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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农忙秋收之后，闲不下来的爷爷奶
奶就会点一把火将秸秆地烧得精光。浓浓烟雾
飘向蔚蓝的空中，呛得周边的村民喘不过气，老
农民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而今，赤岸镇持续加
强、全面开展秋季秸秆焚烧巡查整治工作，乡村
在进步，农民思想在转变，如此不环保的方式也
在逐渐离我们远去。

赤岸镇是我市农田面积占比较大的小镇，
虽说许多农村的田地已统一流转，普遍用于开
发旅游项目，促进村庄发展，但个别村庄周边，
零星的自留地依然存在。受老观念的影响，村民
们习惯秋收后焚烧秸秆，将其化作饲料肥沃土
地，但少有村民了解焚烧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
9月，赤岸镇组织各共建委、村（社）及执法大队
等力量常态化开展秸秆禁焚工作。此时，农作物
已进入收割阶段，再加上气候干燥，正是村民焚
烧秸秆的高峰期。

为切实做好农作物秸秆禁焚工作，助力美
丽赤岸建设，赤岸镇各共建委、村（社）落实“党
建+单元”责任，围绕“扭观念”，通过各级微信
群常态化向广大村民宣传禁焚工作，并将自留
地农户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面排摸、上门签订
禁焚承诺书，在全镇积极营造理解、支持禁焚工
作的良好氛围。同时，各村（社）还专门落实专
人，与镇执法、消防等力量，组成禁焚机动巡查
队伍，对义武路、金义东南线等两路两侧重要区
域强化巡查，确保秸秆焚烧及时处置到位。

“还别说，我以前都不知道焚烧秸秆对环境
影响这么大，现在宣传之后，我就了解了，如果
能减少污染，我非常愿意配合禁焚。”今年65岁
的农民丁樟奶住在赤岸一村，多年来，他一直坚
持打理着300平方米的一片自留地，种植玉米
等农作物。秸秆就是庄稼的果实收获后，地里留
下的植物残体，比如摘去豆角的豆蔓、扒掉玉米
穗的玉米秆、脱粒以后的稻草麦草等等，大部分
可以用来喂牲口，近些年来机械化程度提高了，
开始进行秸秆还田。自从赤岸镇禁止焚烧秸秆
后，丁樟奶第一个响应号召。

“希望能扭转农民的老观念，将‘环保’的理
念普及开来。”赤岸镇副镇长陈岸哲表示，他们
还建立了禁焚联合执法工作机制，每周重点时
段都会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对秸秆焚烧行为及
时制止并取证，如果发现有违反禁焚行为的当
事人，对其进行现场批评、登记姓名，并向所在
村（社）通报。

在持续深化秸秆禁焚工作的同时，赤岸镇
还积极鼓励农户以秸秆还田等科学环保途径处
置秸秆，积极探索秸秆综合利用、绿色处置的新
途径，多措并举提升禁焚成效，助力蓝天保卫。

赤岸镇在线喊话：
严禁焚烧秸秆
还农村一片蔚蓝天空

擦亮生擦亮生擦亮生态微底色态微底色态微底色 点亮群众幸福路点亮群众幸福路点亮群众幸福路
——赤赤岸镇美丽乡村建设纪实岸镇美丽乡村建设纪实

上有玻璃栈道扶摇直上、高空秋千
立于山坡，下有沙滩上游玩堆沙、网红
桥上流连忘返，从去年5月开业以来，赤
岸镇八石村龙山景区开发项目越来越
多，村集体旅游创收达160多万元。“我
们村位于西海精品线沿线，是西海景区
的一大典型特色村，为了吸引更多游人
前来游玩，村里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八
石村党支部书记陈荣春说。

2016年，上八石村曾进行一次环
境大整治，从村道清扫到垃圾分类，从
房前屋后清理到景观提升，经过一番

折腾，同年，上八石自然村被评为环境
“十佳村”。第二年，村里再次争创一星
级美丽乡村。2018 年，上八石自然村
与下八石自然村合并为八石村，村内
众筹 1400 万元，打造了西海龙山景
区，为村里创造越来越高的收益。今
年，八石村在村内又打造了一处生态
休闲广场，内设瀑布、瀑布观景台等景
点，更加快了美丽乡村建设进程。

与八石村一样，位于西海精品线
上的塘边村，也在一次次的环境整治
提升中越走越稳。此前，塘边村一边整

治环境，一边加快村内危旧房拆除，并在
此过程中，开发荷花池、嬉水乐园，引入

“藕遇”餐厅、户外团建、山地越野等项
目，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如今，村集体收
入已从每年5万元变为每年50万元。

“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美丽乡村建设
才能走深走实。”塘边村党支部书记金胜红
说。10月以来，金胜红带领村干部们整治环
村西路线乱拉问题，将空中的“蜘蛛网”割
了埋入地下，再盖上空心板、浇上混凝土，
终于顺利完成环村西路200米水泥路加宽
工程，让村庄环境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示范精品，夯实乡村风光美

每到周末，赤岸镇乔亭村的水稻
公园内游人如织：观景台上，能看到彩
色的稻田泛着五彩的光芒；水稻塘中，
有游人在垂钓鱼虾；坐上小火车，任秋
风拂过脸颊；开山地越野车，是亲子间
最亲密的互动游戏台。乔亭彩稻公园
自对外开放以来，不仅给游客提供了
新鲜有创意的农旅融合游玩点，更大
大提升了乔亭村村民的生活品质。

这些年来，融合的脚步在加快，
“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古建筑+
旅游”“古建筑+文化”……走在赤岸

镇，你可看到融合的身影无处不在，深
入到乡村的每一处细节里，而由美丽
环境衍生的美丽经济，像春天花草一
样，落地生根，随风而长。

引入了熊之家乐园的莱山村，对
村道两侧进行了整治提升，近期还在
村口建设新的牌楼；羊印村寒山风景
区路口正在建设观光走廊，为游人提
供短暂休憩的场所；神坛村外立面整
治已全部完成，近期正如火如荼建设
冯雪峰故居；毛店村五里白溪工程正
在进行中，努力提升村庄颜值；东朱村

莲塘区块修复迅速，村道提升工程已完
成；清溪村危旧房拆除后，进村生态停车
场等配套设施正在建设中……据悉，赤
岸镇20个在建项目均计划年底完成。

乡村的美好生活，离不开更完善的
基础设施、更多元的发展机遇及更周到
的公共服务。为此，赤岸镇大力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并向五水共治、环境治
理、乡村振兴、群众服务等方面延伸，积
极打造环境美、生活靓、百姓富的幸福小
康路，使村庄处处盛开文明之花，时时彰
显时代新风貌。

融合发展，提升百姓生活美

远山有高空秋千远山有高空秋千，，近水有曲水流觞近水有曲水流觞。。
行走在赤岸的乡村间行走在赤岸的乡村间，，菜园花圃装点着菜园花圃装点着
房前屋后房前屋后，，彩色壁画镶嵌在青砖绿瓦彩色壁画镶嵌在青砖绿瓦，，点点
点滴滴的文脉流传点滴滴的文脉流传，，以及别致典雅的景以及别致典雅的景
观打造观打造，，都将赤岸镇美丽乡村的精致画都将赤岸镇美丽乡村的精致画
卷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卷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

究竟怎样的村庄可称之为美丽乡究竟怎样的村庄可称之为美丽乡
村村？？在赤岸镇大小村落间在赤岸镇大小村落间，，或许就能找到或许就能找到
答案答案。。

这几日，溪水潺潺已有些许寒意，但在和煦的
暖阳下，大寒尖脚下的赤岸镇尚阳村内，溪畔每天
徜徉着络绎不绝的游客。据了解，该村三面环山，
发源于高坡山的溪流自东向西逆流引入村中，绕
村穿村于每家每户的门前屋后，形成户户皆有埠
头的壮观胜景。清澈的溪流与尚阳老街交相辉映，
成了赤岸镇水清山明的典型愿景。

近年来，义乌市经济飞速发展，主城区已完成
城市化，周边镇街也基本完成城镇化。根据《义乌
市生态市建设规划》，赤岸镇的生态功能区定位为

“南部低山丘陵生态涵养功能区”，区块主要功能
是：保护自然、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水源涵养与保
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小气候调节、提供娱乐休闲。
赤岸镇不仅风光秀丽，溪流众多，而且水生态条件
良好，文物古迹众多，赤岸镇已然成为市民休闲度
假的首选。

“以前吴溪水就很清澈，沿溪的河
道也相当干净，这几年，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五水共治及美丽城镇建设等工
作，我们对吴溪流域赤岸段进行了水质
提升，为百姓提供宜居宜游的水环境。”
赤岸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季哲丞说。

据了解，吴溪流域（赤岸镇段）综
合治理工程，起始于赤岸镇古寺水库，
流经大桥村、莱山村、尚阳村、朱店村、
三角毛店村、田沿村、后金宅村、南杨
村、下水碓村、山盆村、上吴村共11个
行政村，终点位于上吴村堰坝上游。工
程以防洪和改善水环境为主，结合生
态景观，休闲旅游，兼顾农业灌溉，整
治工程对该段河道长度约13.5km、枫
坑支流1.5km的河段进行整顿治理和
生态河道建设，其中村庄段按照10年
一遇洪水标准，农田段按照5 年一遇
洪水标准治理并生态建设，工程总投
资11656万元。本次工程着力实现“河
畅堤固”“水清岸绿”“保供安灌”“景美
人愉”“权晰力强”等“五位一体”总体
治理目标。

为了守护好一江碧水，赤岸镇还
将河长制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近年来，
作为山盆村多年村干部，同时还是吴
溪（后金宅村—山盆村）流域的村级河
长，朱同准对吴溪河道治理格外上心。

4 年前，朱同准主动加入赤岸镇村级
河长队伍，无报酬全义务管理流经村
内的吴溪水环境。此后，他每周至少主
动巡河一次；每到下雨天、台风天，他
也会及时查看河道情况，发现问题直
接上报；及时清理河道内的垃圾，确保
水环境清澈见底。

今年 8 月份的一天，台风过境赤
岸镇辖区，降水量越来越大，朱同准在
巡河时，发现吴溪水位上涨严重，且河
道边甚至有裂痕，村内随时可能会引
起水灾。为此，朱同准毫不犹豫将该隐
患拍照上报，及时将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在赤岸镇，像朱同准这样不求回
报，为保护村级河道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的村级河长共有5名，他们分别驻守在
吴溪、环溪河道的沿线村落，织密生态保
护网，为打造生态河道做更多贡献。

据悉，吴溪(雅西村段)整治工程和
枫坑溪(枫坑水库-三角毛店村)改造工
程，被评为2016年浙江省河道生态建设
示范工程，其中吴溪(雅西村段)整治工
程还被评为省河道生态建设优秀示范工
程。接下来，赤岸镇还计划建设吴溪生态
绿道15km，目前已完成12km，计划在12
月底全部创建完成。

多措并举，织密生态保护网

打造美丽水环境，挖掘美丽河湖文
化。在赤岸镇，还有一条被人叹之水清
岸绿的河道——环溪。环溪发源于佛堂
镇八宝山，属于义乌江水系，是义乌江
一级支流，为乡级河道，流域面积
23.5km2，主流长度15km。在赤岸境内
全长10公里，流经雅端村、大树下村、大
新屋村、神坛村、八石村、塘边村，其间
有一座小（一）型水库——蜀墅塘水库。
环溪作为赤岸的重要河道，五水共治以
来，水清了，岸绿了，全年平均水质保持
在Ⅱ类水。

“沿着环溪流域，你会发现这和西

海精品线环环相扣，这样更是拉动了
当地经济。”季哲丞告诉记者。“赤岸西
海”精品线就是以蜿蜒曲折的环溪为
主轴，将这7 个旅游开发条件得天独
厚的村子串成一线，形成一派举目青
翠、风景秀丽的独特景致，浑然天成。
环溪流经之地游客众多，有以荣安堂
等古建筑群而盛名的雅端村，有义乌
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冯雪峰
故居所在地神坛村，有集合了玻璃桥、
高空秋千、农家乐等项目的西海龙山
风景区，末端更连接着历史文化遗址
——蜀墅塘水库。

环溪蜿蜒穿行，村庄镶嵌其中，溪两
岸种上了植被，修建了步道和凉亭。有了
风景，自然吸引了看风景的人，农家乐、
民宿因此兴盛，吴溪、环溪边甚至多了许
多泼水节等活动，四面八方游客的到来，
为当地百姓带来不菲的收入。

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赤
岸”这两个字，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五水共治，大大提升了吴溪、环溪的
水环境，承载了百姓满满的幸福感，将人
水和谐之歌唱得更加响亮。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人水和谐，构筑生态新格局

水更清了 岸更绿了
赤岸镇打造“美丽河湖”绘就流动新画卷

清溪村入村口的凤凰壁画令人眼前一亮。

八石村稻田景色宜人。

工作人员上门签订秸秆禁焚承诺书。

工作人员引导自留地农户环保处理秸秆。

东朱村莲塘区块修建完工后焕然一新。

山盆村路口吴溪流域水环境提升。

南旺溪村水杉林边水质清澈见底，环境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