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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一个怪象困扰农业发展：

一边是过量使用化肥致地力下降，一边
是养殖粪污直排造成环境污染。如何
破解这一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畜禽
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关系6亿多
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关系农村能源
革命，关系能不能不断改善土壤地力、
治理好农业面源污染，是一件利国利民
利长远的大好事。

转变发展理念、研发适用技术、探
索综合利用……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
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不
仅让畜禽粪污这一曾经最大的农业面
源污染源转化为珍贵的宝藏，同时还让
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猪场“零排放”

“没什么味道吧？”刚迈入福建省永
诚华多种猪公司的猪场大门，总经理薛
永柱略带得意地问记者。

这家养殖场，没了曾经熟悉的“味
道”。养殖栏内更令人吃惊。猪粪和尿
液通过漏缝地板直接排走，地面干燥清
爽。猪懒洋洋地躺在地板上，露出干净
的肚皮。

永诚公司用的是福建省首创的“异
位发酵床”技术，粪污通过预埋的管道，
输送到另一个厂房的储液池内。只要
轻轻按下按钮，一台半自动化机械就能
将收集好的粪污撒到木屑、谷壳等垫料
上，发酵后既是上好的有机肥原料，也
是培养菌菇的优质基质。

薛永柱说：“原来每年要投入大量
资金和药品对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实
际上是用一种资源去消耗另一种资源，
还是会有排放。现在全程实现了零排
放，不用担心被人投诉举报了。”

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兴养殖场，由于
环保理念和设施滞后，带来严重污染。

“当时有一些养猪村，粪污就挖个
坑存着，一下雨就污水横流、又黑又臭、
苍蝇乱飞。”福建省畜牧总站站长黄宏
源说。统计显示，2010 年全国畜禽养
殖业排放的化学需氧量达到1268.26万
吨，占农业源排放总量的96%，畜禽粪
污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这项决策太及时了！”听到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
讲话，黄宏源十分激动，立即着手福建省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工程。

如今，受益于沼气、发酵、生产有机
肥等粪污无害化处理方式的推广，全国
许多畜牧大县从“脏乱差”变得“洁净
美”。黄宏源所在
的福建省，74 个畜
牧县已投入各级财
政资金 5.57 亿元，

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
88%，规模场畜禽粪污处理装备配套率
达95.5%，走在全国前列。

农田现生机

“种地26年，还是头一回看见‘抢’
地的。”村民暨猷满感慨万千。

不久前，福建省南平市水吉镇玉瑶
村有 21 亩集体地由村民公开竞价承
包，价格从900元一直加到1100多元。

就在3年前，玉瑶村每亩好地的租
金不过300元，差一点的地白送都没人
种。暨猷满说：“那是因为之前上化肥
种一季水稻，地就‘没劲儿’了。现在上
沼液啦，一年种3茬还肥得很。”

暨猷满所说的沼液，来自村里的一
家规模奶牛场。通过新上的沼气工程
设施，奶牛的粪污可以产生沼气，用来
生火、发电和供热，沼渣可做有机肥，沼
液还田肥力大。这些，全部免费提供给
周边的村民。

眼下正是播种玉米的季节，暨猷满和
其他村民一起，顶着高温在奶牛场的沼液
池旁等着拉沼液回去，10多辆小卡车排成
了一条长龙。“到了12月种菜的时候，沼液
都不够用，周边的村庄都来拉了。”

人靠五谷养，田靠粪土长。说起沼
液的好处，当地村民们七嘴八舌聊起
来：“用了沼液以后基本不用化肥，一亩
地省下200元肥料钱”“用了沼液的地，
种出来的菜新鲜，摘下来放几天都不会
干”“土变得又松又肥，一亩水稻涨400
斤”“肥力够了，种完水稻，还能种一茬
玉米，再种一茬芥菜”……

据统计，我国每年养殖畜禽200亿
头只，产生粪污 30 多亿吨。福建省畜
牧总站高级畜牧师卓坤水说：“这些粪
污用不好，就是最大的污染；用好了，就
是珍贵的宝藏。”

“现在在家种地比打工合算。”村民
叶旺笑着说，他家用上沼液后，1 亩地
纯收入增加了近 3000 元，改变了他和
其他村民的生活轨迹。“现在是农田有
活力，农民有收入，农村有希望。”

近几年，回到玉瑶村的人多起来
了，村里的种植面积也从不足700亩增
加到近2000亩。

“弃物”变资源

每 天 早 上 7 时 ，一 辆 满 载 鸡 骨
架、鸡头和鸡肠的罐式卡车开进位于
福建省光泽县的一间废弃物处理厂，
随后这些下脚料被倒进安置在地下
的原料罐。 （下转3版）

大污染变身“大宝藏”：

治理畜禽粪污，他们这样干！
新华社记者 张逸之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 如 娟
通讯员 舒倩） 8月23日下午，记者
从全市长输天然气管道安全隐患整治
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我市将对全市存在
安全隐患的天然气长输管道进行整治，
确保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平稳运行。

我市天然气长输管道起于西二线樟
树—湘潭联络线的湘潭末站，途经湘潭—
娄底，进入邵阳末站。按照“气化邵阳”战
略，我市建成邵阳市—邵阳县、邵阳市—
邵东县两条主线。截至目前，全市已投产
的天然气长输管道里程112公里。

根据全市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隐
患情况，市城管局制定了《邵阳市天然
气长输管道安全隐患清单》，并向相关

责任单位下发了《关于天然气长输管道
安全隐患整治的交办函》，明确整改责
任、要求及时限。

会议强调，各县区要对照安全隐患
清单，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制定针对
性的整改措施，严格做到责任、措施、资
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确保隐患整改
到位；加大安全隐患监管力度，在各辖区
对标对表开展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隐患
再排查，对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隐患严格
管控、按期整改，严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我市全面整治长输天然气管道安全隐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8 月
25日，市扬子巴士有限公司发布消息，
为更好地满足湘中幼师高等专科学校
广大师生及沿线居民的出行要求，市运
管处决定从 8 月 28 日起，将城区 25 路
（金罗湾至交通学校）和 104 路公交线
路（湘商产业园至交通学校）终点站延
伸至湘中幼专。

据了解，原25路和104路公交线路
将增设梅子井—杨家垅—黄土坝—银
师湾—曹家院子—下方院子—湘中幼
专等几个站点，双向往返路径相同。原
线路走向不变，线路延伸后，长度增加
约3.5公里，首末班时间、票价不变。25
路原有28台电动车数量不变，104路将
从原来的12台公交车增加到18台。

两条公交线路延伸至湘中幼专

8 月 20 日 ，正在甘肃 考 察 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农发山丹马场
有限责任公司一场，听取祁连山生
态环境修复和保护情况汇报。21
日，他又前往武威市古浪县的八步
沙林场，实地察看当地治沙造林、生
态保护等情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祖国的一山一
水、一草一木，时时牵挂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心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国内考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重要
议程。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
华社记者在各地回访中看到，山水林
田湖草，祖国山川生机盎然，我们赖
以生存的家园正变得越来越美。

山：从喧闹到静美，一座山
的生态之变

58岁的贺玉明又回到了祁连山
下熟悉的草场。

“刚搬走的时候，这里还光秃秃
一片。现在草都长到齐腰深了。”看
着葱茏的草场，他感慨道。这片草

场地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是贺玉明曾经的家。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祁连山北麓的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
责任公司一场，实地了解马场改革
发展和祁连山生态修复保护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些年来祁连山
生态保护由乱到治，大见成效。来
到这里实地看一看，才能感受到祁
连山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祁连山，我国西部的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曾经，开矿、建水电站、
旅游让祁连山热闹非凡，但过度无
序开发，也让这里脆弱敏感的生态
系统负重超载，山体破坏、植被剥
离，给祁连山留下了沉重的创伤。

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牵
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他多次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整改。2017
年7月，中办、国办通报甘肃祁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
上百人被问责。

2017年11月，眼含着热泪，贺玉
明和乡亲们搬离了生活多年的大
山。这两年，祁连山保护区208户、
701名牧民从核心区迁出；持证矿业

权全部退出、恢复治理矿山地质环
境；水电站完成分类处置，生态流量
得到落实；旅游项目完成整改和差
别化整治。

祁连山终于安静了。
过去放牧，而今守护。贺玉明成

了一名生态管护员，重新回到大山。
“祁连山是我们的‘母亲山’，我

们一定会把这里守护好，为子孙留
下青山绿水。”他说。

【回响】

近年来，从喧闹回归宁静的，不
只是祁连山。

宁夏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
战”，彻底关停保护区内所有煤矿、
非煤矿山、洗煤储煤厂等。原先的
煤矿渣堆已被削成缓坡，犹如梯田
一般。去年播下的草籽，已长出了
片片绿意。

在陕西，秦岭北麓成群的违建
别墅早已不见踪迹，保护区里的小
水电站也在逐步退出。秦岭将绿
水青山还给当地群众，还给这里的
生灵。

（下转7版）

为 了 美 丽 的 绿 水 青 山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生态文明建设回访

新华社记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8月24日，记者从邵阳市资江南岸风
光带建设项目协调指挥部获悉，该项
目已建成混凝土挡土墙堤防750米，
目前正分两段同时施工，力争 2020
年春节前完成防洪堤主体建设。

资江南岸防洪堤项目，东起西
湖桥南端，西至新渡路口，全长 2.6
公里。防堤工程等级2级，防洪标准
重现期大于等于50年，是打造城市
防洪闭合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
于 2018 年 7 月开工建设，工程结构
包括混凝土挡土墙堤防、土质堤防
及游步道、神滩涵闸等。

当天上午，大祥区西外街附近，两
台挖机正在资水岸边进行抛石作业，
加紧修建临时道路，以方便施工机械
及材料进出。资江南路防洪堤项目施
工方现场技术人员胡重周介绍，“受项

目特殊施工环境限制，临时道路建设
是项目主体施工的前提条件。我们同
时往资江东、西方向修建临时便道，为
项目创造良好施工条件。”

目前，资江河岸尚有700余米污
水管道位于挡土墙基础以下，需要
将其移出挡土墙基础外侧，重新建
设。污水管道改管工程将紧跟临时
便道建设，预计2个月时间可完成沿
线道路修建及管道迁移工作。

为推进混凝土挡土墙堤防建
设，施工方将工程分两段同步建设，
每段工程安排 2 个班组共 24 人作
业，全线共组织施工人员 60 余人。
每天正常的施工时间为7时30分至
12 时，14 时 30
分 至 18 时 30
分。“河岸施工
环境复杂，夜

间施工难度大且不安全。”胡重周表
示，考虑到临河作业，施工安全隐患
极大，为确保施工安全，尽量避免土
石方夜间施工作业。

施工现场，邵阳市资江南岸风
光带建设项目协调指挥部工程组夏
绵杰仔细查看项目施工情况，并督
促施工单位完成运输车辆、施工路
段湿化作业，确保施工安全、规范。
为保障项目顺利进行，该项目协调
指挥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至少每半
个月进行一次调度会，协调解决项
目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并每天安排
专人到施工现场跟进项目进展，及
时解决矛盾。

资江南岸防洪堤项目建设分段加速推进

市区资江二桥全长538米，宽21.5米，属于四类危桥，加固改造项目总投资2386万元，工期150天。目前，
引桥清理已经全部完成，正在进行桥面钢筋网制作，主桥面清理还剩余600余平方米，已经完成总投资的
50%。预计10月底可完成桥面施工，11月底可全面恢复通车。图为8月22日下午，市区资江二桥施工现场。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