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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华安县马坑乡贡鸭山村，一群来
自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地的城里人齐
聚一堂召开座谈会，共商乡村发展大小事。

“今天，我们支部在这里开展党日活
动，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推动贡鸭
山村全面振兴为主题，进行座谈研讨。”贡
鸭山村“第五小组”兼合式党支部书记黄文
钟说。

“我们支部党员可以发挥高收入、高素
质、有人脉的特点，帮助筹集资金，完善村
里基础设施。”

“建议在康养大道新建凉亭等，逐步完
善休闲康养产业基础设施。”

“我们可以主动参与村里征地、纠纷调
解等难点问题的处理。”

……
座谈会上，“第五小组”兼合式党支部

党员和列席的其他成员积极献言献策，进
行激烈讨论，并形成会议纪要。

贡鸭山村原来只有 4 个村民小组，是
个常住人口只有 70 多人的小山村，背靠贡
鸭山国家森林公园，山清水秀、清爽怡人。
近年来，随着这块宝地逐渐被周边城市的
游客发现，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这里避暑、
康养。

带来人气的同时，也带来了“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契机。为便于管
理，贡鸭山村党支部书记邹燕青把定期到
村里居住的游客当作本村的“新村民”，编
入“第五小组”，目前已发展到 130多人。

“‘第五小组’的成立，既让我们有了反
映问题的渠道，也让我们更有归属感，我们
都把自己当作了贡鸭山人。”“第五小组”村
民李振华说。

“我发现‘第五小组’成员里面，有很多
是机关、企业和社区的退休党员，就萌生了
组建一个兼合式党支部的想法，用党建来引
领‘第五小组’更好地融入贡鸭山村、反哺贡
鸭山村。”马坑乡党委组织委员蔡思鹏说。

贡鸭山村“第五小组”兼合式党支部成
立以后，和村党支部相互配合，带领“第五
小组”党员和成员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慰问老弱病残等公共事业，并发挥重要作
用。目前，“第五小组”兼合式党支部已成功
协调解决村民矛盾纠纷 4 起，参与环境卫
生清理 6 次，制止盗采、盗猎野生动植物 3
起，邀请团队到村开展文艺汇演、表演 6
次，慰问困难群众和老人 20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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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最好是进门有个种满鲜花
的庭院，客厅放个 72 英寸大彩电，老人
孩子都有独立的卧室，孩子还得要个书
房，我还想要间茶室，闲暇时可以泡泡
茶听听音乐，小区环境优美，一家老小
饭后还可以散散步……”这是东山县康
美镇东沈村村民张美雁埋藏在心里关
于家最理想的蓝图。

幸 运 的 是 ，65 岁 这 年 ，她 梦 想 成
真了。

入秋时分，走进东沈村新农房小区，
浓郁的斜屋顶、红砖瓦式闽南风扑面而
来，统一规划设计、统一立面层高、统一
配套设施、统一管线落地、统一建设施
工，独具闽南特色的高质量宜居新农房
展现在眼前。张美雁一家正忙着张罗新
家家具家电的添置和摆设。“没想到这辈
子还能住上小别墅，三层小楼，宽敞明

亮，小区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小日子是
越过越红火呀。”她笑得合不拢嘴。

作为东山县“崇尚集约建房”项目
实施先行村，东沈村投资 5000 万元，建
设 28 栋 56 户 双 拼 低 层 住 宅 。项 目 于
2021 年 7 月 4 日开工，建设三层联排楼
房，在周边规划配套生态停车场、休闲
公园、活动中心等便民设施和活动场
所，目前已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

“在东沈村经济合作社担保下，村
民可以向福建农村信用社（康美分社）
申请新农房专项贷款，最高贷款额度 40
万元，目前已有 20户通过专项贷购入新
房。”村党委委员沈志坚表示。

而 在 12 公 里 之 外 的 杏 陈 镇 后 林
村 ,村 党 委 书 记 林 合 强 正 忙 着 接 待 邻
县 前 来 参 观 新 农 房 建 设 的 考 察 团 。

“ 整 个 小 区 总 共 36 栋 ，目 前 全 部 交

房 ，每 栋 占 地 120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398 平 方 米 ……”自 从 新 农 房 建 成 交
房 后 ，接 待 参 观 、交 流 经 验 成 了 林 合
强应接不暇的喜事。

作为县国道进岛第一村以及人口
最大的建制村，长久以来，后林村一直
存在“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风貌”的
弊端。2020 年 8 月，借着“全省农房建设
试点县”的契机，镇、村积极向上对接政
策、多方争取支持，在 24.4 亩的废弃机
砖厂上统一规划建起 36栋新农房。

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搭台总负责
的活自然落在林合强的肩上，从土地农
转、整体设计到预算等，他忙前忙后，总
算顺利完成前期工作。2021 年 7 月，后
林村省级新农房建设示范点正式开工，
符合条件的 36户村民自筹自建。为保障
房屋建造质量，后林村组织老人协会、

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成立筹建小组，全
程监督房屋建设。“建前有规划，建中有
监督，房屋质量好，价格还实惠，我们住
得很安心。”正在装修的村民林志鸿说。

“集约建房最大的好处在于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实现三线下地、排污入网，
水电绿化整齐有序，这样不仅美化村容
村貌，也避免邻里纠纷。”林合强说。

近几年，东山县以推行“崇尚集约
建房”、推动新农房建设为抓手，坚持

“一把手”亲自抓，通过征求各方意见形
成 4 套符合东山自身特色的本土户型，
作为全县建房的指导蓝本，发放建房

“一张图”4000 多份，培训农村建筑工匠
683 名。在充分发挥先行示范村带头作
用下，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彰显东
山地域风貌的示范小区，切实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为村庄谋发展、绘蓝图。

集约建新房 照亮安居梦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欧东茵 文/图

漂亮整洁的康美镇东沈村新农房小区漂亮整洁的康美镇东沈村新农房小区 杏陈镇后林新农房小区杏陈镇后林新农房小区

生态治水 确保岸清河畅

深秋十月，位于华安经济开发区的银塘
溪水质提升站，工作人员在设备间操作着系
统。经过处理的污水清澈见底，蓝天白云倒
映水中，岸边植被点缀，山水交融，共奏生态
画卷。

华安是九龙江主干流北溪的入漳门户，
银塘溪作为九龙江北溪支流，流域面积 10 平
方千米，主河道全长 7.66千米，流域两岸现有
常住人口约 6000 人。这里曾因水产养殖污
染、周边村庄村民生活污水排放等问题，导致
部分河道淤积严重。

“去年 8 月，我们开始动工建设一座生态
塘系统和一座配套截污泵站。目前处于试运
行调试阶段，主要针对银塘溪流域和华安第
二污水处理厂的尾水进行提升净化，处理后
的水质将达到Ⅴ类标准。”银塘溪污水处理站
项目负责人雷桐介绍。

如今，银塘溪水质提升站通过生态措施
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构建了华安经济开发区
与九龙江北溪之间的生态屏障，保障北溪下
游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安全。

毗邻九龙江西溪的芗城区天宝镇墨溪也
是“山水工程”实施范围。项目现场负责人郑
林煌介绍，以前，墨溪村部分无法收集的生活
污水通过管道、路面径流进入池塘，污水中携
带大量富营养化物质，导致塘体内富营养化
物质不断积累增多，浮游植物异常增殖、水生
植物消退，致使生物多样性减少。夏季时，池
塘还存在蓝藻暴发的现象，塘体水面被覆盖，
遮挡了水下光照，破坏了池塘的生态系统，也
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山水工程”实施后，项目通过外源拦截、
内源治理和合理配置功能物种等方式对墨溪
村农村池塘进行生态修复；同时，通过增强水
体循环过程中的自净能力来维持池塘水体健
康，恢复并发挥其蓄雨水、蓄洪排涝、灌溉抗
旱、生态产品输出和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通
过整治，墨溪村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指数不断攀升，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据了解，九龙江流域（漳州段）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涵盖水环
境治理与生态廊道建设、重要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农地生态功能提升与面源污染防
治、矿山及周边环境生态修复、机制创新与

能力建设五大类重点工程，共有 30 个子项
目，总投资 41.23 亿元。

固土保水 助力产业振兴

随着霜降节气到来，位于漳州高新区的
水仙花海核心保护区（二期）又是一派繁忙景
象，花农有条不紊地将一颗颗饱满白嫩的水
仙花球茎栽种到土壤中。

张建忠是土生土长的九湖镇蔡坂村人。
百年来，他的祖祖辈辈都在圆山脚下种植水
仙花。他也继承家业，以种植水仙花为生。

原本，圆山脚下的土地资源较为分散，人
均耕地面积少，难以形成规模种植。一些散乱
污小作坊和以三角梅为主的花卉苗木种植，
造成环境破坏、土壤污染、水土流失、水沟黑
臭等问题。

2021 年，作为“山水工程”的子项目，漳
州水仙花种植区农地生态提升与农田整治
工程启动建设。由漳州圆山水仙花公司将项
目区内已硬化的地块和部分耕种杂乱的土
地恢复为可耕作良田，新增复垦土地面积近
1200 亩。

“我们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生产经营模式，将土地统一收储后，再返租
给花农。”圆山水仙花公司生产部负责人黄继
忠说，扣除政府补贴后，花农承租土地每亩只
需 200~600元，目前已吸引 100多户花农参与
水仙花种植。

得益于此，原本只有 2 亩地的张建忠也
将种植规模扩大到 10 多亩。“我们采用水旱
轮种的传统种植法，每年 6 月到 10 月是水仙
花休眠期，这段时间通过轮种水稻，能够增强
土壤肥力。同时，水稻种植时，田里还需要定
期灌溉水，也将消杀田间的小虫、细菌，有益
于提升水仙花的种植环境。”张建忠说，扩大
种植规模后，他一年能增收 10多万元。

为方便花农劳作，圆山水仙花公司新规
划设计灌溉系统，对项目区的主要引水坝、灌
渠、排水沟、田间干道、支路进行修建、配套、
整治，实现区内旱能灌、涝能排、渠相连、路相
通，进一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

在漳州市山水办负责人谢志杰看来，生
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
的有机链条。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系统各
要素，既有各自内在的结构、功能和变化规
律，又与其他要素相互耦合、相互影响。治山、
治水、治林、治田、治湖、治草任何一个环节的

动作，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乃至影响生态系
统全局。因此，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统一保
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增植补绿 打造鱼鸟乐园

龙海九龙江口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是
我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湿地之一，同时也是福
建省第一批重要湿地之一。

近年来，由于九龙江中港淤积严重，淡
水减少，水动力不足及互花米草入侵等原
因，导致九龙江口红树林退化严重。为进一
步保护和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提升该区域
生态功能，2022 年 10 月，“山水工程”子项目
之一——九龙江口整治与红树林保护修复
工程正式启动。

据工程项目经理柏清学介绍，针对九龙
江口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存在的问
题，他们采取清淤疏浚、筑坝分流、清理互花
米草、人工种植红树林等生态保护修复措
施，九龙江中港水动力得以恢复，有效保障
红树林甘文片区海水、淡水平衡，提高区域
内红树林湿地生物多样性，提升红树林生态
服务功能。

生态好不好，鸟儿最知道。随着九龙江口
整治与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的建设，紫泥红
树林湿地的生态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鸟类种
类、数量有了明显的上升。现在，在紫泥红树
林甘文片区，不仅可以看到白鹭飞起落下，还
可以看到白鹇在枝头上灵动跳跃。

此外，该工程也推进九龙江中港流域水
体环境明显改善，“海上精灵”白海豚等珍稀
水生动物回家次数明显增加。“山水工程”综
合治理打造了鱼鸟乐园，擦亮了生态底色，让
漳州九龙江流域生态带焕发出新的生机。

一 水 宁 而 万 物 生 。经 过 生 态 保 护 和 修
复，九龙江这条婉转萦回的母亲河，正见证
着绿水青山的生态愿景成为触手可及的生
活美景。

据了解，到今年底，漳州将完成生态保护
修复总面积 205 平方千米。其中，修复矿山数
量 1 处，修复河道长度 140 千米，修复岸堤长
度 100 千米，修复湿地面积 120 公顷，土地整
治面积 11500 公顷，森林生态修复面积 1600
公顷，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为深化探索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可借鉴、可复制、
可推广的“漳州经验”。

山水为媒，绘就和美漳州
□本报记者 黄小英 通讯员 鲁斌 蓝毅辉

九龙江是我省第二大河流，源自龙岩，流经漳州、泉州、三明，汇入东海，保障着全省 1/4经济总
量地区的用水需求和1/5人口的饮水安全，是闽西南人民的母亲河。

2021年，九龙江流域(漳州段)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正式启动实施。今年是该
工程实施的收官之年，“山水工程”如何擦亮九龙江流域生态底色？近日，记者走进九龙江流域漳州段
一探究竟。

天宝镇茶铺村水生植物净水塘天宝镇茶铺村水生植物净水塘 郑文典郑文典 摄摄

白鹭在九龙江口红树林上飞翔白鹭在九龙江口红树林上飞翔。。 龙闻龙闻供图供图

花农在漳州高新区的水仙花海核心保护区花农在漳州高新区的水仙花海核心保护区（（二期二期））翻耕田地翻耕田地。。 郑文典郑文典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