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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洲论坛

小将镇镇域面积 143.2平方公

里，是长诏水库、钦寸水库两个大型

水库源头，有茅洋江、小将江、结溪江

三条江，80多公里河道，是新昌县区

域面积最大、河道长度最长的乡镇。

拥有小二型水库 5座，小三型水库 28

座，万方以下 500方以上山塘 145

个，太平塘 35个。近年来，经过系列

工程建设与管理体制创新，小将镇

“五水共治”工作成效明显。

一、主要做法

今年以来，小将镇全力做好治水

工作，重点抓了三个方面。

（一）突出重点治水

1.剿劣工作。3月下旬，小将全镇

范围内以村为单位，开展地毯式排

查，送交检测水样 85例，其中劣 V类

微小水体 3处，Ⅳ类水 5处，其余都

为Ⅲ类水以上，在 4月底完成劣 V类

水整改，5月底完成Ⅳ类水整改，分别

比县里规定的时间提前了 1个月和 4

个月。

2.清淤工作。在去年实施清淤 4.3

万方的基础上，今年 3月下旬全面完

成全镇范围内各太平塘调查摸底工

作，截至 6月底，已完成 21个项目，

3.02万方的清淤任务，完成进度

137.3%。

3.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高度

重视做好产业整治，积极开展畜禽养

殖场整治、农药废弃物、包装袋回收

工作，严防造成水体污染。目前，7家

规上猪场已经全部通过“一场一策”

验收，关停规下猪场 5家，辖区内 9

个农资经营网点回收农药瓶（袋）10

万余只。

4.农村生活污水运维工作。成立

专业农村生活污水运维队伍，为 34

只日处理 10吨以下的污水终端配备

专业水电工负责管道安装维护，各村

配合做好日常检查报修工作，形成镇

村联动的农村治污长效管理机制。

5.垃圾治理工作。积极做好垃圾

分类工作，目前已完成茅洋村农村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试点项目，添置

分类收集垃圾桶 5049对。全镇面上

15个行政村垃圾分类工作已完成，落

实 15个村的二分垃圾桶、垃圾池。

6.生态修复工作。今年以来，积

极实施结溪小流域农业生态工程项

目和南洲水库除险加固、杨树坑水库

除险加固等水利项目，目前，各项目

均推进顺利。

（二）健全机制治水

1.深化“河长制”。深化落实“河长

制”、河道“警长制”、河道“认养制”，

三制协同。更新河长标识牌 20余块，

强化河长 APP使用，加强巡河力度，

今年以来，河长 APP巡河 1580余

次，查处河道问题 60余处，已全部整

改到位。

2.深化督查考核机制。制定了劣

V类水排查整改、河道保洁、“三治一

提升”等相应的“岸上岸下同时抓，治

水保洁相结合”的督查考核办法，并

将县级、镇级督查结果进行通报，对

月度排名末位的、工作不力造成河道

保洁反弹严重的实行严肃问责。

（三）形成合力治水

1.挂联部门协同治水。与县直机

关工委、国土局、水利局、安监局、林

业局、卫计局等部门建立有效的联络

推进机制，联合作战，共同排查、分

析、谋划，制作工作清单、作战图和具

体实施方案，共同做好剿灭劣 V类水

工作。

2.“两代表一委员”引领治水。适

时开展“两代表一委员”巡察活动，从

思想引领、问题领办、政策建言等方

面加强红色治水，实现全民治水，合

力保水，长远用水的持续效应。

3.商会成员助力治水。继续发挥

商会成员的作用，鼓励商会成员积极

自发组织员工对各自认养的河道开

展清理，并继续深化完善乡旅“认筹

制”，将保护生态最大的成效转化为

发展动力。

二、存在问题

（一）基层基础仍较薄弱。群众的

水意识仍较落后，治水、保水和用水

仍不够科学，落后的生活习惯一时难

以改变，河道洗涤、垃圾乱丢、脏水乱

倒等现象仍不时发生。同时，农村集

体经济普遍很弱，长效保洁缺乏支

撑。

（二）产业支撑仍较乏力。偏远山

区虽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但饮用水源

的开发利用找不到持续稳定的优质

产业。花木产业粗放式经营效益不

高，经营水平较低导致群众环境意识

不强，土壤保护意识和高效节水观念

均很落后，一定程度上导致农业面源

污染较为严重。

（三）水文化还没有深入人心。由

于生产力水平的局限性，由于开山种

树、野外用火、滥施化肥等原因，导致

水体流动不够稳定，给森林生态、水

土流失、山体滑坡带来隐患，从而影

响到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发挥。

三、对策措施

（一）宣传引路，打造治水文化。

一是通过人代会制订生态文明公约，

营造治水靠人民、治水为人民的良好

氛围，形成管好小将山水人人有责的

社会格局。二是发挥好党员的引领作

用。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作为

“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的具体要

求体现到党员的方方面面，在群众中

树立起标杆形象。三是通过培训群

众，让群众养成垃圾分类、科学用水

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增强治水有责

的社会责任感。

（二）项目跟进，增强护水基础。

一是通过山塘水库的除险加固、水

土保持工程、河道治理、污水治理提

升工程等，实现科学治水。二是通过

清淤、剿劣、垃圾减量化处理等项目

的实施降低污染源管控。三是通过

高效节水、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综

合整治等工程的实施增强水生态基

础。

（三）综合管控，规范生产行为。

一是控制高毒农药使用、鼓励多用

有机肥少用化肥、严打毒鱼，实现面

源管控。二是禁止河道洗涤、严打行

业偷排等行为，杜绝污染源。三是严

把项目环评关，控制生产污染。

万众一心治水 众志成城剿劣
小将镇“五水共治”工作全面推进

小将镇人大主席 王焕忠

■剿灭劣V类水大家谈

羽林街道地处新昌县城北部台

地，大多数的村庄都建有太平塘，是

村落的核心部位，也是童年乡愁的

标志。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太平塘

泥沙半塘，蓄水不多，不仅脏乱，也

发挥不了消防作用。今年以来，羽林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根据省、市和县

委县政府工作部署，立足治水“灭Ⅳ

增Ⅱ”目标，实施“百塘大战”行动，

坚持“一人一塘、一塘一策、一塘一

景”原则，摸清底数、分类指导、系统

治理、治管并重，全面整治农村坑塘

小微水系，全力打胜劣 V类水剿灭

战。

1.摸清底细明责任。坚持全面

排查、摸清底数，把劣 V类水剿灭

工作真正剿到点子上、灭到关键处。

一是专项排查。省、市和县委县政府

召开剿劣大会后，立即召开剿灭劣

V类水工作推进会，专门印发行动

方案，进行全面部署，按照各村自

查、街道检查、挂联单位督查 3个层

面，全面摸清底数，累计摸排小微水

体 160余个，其中Ⅴ类水以下的有

22个。二是落实责任。全面落实责

任主体，明确各村是小微水系治理

工作的责任主体，村党组织负责人

是第一责任人。每个小微水体都有

一名村党员干部管理，并在小微水

体公示牌上一一进行公示。要求责

任人认真履行职责，采取切实有力

措施，清除污染源、清理垃圾和置换

水体，按期完成治理任务。三是严格

奖惩。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将治理工

作纳入年度绩效目标管理，对成效

不明显、工作不落实、不作为的党员

干部进行严肃问责。对整治不力、没

有按期完成整治任务的村，一律取

消评比综合先进资格，并且不安排

任何新农村建设项目及各类政府补

助。

2.系统治理抓根本。坚持岸上

和岸下齐抓、治标与治本并举。通过

盯牢水中，盯住岸上，对不同类型的

坑塘沟渠，提出不同的治理标准，采

取不同的治理措施。一是污水纳管。

对农村生活洗涤污水和畜禽养殖污

水等进行全面收集处理，实现应纳

尽纳。重抓畜禽养殖污水治理，实施

农村畜禽涉水养殖违建专项清理行

动，摸排涉水违建 20多个，累计拆

除 1500余平方米，从源头上对畜禽

养殖污水加以控制。二是垃圾清理。

对坑塘沟渠的垃圾杂物进行全面清

理，截断污染源，并结合农村垃圾收

集、转运及分类处理制度，加强对太

平塘水系的管护，确保清除后不再

堆放垃圾。目前各村共有专职保洁

员 132名，垃圾清运员 44名。三是

塘底清淤。对太平塘及沟渠进行全

面彻底清淤，整修岸坡，岸边植树绿

化，对塘中污染水体进行处理并补

充新水。截至 6月底，全街道已累计

清淤山塘水库 60余口，清淤 20余

万立方米。通过治理，确保小微水体

达到无垃圾、无污染、水体干净、环

境整洁的基本要求，并保持雨季调

蓄沥水的原有功能不变。四是重点

修缮。对景观太平塘整治重点投入、

重点治理。尤其是距离村庄较近，具

有一定水域规模和水源补水条件的

太平塘，拉高标杆，治理后水质达到

Ⅲ类水以上标准，并通过合理配植

观赏性水生植物、坡岸生态绿化，形

成良好的生态景观效果。积极开展

“最美太平塘”评比活动，积极打造

“水清、岸绿、景美”样板。五是系统

治理。坚持把农村的太平塘及沟渠

水系的污染治理，与“三治一提升”、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达标排放、畜禽养殖污水

治理等相结合，并把用水卫生、垃圾

归桶、家禽家畜圈养、“门前三包”等

纳入村规民约，以制度规范行为，做

到长效保洁。同时，鼓励探索承包、

租赁等多种新型管护模式，并逐一

签订管护协议，真正做到标本兼治。

3.广泛发动造氛围。治水剿劣，

宣传先行。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

站等各种渠道，及时报道农村太平

塘和沟渠等小微水系治理工作情

况，对污染水环境的行为予以公开

曝光，推动剿劣工作家喻户晓、入脑

入心。一是把想说的“发”出来。充

分利用“羽林之窗”微信公众平台，

将其作为面向社会宣传治水剿劣工

作进展、河道治理保护先进经验的

主阵地，畅通信息传递与交流的

渠道。同时，在街道人流量密集处

按放展板，悬挂横幅，在各村（社

区）、学校设置宣传栏，做好日常

宣传，营造全民治水氛围。二是把

做好的“秀”出来。创新宣传方式，

推出网络直播治水，用新兴的网

络直播方式，传送治水实况，传播

各村治水新办法、好办法，形成线

上线下互动，向身边群众宣传治

水理念，目前已直播 8次，吸引

1500余名网友观看，浙江卫视新

闻深一度栏目对此进行了专题报

道。三是把力量“聚”起来。针对各

村治水剿劣任务重、资金薄弱等

问题，积极寻找一切可以动员的

力量。一方面，实施“联村治水”行

动，明确一个两新党组织结对认领

一个村，村企结对，治水共享，目前

已有 17个村实现村企结对治水。另

一方面，举行“红领巾助力五水共

治，争当小小志愿者”主题实践活

动，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少先队员

感受到五水共治带来的影响，从而

动员亲朋好友和身边群众共同保护

水环境。

让看得见的太平塘成为记得住的乡愁
羽林街道以太平塘整治为核心全力打好剿劣攻坚战

羽林街道党工委委员（组织）黄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