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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赤奎 徐灿灿

本报讯 近日一大早，坐落在历山

深处的前仓镇历山村福建寮12名骨干

开始了忙碌的一天，来自各地的游客

和前来参观学习的客人也陆续涌进这

个小山村。“客人都是通过朋友圈慕名

而来，一拨接着一拨。”历山村村委会

副主任傅海深正拿着水管为绿化带浇

水，话语中透着几分自豪。

历山村以山为名，村民居住分散，

共有19个自然村。其中福建寮是最大

的自然村，也是前往历山途经的第一

个自然村，可以说是历山的“门面”。

然而，与历山的广为人知相比，作为

“门面”的福建寮却一直默默无闻，很

难引起游人的注意。“福建寮以前是出

了名的‘脏乱差’，房前屋后杂物乱堆

乱放，卫生保洁也没做好，谁都不愿意

走进村里。”傅海深一语道破了福建寮

无人问津的原因。

山好水好环境好，再加上保留完

好的石头房，原生态的福建寮不应该

“埋没”在大山里，这是今年村级组织

换届后历山村两委和福建寮村民形

成的共识。前仓镇组织各村主职干

部到附近先进村和浦江参观学习，成

为福建寮“谋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福建寮“建什么、怎么建”，这个疑问

一直在傅海深脑海里盘旋，村民对此

也存有顾虑。为此，他自掏腰包，带

上福建寮的党员和村民代表再赴浦

江“取经”。

第二次浦江之行，大家收获满满，

不仅打消了疑虑、开阔了眼界，更坚定了

建设美丽乡村的信心和决心。回来的当

晚，大家凑到一起商议，一致通过了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的决议，同时众筹15万元

作为启动资金，成立由12名党员、村干

部、村民代表等组成的美丽乡村建设小

组。这12名骨干成员，按照党员干部联

系户制度分别联系38户村民，成为福建

寮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心骨。

有 了 主 心 骨 ，一 切 变 得 顺 畅 起

来。12 名骨干从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开

始，带头清障、拆违、护水、挖塘、粉刷

外墙，大家早出晚归，一心扑在村里。

历山村联村干部胡江明年就要退休

了，但他一刻也没闲着，将福建寮当成

第二个家，和大家一道没日没夜地忙

碌。而在村庄建设规划上，福建寮还

特地请来了“治村导师”孙朝厅，大家

一起看村里的每个点、每幢房子，讨论

各种布置细节，最终确定以保护生态

环境为前提，按照老房子的现有格局，

结合农耕文化，保留山村风貌，对每幢

老房子进行加固修缮，以石头文化打

造原汁原味的福建寮。

清澈的溪水，整洁的石板路，斑驳

的石头屋，以及绿树掩映中清一色的

黄泥墙，如今的福建寮无论是近观还

是远眺，“石头村”的雏形已经显现，迎

来了一拨又一拨慕名而来的访客。

从曾经的“脏乱差”无人问津，到

如今的“净齐优”门庭若市，福建寮的

美丽蜕变只用了短短 26 天。“我们还

要精雕细琢、精心打磨，引进投资商打

造精品高端民宿，真正将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傅海深笑着说，“相信从

现在开始，村民的日子会一天更比一

天好。”

从“脏乱差”无人问津到“净齐优”门庭若市

生态福建寮打造石头文化风景线

□记者 徐灿灿

本报讯 近日，当记者走进芝英镇

下柏石村时，看到村内道路整洁，古迹

与村庄建设融为一体，各家各户门前

都摆放着蓝色和绿色垃圾桶。在下柏

石村，垃圾分类已经从一件新鲜事变

成一件日常事，且这项工作被完成得

越来越好。

村里的垃圾分类是从去年 12 月

份开始实施的，刚开始，村民们很不

适应。“很多村民都不理解，嫌麻烦。”

村妇联执委陈美群告诉记者，在村里

推行垃圾分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因为村民们原来并没有这样的意

识，根本不明白可腐烂垃圾和不可腐

烂垃圾的含义，垃圾都是随便扔。

为了确保垃圾分类在村里落地

生根，村两委班子商量确定垃圾分类

的方案后，立即召开了村民代表会

议。会上，大家讨论后最终确定了垃

圾分类推行方案，进行网格化管理。

全村 317 户农户分成 4 个组，每组都

由一名党员或村民代表负责，教村民

如何进行分类，并且要经常打开村民

的垃圾桶进行检查监督。同时，村两

委每月对各户垃圾分类情况进行评

比打分，并在公开栏上公布，村里还

组织保洁人员每天两次对村民家门

口垃圾桶里的垃圾进行收集，保证村

民家家户户干净整洁。

“村里的干部、妇女都积极在做

垃圾分类工作，村里变化很大。镇里

也十分支持，要把垃圾分类工作持久

地推进下去。”该村党支部书记陈子

宜说。近年来，芝英镇对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的关注和投入也在不断增加，

不定期邀请有关专家开展垃圾分类

专题培训，各村完成生活垃圾分类率

切实提高。

下柏石村：垃圾分类实行评比打分
■■垃圾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我先行

□记者 施夏琦

本报讯 日前，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市水务局、农办、供电公司等相关

负责人来到西城街道富大坑村开展

“百个部门百强企业扶百村”活动。

富大坑村地处西城街道偏远山

区，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资金不足，

村里很多项目进展缓慢。前期，富大

坑村进行了治危拆违，通过充分利用

拆后土地、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村

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是富大坑村的

帮扶结对单位。为了帮助村庄，工作

人员多次来到村里，就村庄发展等问

题提出指导意见。“这次我们还邀请水

务局、农办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前来，一

起商讨村庄发展问题。”富大坑村目前

正在申报美丽乡村和争创秀美村，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会持续跟进相关项目的建设。

同时，针对富大坑村饮用水水质

不好、水量不多和山地利用率低等问

题，一行人还前往山塘水库进行巡

察，就塔塘水库渗水问题、如何利用

荒废的山林提出建议，并进行现场研

讨。

石柱省级湿地
公园项目获批
范围涉及8个行政村
预计2022年完工

□记者 王伟建

本报讯 日前，省林业厅复函

同意我市建立石柱省级湿地公园，

规划面积为 178.52 公顷，并指出要

严格按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的要

求，提出年度目标任务，明确主体

责任，抓好落实。

据悉，随着南溪中小河道治理

工程、李溪水系连通试点工程为石

柱镇生态环境改善奠定扎实基础，

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湿地生态

保护逐渐成为该镇发展的重头戏，

石柱省级湿地公园项目应运而生。

该公园地处李溪、南溪中下游，主要

包括南溪（石柱段）、李溪及沿溪养

殖塘、山林等区域，范围涉及新店

村、妙端村、下里溪村、后项村、厚仁

村、池宅村、朗村、塘花村等 8 个行

政村，其中公园各类湿地面积89.46

公顷，湿地率50.11%。湿地公园将

从 2018 年开始建设，分两期进行，

预计2022年完工。

目前，石柱省级湿地公园总体

规划已编制完成。公园将以李溪、

南溪及其周边复合湿地生态系统

保育恢复为核心，以饮用水源保

护、河流湿地及其周边复合生态系

统多维生态服务功能充分发挥为

目的，挖掘湿地资源禀赋与人文内

涵，打造生态系统健康、文化载体

丰富、宣教能力强大、基础设施完

备、整体形象突出与休闲观光兼

备，具有浓厚乡愁意韵的浙中低山

丘陵平原地区河流型湿地公园建

设典范与生态旅游目的地。

下一步，石柱镇将稳步推进公

园项目建设，从生态保育、科普宣传

教育、挖掘人文乡愁等方面着手，促

进生态效益最优化，实现社会效益

最大化，推动经济效益大丰收，打造

区域湿地样板；遵循“保护优先、科

学修复、适度开发、合理利用”的原

则，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发挥湿地的

生态功能为核心，传承弘扬历史文

化，充分展示地方特色，正确处理保

护与利用的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帮扶富大坑村

新时新时代代新新征程征程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4 日，市国土资源

局第五届趣味运动会

在永三中开赛，来自局

机关各科室、国土所的

100 多人分别参加了指

压板跳绳、懒惰自行车

等5项比赛。

记者 林群心 摄

趣味运动会趣味运动会
快乐国土人快乐国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