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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苍南实践

本报讯（通讯员 蒋莲莲）日

前，我县石砰二级渔港二期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获省发改委批复。

石砰渔港位于我县石砰社区，

是该社区发展渔业经济的重要依

据。历史上，石砰渔港经历了多次改

建和扩建。2009年，为满足当地渔业

经济发展要求，进行了石砰二级渔港

工程的建设，营运至今已五年，对提

高渔区防台减灾能力及保障渔民生

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

是，我县地处强台风频发的东南沿

海，渔港营运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不利

风向时码头前沿稳泊条件较差、原有

损坏未列入修建的两座渔业码头不

满足小渔船靠泊作业要求、港区淤

积等问题日趋明显和严重。

《浙江省渔港和渔船避风锚地

建设“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以传统

渔港的改造、扩容、升级为重点，以

提高避风能力为核心，大力增加有

效避风水域面积，进一步完善渔港

配套设施。本次批复的二期工程

新建外岙透空式防坡堤一座，新建

内岙港区道路 220米，新建内岙渔

业码头一座，疏浚港池 20 万立方

米，配套设施同步建设。该项目的

建设，将改善石砰渔港的港内泊稳

条件，有效增加渔船避风锚泊水域

面积，完善整个石砰社区的防灾减

灾体系，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石砰渔港二期
工可报告获批

本报讯（通讯员 赖联赛）

日前，我县出台“设施蔬菜-水

稻”水旱轮作扶持政策，进一步

推广“稻菜轮作”模式，实现粮

食增产与农民增收。

鼓励蔬菜种植户进行“稻

菜轮作”，或种粮大户季节性转

包在设施蔬菜后茬轮作水稻，种

植水稻面积达10亩以上的农户，

每亩补助200元；种植水稻面积

达50亩以上的农户，规模种粮补

贴可继续享受（按早稻补助标

准）。购置小型水稻收割机用于

大棚内收割，每台在中央、省直

补的基础上，县财政再追加农户

自负部分资金50%的补贴。对

购置一次性起垄机用于大棚内

翻耕起垄，每台在中央、省直补

的基础上，县财政再追加农户自

负部分资金20%的补贴。

大力推进社会化服务，鼓

励在翻耕、育插秧、防病虫、收

割等环节或全程开展社会化服

务，对提供水稻统一育插秧服务

或收割服务面积 100亩以上的

生产服务组织（或大户），按照服

务面积大小，采用“以奖代补”方

式一次性给予补助，服务面积

100-200亩（含），给予最高不超3
万元奖励；服务面积200亩以上

的，给予最高不超4万元奖励。

组织开展“稻菜轮作”模式

两季作物及分作物高产高效创

建和高产攻关行动，要求示范

片面积 50亩以上，对番茄（或

蔬菜）产量达 6000 公斤、水稻

产量 450 公斤的示范片，按照

产量水平和示范效果，全县择

优选取高产示范方 10个、每个

示范方（按作物）予以 3万元奖

励，以典型带动，提高蔬菜、粮

食单产和效益。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我县

设施蔬菜面积的不断扩大，菜

稻争地矛盾日益突出，同时设

施蔬菜重茬种植导致土传病害

严重，我县农业部门积极创新

农作制度，大力推进粮经结合、

水旱轮作、“千斤粮万元钱”等

高效生态模式推广应用，取得

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稻菜轮作扶持政策出台稻菜轮作扶持政策出台
助“闲田”增收

记者 方耀星

坚持以建设“滨海田园美丽

马站”为战略目标，依托山海、田

园、文化、生态等优势，整合升级

蓝色海洋、黄金沙滩、钻石海岸、

七彩果蔬、抗倭名城等资源，打造

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美丽乡村产

业带。日前，记者从马站镇了解

到，该镇先后建成了中魁村四季柚

主题公园、棋盘村浙南象棋文化主

题公园、后槽村海螺度假村等一批

主题乡村，并在全县十个最美村

中占了三席。去年该镇还荣获

了省级美丽乡村示范镇、市级美

丽乡村标杆镇等荣誉。

马站镇坚持把美丽乡村建

设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举

措，紧扣“空间布局、治污美村、

垃圾减量、民居改造、产业融合、

文化传承”这一目标，创新工作

举措，强化保障机制，全力打造

环境美、经济强、民风好的美丽

乡村。该镇围绕全域可旅游，处

处是景点的理念，把村居自身特

色融入到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规划之中，形成一个系

统规划布局。同时大力培养想

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村干部

队伍，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基础保障和组织人才支

撑。镇里每年还从财政专门单

列了一笔 800万的资金，用于激

励各村美丽乡村建设，并对重点

村进行倾斜，营造了美丽乡村真

抓实干，大干快上的良好氛围。

该镇狠抓五水共治，大力实

施污染源整治，积极推广垃圾分

类处理，积极开展劣五类水体剿

灭，完成辖区全部 16个劣五类

水体消号工作；投资 8300 多万

元，重点治理辖区内的两条主河

道，实施两岸近 20公里的水岸

同治，拆除涉河及城镇存量违章

19.3万平方米，打造的蒲江线性

公园已经初具雏形，其景观形象

涉及 27 个村居，覆盖全镇 71%
行政村。启动实施了 12450 亩

“苍南县马站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示范区”创建，创成了 4个省级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试点村和 16
个市级联建村，对群众卫生意识

和垃圾不落地的习惯养成具有

很大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产业作为地区经济社会持

续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对美丽乡

村建设起到了造血功能，可为发

展提供持久动力。马站镇秉承

“一村一品、一村一业、一村一景、

一村一韵”的特色发展，切实加快

品牌农业发展，突出休闲产业带

动，坚持一三产业融合发展，着

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马站镇

农业“两区”升级版成效明显，率

先完成“县级食用农产品标牌标

识试点”创建，推广使用各类可

追溯标牌标识30.5万张，覆盖西

红柿、四季柚、葡萄等主要特色

果蔬，其农业产品的安全质量和

市场认知度得到明显提升，每亩

的农业产值已达到2万元。该镇

先后完成棋盘、后槽等A级景区

村、中魁2A景区村创建，启动渔

寮景区4A级景区创建、投资总额

1.6亿元的滨海绿道提升项目一

期工程建设，旅游发展势头强劲，

年接待游客人数突破130万人次，

带动旅游综合收入7亿元。通过

举办四季柚、葡萄采摘文化节等

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搭起了农业

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桥梁，带

动了农业采摘、农事体验、农业

观光等附加产业，为美丽乡村建

设积蓄了发展功能。

建设滨海田园 打造产业高地

马站美丽乡村建设“深一度”

苍 南 县 文 明 办苍 南 县 文 明 办
苍南县新闻宣传中心苍南县新闻宣传中心 宣宣

□ 盛会
如今，各种农家乐、生态农庄遍

地开花，成为乡村旅游热门。近日

多地调查发现，不少农家乐“前门生

态、后门排污”问题突出，污染防治

和监管滞后。

搞好农村环境整治意义重大，

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的题中之义。在发展乡村

旅游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关

键。一方面，要规范农家乐经营，根

据当地生态环境可承载和消化的能

力，制定相应的旅游开发规划。另

一方面，在不具备环境消化能力的

景区周边，要限制其盲目上马农家

乐建设项目，使农家乐在保护好生

态环境的同时得到良性发展。

农家乐不能
“乐自家害大家”

经济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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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农村，，给垃圾安个家给垃圾安个家

“十三五”期间，农村环保工作仍然是农村工

作的重点。

随着经济迅猛增长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

高，农村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之而来的生活垃圾污染开始侵蚀农村，山清

水秀逐渐被污染，妥善处理农村垃圾，净化乡

村美好环境，是新时期新农村建设要解决的首

要问题。苍南县十年前的“清洁家园”和“四边

三化”的行动中，就开始在农村里设置美观的

垃圾桶，进行垃圾统一收集处理。经过几次的

大行动，现在在一些村庄，上至九旬老人，下至

刚入学的孩童，都会把自家的垃圾分类倒入垃

圾桶，观念有了初步的改变。

早年间农村的垃圾是放在屋后，而如今农

村的很多地方都有了垃圾桶，方便村民们参与

到爱护环境的行列。这一方面提升了村民的

素质，又爱护了环境。尽管如此，有些地方的

个别村民仍旧习惯性地将垃圾乱倒，丝毫不在

意垃圾箱的存在，致使垃圾箱形同虚设，成了

“摆设”。这并非村民不知道要讲究卫生，关键

是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改变村民不良

的行为习惯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

应该从提高群众文化素质、文明素质上下功夫,
加大对村民的文化、科技、卫生等知识教育力

度。从农村自身来讲,一方面在各种便民基础

设施建设上,应当更多地考虑到当地实际和农

民的现实情况,以便让这些基础设施更好更便

捷地适宜于村民需要；二是应该在村规民约、

村民自治和相互监督上下功夫,在一定程度上

约束、规范不文明行为,从而达到提升乡风文明

程度的目标。

让农村重新回归“山清水秀”，是一项长期

的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抱着一个积极

的态度给农村垃圾寻找一个出口，就一定能够

找出一条解决垃圾围村的有效途径，还农村真

正田园牧歌式的优美环境。

愿农村垃圾桶这道美丽的农村风景线，早

日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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