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综合考核，咸安区位列第一，实现124个行
政村1582个自然湾保洁全覆盖，9个乡镇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达90%以上。
如今，咸安区的乡村就如一幅幅洁净的田园风光画，美不胜收。

15日，记者漫步在咸安区汀泗桥镇汀泗河塔垴山河岸，这里仿
古亭阁造型别致，绿树成荫，吸引不少游客在此休闲，观赏美景。

为擦亮“汀泗桥”旅游名片，汀泗桥镇积极筹措资金150多万
元，沿汀泗河塔垴山河岸建设仿古园林景观，使之成为游客休憩、
居民聚会的休闲娱乐场所。

记者 袁灿 通讯员 孟巨峰 摄

汀泗河
岸边美景入画来 画里话外画里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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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峰：年轻的“老堤防”

咸宁市水务局主办

水生态文明

现年34岁的马俊峰在咸宁市堤防局工作12年，从
一个门外汉到堤防通，他的青春，在105公里的长江堤防
上熠熠闪光。

马俊峰出生在仙桃汉江边一个小集镇上，自小就在
江水边嬉戏着长大，与水打着“交道”。1997年，他考入
湖北省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分配到咸宁工作。

参加工作之初，得知自己的工作性质是从事堤防建
设与管理，这让马俊峰觉得似乎命中注定他要与江河为
伴，更坚定了他“一定要学好专业本领，为水利建设服
务”的决心。

2010年，是三峡建成蓄水后的第一个大水年，长江
咸宁段全线突破警戒水位，咸宁长江防汛前线指挥部适
时启动。那一年，马俊峰在前指负责上下联系和协助文
件收发传送、水雨工情及抢险物料的收集统计上报工
作。他利用工作间隙仔细查看各类险情报告，向工程督
导组同志详细了解险情处置方法，并在工作完成好的前
提下申请到出险现场实地学习险情处置。

十年磨一剑，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2013年底，
他负责市堤防局工程技术科的工作。这是一个专业技
术非常强的岗位，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从汛
前的长江崩岸情况统计上报、编制《咸宁市长江堤防防
汛资料汇编》和《咸宁市长江堤防水井、地质钻孔资料汇
编》及督促各堤段编制防汛预案、进行充分的堤防工程
徒步巡查与隐患处置，到汛期的防汛值班、巡堤督查，再
到汛后的堤防整险加固，他从一个曾经的门外汉逐渐变
成了一个“堤防通”。

2016年入汛以来，受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我市长
江水位节节攀升。紧要关头，马俊峰主动请缨要求上前
线。这次，他在前指的任务是担任工程技术组督查员，
承担防汛抢险督查和技术保障工作。在前线指挥部领
导的带领下，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充分发挥共产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哪里有险情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需要
就战斗在哪里，为防汛抢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马俊峰深知，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只有用经得起
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才是对“最美水利人”最好
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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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镇整治环境美化家园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陆成茵、潘奔报道：6

日下午，咸安区高桥镇全镇党员干部在常横线、高桥街
道及高桥河沿岸，进行环境整治活动，美化家园。

该镇积极贯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动
摇，发动党员干部带头清扫环境，营造该镇保护高桥河
的良好氛围，提高该镇居民的绿色环保意识。当天，该
镇23个支部、750余名党员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辛勤劳
动，让高桥街道及高桥河东西两岸面貌焕然一新。

桂花镇防控森林火灾
本报讯 记者王莉、通讯员吴剑、叶旋报道：入春以

来，降雨减少，天干物燥，为有效防控森林火灾，咸安区
桂花镇加大力度，防控森林火灾。

该镇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森林防火指挥部，
镇机关成立了扑火应急总队、后勤保障组、医疗救森组，
健全了防火应急预案，并要求各村组成立扑火分队，确
保全镇13个村和国有林场都有组织、有预案，形成由镇
全体干部、公安、林业站等为骨干的森林防火队伍。

该镇还组织2台森林防火宣传车全天候宣传，深入
国有小岭林场、鸣水泉风景区、桂花源风景区等重点区
域进行严密设防，还聘请24名森林防火员鸣锣宣传，并
在全镇所有中小学印发森林防火告知书，截至目前，桂
花镇已印发宣传单3000余份，发放森林防火“十不准”
宣传单220份。

官桥镇建设国家乡村公园
本报讯 通讯员邓丹、李永忠报道：2月13日，笔者

在嘉鱼县官桥镇国家乡村公园看到，工人们正忙于贴玻
璃密封胶条，现场各种车辆来往运输建筑材料，一片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据悉，田野国家乡村公园目前在建和拟建的项目
有：游客中心、田野农博馆、鄂南民俗文化街、田野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及配套农业景观园、十里八村之梁家民
俗村、武汉东湖学院双创产业园、朴院禅居、养心居、跑
马岭户外拓展园、退休人士社区、运动养生社区及风清
楼、思源广场、筑梦台、茗香阁茶楼和听涛水榭等景点和
相关配套项目。

据乡村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田野国家乡村公园包
括8个场馆，目前所有场馆的基本骨架设施都已建成，正
在安装玻璃密封胶条和进行水电调试，预计今年10月份
可以试营业。

乡村的美丽蝶变
——咸安区整治农村生活垃圾纪实

图/文 记者 刘晖 朱亚平

改变传统陋习 人人保护环境

采访期间，徐斌接到电话，有村民
举报有人在河边乱倒垃圾。原来，咸安
区建立了考核监督机制，通过奖惩，有
力推进了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转变了村
民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使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该区将美丽乡村建设列为乡镇城
乡建设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
容，制订了实施方案和考核标准。分四
个季度开展了全区“最洁净村庄”和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检查评比，每个乡镇分
别评出1个“最洁净村庄”和“最脏村
庄”，并在报纸和电视上予以曝光。

在兑现了2015年农村生活整治奖
补资金400万元的基础上。去年已完

成四个季度“最洁净村庄”和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检查评比工作，拨付以奖代补
资金321万元，投入65万元集中采购
垃圾箱110个作为年终评优奖励分发
各乡镇，用于改善农村生活垃圾工具不
足现状。同时将全市2015年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美丽家园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以奖代补”资金126万元全部拨付到
各乡镇村，大大激励了乡镇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的积极性。

在监督检查中，改变原来传统检查
模式，采取乡镇互相检查、互相打分、互
相点评的方式，形成了乡镇之间你追我
赶、齐头并进的创建氛围，由原来横沟
桥镇一枝独秀，发展成为官埠桥镇、汀

泗桥镇、双溪桥镇等一镇一特一村一景
的新局面。

“今年，市住建委正申报咸安区为
省级整治农村生活垃圾示范点，我们将
在农村大力开展厕所革命，支持鼓励广
大农户建设室内厕所，逐步取消旱厕。
同时，采取PPP模式启动全域污水治
理，逐年按10%比例实现农村污水无害
化处理，构建‘城乡一体，全域覆盖’的
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提高农村居民生活
环境质量。”徐斌说。

加强监督评比 建立长效机制C

热点聚焦

刷黑的村组公路直通家门口，路上
不见一片纸屑，村边水塘清彻透亮，白
墙红瓦的民居倒影清晰可见，远处的文
化广场宽敞整洁，各种健身器材一应俱
全，如果不是咸安区住建局副局长徐斌
介绍，这是官埠桥镇官埠村6组，记者
恍若走进了城中某居民小区。

迎面走来一位神清气爽的婆婆，
原来是 8组村民徐桂先。80岁的她
是来这里找老朋友去后山竹林“清闲
路”散步的。“现在路修好了，环境变
美了，村民来往密切了，精神也好多
了。”谈起村庄环境的变化，老人乐不

可支。
85岁的村民徐启发正清扫自家门

前的水泥场地，谈起6组为何如此整洁
漂亮，老人一脸自豪：“组里有20户人
家，每个月的1日、15日，每户出一个劳
动力组队清扫村庄，平时各家自扫“门
前屑”，组里规定，村民养鸡鸭不准散
养，只能圈养，谁乱扔垃圾，村民互相监
督，互相提醒，你说村庄能不整洁漂
亮？”

徐斌介绍，建设美丽村湾，咸安区
实行“整治、建设、美化”三位一体，并不
断完善“户分减、组保洁、村监管、镇集

中、区转运”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机
制。为教育引导广大农民自觉摒弃陈
规陋习，各地开展优秀村规民约评选，
将垃圾治理工作纳入村规民约，让群众
自发遵守。还通过开展“十星级文明农
户”评选活动，给予获评“卫生之星”的
农户物质奖励。

去年，大幕桃花尖、双溪九彬等村
荣获“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称号；汀泗
镇大桥新村、官埠镇官埠新村荣获全省

“宜居村庄”称号；汀泗古塘村、大幕井
头村、高桥白水村等村先后荣获全市

“最洁净村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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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垃圾中转站 实现无害处理
在官埠桥镇垃圾压缩中转站，记

者看到一片繁忙景象，不时有清运垃
圾车、大型勾臂车将各地清运来的垃
圾集中到此地压缩。清运车司机黄元
年告诉记者，春节期间，一天都没有休
息。

正忙着将垃圾装入压缩车内的站
长张理春说，“过年期间农村生活垃圾
增多，每天从全镇运来的垃圾有40多
车，大约30多吨。”

“以前农村垃圾多是采取填埋式处
理，长年累月，垃圾液体渗漏，造成严重

污染，咸安区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过程
中，高标准建设垃圾压缩中转站，通过
压缩，抽干垃圾液，再将剩下的垃圾统
一运到向阳湖焚烧厂焚烧，实现废物再
利用。”徐斌说，咸安区建立了“政府+
公司”管理体系，注册成立了咸安区美
洁保洁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申报、中转
站建设、指导考核等具体工作，确保农
村生活垃圾工作有专人、有专职、有专
门机构负责。各乡镇也相应成立保洁
公司，负责保洁、清扫、清运工作。

“咸安区9个乡镇，已建成8个垃圾

压缩中转站，马桥镇垃圾压缩中转站正
在建设中，今年6月可建成投入使用。”
美洁保洁有限公司熊亚平说。

目前，区政府争取到国家、省项目
资金1200万元建设垃圾中转站，已投
入506.5万元购置大功率钩臂车4台、
大型钩臂箱18个、吸污车1台，为全区
垃圾压缩转运提供了设备保障。通过
政府招标采购，投入115万清运费补齐

“区转运”日常费用短板，为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实现无害化处理奠定了资金和
设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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