控制野外用火。Ⅲ

□记者 张赤奎

本报讯 7日，时值立秋，又恰逢周

末，当市民正在为寻找避暑去处犯愁

的时候，市委书记徐华水放弃休息，前

往舟山镇调研美丽乡村建设，为美丽

乡村“代言”。他强调，美丽乡村要将

美丽生态转化为生产力，大力发展“美

丽经济”，为广大市民提供休憩休闲的

好去处。

槐花村三面环山，因宗谱载有“地

绿槐茂处田槐花”而得名。走进村口，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徽派风格的村

标，上面附着槐花村的简介；村标旁

边，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亭子，取名

“感恩亭”；道路左侧的槐花溪内，成群

的花斑鱼在水中嬉戏；村标后面的公

园内绿意盎然，青砖铺就的小道曲径

通幽；再加上道路两侧的山水田园，组

成了一组精致细腻的街角小品，令人

心旷神怡。

与村口美丽景致相匹配的是，槐

花村内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一片用

鹅卵石砌成的绿化带，里面种上了各

种花卉。“山好水好空气好，环境好了，

人的寿命都长了。”正在村内的百年老

樟树下乘凉的87岁老人王秀银乐呵呵

地说。去年，该村被评为全省生态宜

居示范村。

再过几天，槐花民宿就要正式对

外营业了。这家以“闲情·慢生活”为

主题的民宿，目前只有4间客房，每个

房间均以节气命名，分别为谷雨、小

满、白露、小寒，将传统和现代元素有

机结合，既有适合年轻人休闲的“发呆

屋”，也有适合老年人怀旧的“花床

房”，还有适合文艺创作的“创作间”。

虽然低调地隐匿于山区小村，但搭上

互联网快车的槐花民宿，通过微信、微

博等方式营销，已有100多人预定。这

不，前几天一批从上海来方岩游玩的

游客指定要到槐花民宿居住，民宿的

主人只得与相熟的客人“爽约”。

“我是慕名而来，果然名不虚传。”

徐华水一路走，一路看，一路点赞。他

说，槐花村在街角小品和美丽乡村建

设中，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利用独特的

生态资源，结合山水田园风光，大力发

展“美丽经济”，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

的特色发展之路。

徐华水说，发展“美丽经济”，要从

游客的角度出发，做足特色文章，在加

快硬件设施改造的基础上，着重在“软

件”上下功夫，让外地游客感受到永康

人的热情、永康人的素质、永康人的服

务，真正让游客体验到原汁原味的乡村

本土生活，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受。

上溪里村是个只有100多人的小

山村，去年被评为美丽乡村精品村。

该村依山傍水，风景秀美。值得一提

的是，街角小品在该村可谓遍地开花，

木桩、石槽、瓦缸、污水管等废弃物件，

被整齐摆放在村民的房前屋后，种上

了花花草草，成为一个个美丽庭院中

最美丽的景致。

“小山村有小山村的味道。”徐华

水对村民的奇思妙想赞不绝口，“这些

难登大雅之堂的废弃物，堆在一起是

垃圾，整修后成了风景。”他说，街角小

品和美丽乡村建设，关键是要调动村

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群众的智

慧和力量；美丽乡村建设好了，才有发

展“美丽经济”的“资本”，而有了“美丽

经济”的基础，又能反哺美丽乡村建

设，两者互促共进。

走进台门村，房子是石头建的，花

坛是石头砌的，路也是石头铺的，仿佛

进入了石头的世界。与台门村一溪之

隔的端头村，人人动手扮靓家园的理

念已经深入人心，美丽乡村建设如火

如荼。每到一处，徐华水详细了解各

村美丽乡村建设开展情况，并希望各

村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美丽

经济”。

“建好美丽家园就是村干部最大

的成就。”徐华水强调，美丽乡村建设

内涵丰富，“美丽经济”大有可为，全市

广大村干部要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为契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干”字当先，冲锋在前，将建设美丽乡

村、发展“美丽经济”当作事业来做，通

过干事创业来赢得百姓的拥护。

市委书记周末为美丽乡村“代言”
徐华水强调，美丽乡村要将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

7日上午，前仓镇大陈村的“创匠工坊”试营业，琳

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游玩体验。据

介绍，这里是我市的首个“创客基地”，目前已有20多

位“90后”创客与一批非遗文化手工艺者在大陈村开辟

了工作室。 记者 杨成栋 摄

大陈大陈““创匠工坊创匠工坊””试营业试营业

□首席记者 王晓鸣 记者 张赤奎

6月20日，本报“踏访母亲河”全

媒体大型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历

时一个多月，70多位采编人员分成10

个小组，深入华溪、酥溪、南溪、永康江

等各条主次支流，用脚步丈量母亲河，

并在第一时间同时利用报纸、永康生

活网微信、永康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全

方位、多视角反映我市治水成效，讲述

百姓治水故事。

在“踏访母亲河”全媒体大型采

访活动圆满收官之际，近日，市委常

委、市“五水共治”办专职副主任王国

人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五水

共治”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

工作思路。

记者：“五水共治”进入第三年，全

民治水意识深入人心。请问近年来我

市治水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王国人：近年来，我市围绕全域治

污、全民参与理念，狠抓十大工程全面

治水、十大行动全民治水“双十”行动，

坚持标本兼治、水岸同治、城乡并治，

全面打造“清水永康江、清新丽州城”，

“五水共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今年上半年，我市5个金华市控地

表水断面全面消除Ⅴ类水质，其中4个

断面水质已达到Ⅲ类；全市88%的乡

镇交接断面达到Ⅲ类水以上；永康江

桐琴桥断面水质大幅提升，主要污染

物指标氨氮、总磷同比分别下降49%、

30.9%；空气质量AQI指数优良天数

152天，优良率达83.5%，同比提高7.4

个百分点。

此外，我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试点、河道保洁工作、污泥处置、生

态湿地建设等做法多次得到国家部委

和省领导的批示肯定。

记者：在推进“五水共治”工作中，

我市有哪些成熟的经验和好的做法？

王国人：我市结合实际大胆探索

创新，收到很好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一是循环利用治垃圾，在金华

市率先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

工作，目前已形成日均1000多吨消纳

处理能力；二是污泥处置变废为宝，投

入1700万元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日

处理污泥50吨，实现淤泥处理“无害

化、资源化、减量化”；三是生态湿地有

特色，杨溪水库饮用水水源生态湿地

通过新建活动坝、生态滤池等基础设

施，氮和磷去除率分别为 44.72%和

56.86%；四是街角小品增颜值，每年设

立1500万元以奖代补专项资金，目前

已建成2700多个。

记者：“五水共治”，治污先行。请

问今年我市如何推进治污工作？取得

了哪些成效？

（下转2版）

打好治水攻坚战
让天更蓝水更清
访市委常委、市“五水共治”办专职副主任王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