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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21日，南滨街道新乡贤联谊

会成立，现有会员156人，理事37人。近年

来，南滨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积极发挥

乡贤作用，引导乡贤将自身学识专长、创业

经验反哺家乡，参与该街道经济社会发展。

如项建忠热衷慈善事业，并发动会员积极投

身环保公益活动；乡贤陈良明牵头打造的

“鱼乐轩”公园落成并投入使用，成为村民茶

余饭后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乡贤陈良仁带头

筹资建设林垟水上文化长廊，现在成为一处

网红打卡地，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拍

照。此外，张雪弟、陈明弟、姜国锋等乡贤积

极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南滨风景秀丽，交通便捷，旅游资源丰

富，林垟湿地拥有“浙南威尼斯”美誉，这里

还是南戏鼻祖高则诚、浙南著名教育家金嵘

轩等名人的故里，文化底蕴深厚，是我市“拥

江发展”的重要板块。

“南滨乡贤理事会作为乡贤参与家乡建

设和治理的重要平台，在促进乡村教育、帮

扶困难群众、基层矛盾调解等方面做出有益

探索，扛起‘美丽南滨’建设者的担当。”街道

新乡贤联谊会负责人说，联谊会成员将继续

为南滨发展献言献策，充分发挥自身的人脉

资源，结合南滨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积极

为南滨谋求好的产业发展、好的增收项目、

好的致富门路，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尽一

份责。

记者了解到，经过2个月的精心筹备，

今年11月南滨街道乡贤馆开馆，新乡贤会

员有了自己的“家”。场馆坐落于南滨街道

办事处办公楼二楼，是一处集展示、教育、办

公、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既是传承与

弘扬乡贤文化的展示窗口，也是当前乡贤活

动的专属场所。联谊会负责人说，他们将以

乡贤馆为基地，更好地凝聚乡贤力量，发挥

乡贤作用，为南滨街道高质量发展献计出

力。

在云周街道繁荣村村级工业集聚点旁

边有一处高地，埋葬着清代清官林培厚的

祖父母，旁边种着青松、翠柏等树木，四面

被清澈的溪水团团围住，溪渠两岸有青石

护栏，还有一条宽约6米的游步道环绕四

周，因此当地人称这里为“水团团”。

然而，半年前这里还是被污水、垃圾和

违章建筑团团包围的脏乱点，是本次“找寻

查挖”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水团团”被提上整治日程后，云周街道办事

处、繁荣村高度重视，倒排时间表，对“水团

团”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组织清理溪

渠垃圾19车、拆除涉水违章920平方米，排

查直排入河污水管道和混排入河雨水管道4

处，整治管道398米，同时启动溪渠清淤、引

活水入溪和溪渠驳坎、护岸等工作。近日，

整治提升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水团团”边的

游步道已经有不少村民散步、休憩。

值得一提的是，在“水团团”及周边环

境整治项目推进过程中，繁荣村民积极参

与，主动清理家门口的垃圾，拆除自家违

建，并自发筹款100多万元用于“水团团”

环境提升工程，同时组建项目监工队，全程

紧盯进度、严把质量关。

“民间力量已成为我市推进‘五水共

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市治水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我市积极调动、凝聚民间力

量参与治水，推进政府出资、政企联合、村

民共筹“三管齐下”，多元探索强化治水人

力、财力投入，掀起全民治水浓厚氛围，让

保护河道、爱护环境和参与治水工作成为

全民的自觉行为。

发现具体问题456个，已完成整改439个

“找寻查挖”专项行动交出高分答卷

【古韵南滨】

南滨新乡贤联谊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南滨新乡贤联谊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记者苏梦璐

南滨街道新乡贤联谊会一周岁了。日前，该街道新乡贤联谊会召

开第一届理事会常务会长会议，回顾总结了一年来联谊会的工作情

况，部署下一步工作。南滨街道党工委书记竺成伟，新乡贤联谊会会

长项建忠、执行会长张中娒、副会长和秘书处部分代表等与会。

■记者陈异俗通讯员卓磊

通过生态技术改造和综合整治，昔日的“乱点”河道成为当地村民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农污处理站点经过“微园林”改造，摇身变成网红

打卡景点；村民筹资100多万元治水，曾被污水和垃圾包围的名人祖

墓，重现当年“清水团团”景象……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根据浙江省、温州市“五水共治”

找短板、寻盲区、查漏洞、挖死角专项行动工作要求，我市专题部署“找

寻查挖”专项行动，对全域水环境开展全面体检，继而开展大整治、大

提升。专项行动从今年4月份开始，为期6个月，主要查“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成效、城镇污水处理短板、饮用水安全隐患、违法违规排污现

象、劣V类及黑臭水体反弹等十项内容。

我市乡镇、街道迅速展开自查、互查，市治水办成立督查组，每日深入

一线督查，确保工作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目前，全市通过自查、互查、督

查，发现具体问题456个、重大问题10个，已完成具体问题整改439个、

重大问题整改2个，正在按时有序推进剩余问题的整治。经过持续治理，

我市全域水环境质量大幅度提升，“找寻查挖”专项行动交出高分答卷。

近日，记者走进塘下、潘岱、云

周等镇街，看看“找寻查挖”专项行

动中发现并整治的重点、亮点项目。

河水清澈，河岸植被茂密，村民三

五成群在河畔小路上散步，有的则静坐

在生态河畔的景观石上观赏美景、享受

冬日暖阳……这是昨日记者在塘下镇

西岙新开河河畔看到的景象。

西岙新开河位于塘下镇西岙村，西

起大罗山南侧，东至西岙龙西路，全长

约400米，是一条“断头河”。近年来，

虽然河道经过整治，但仍存在“反弹”现

象，河道内淤泥堆积、河水浑浊，河岸两

侧垃圾乱堆放、违建乱搭建。今年5月

份，塘下“找寻查挖”专班人员自查后，

作为专项行动发现的重大问题上报市

治水办。该河道治理情况引起市委市

政府及塘下镇高度重视，市、镇两级主

要领导赴现场调研指导，要求立即开展

整治工作。

塘下镇相关部门、办事处积极响

应，综合施策，以西岙新开河为重点，第

一时间谋划启动西岙村环境综合提升

工作，组织清理西岙新开河沿岸垃圾，

拆除沿河涉水违建，检查整治雨、污检

查井及管道，排查入河污染源，启动河

道生态护岸工程。同时，该镇加速推进

河道周边工业点“污水零直排”建设，全

面推进河道两侧高标农田打造，杜绝岸

上生活工业污染源直排入河、农业污染

源渗透入河。

目前，西岙村环境综合提升工作相

关子项目均已完成，如今的西岙新开河

成为周边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现

在河边环境挺好的，水下还种了一片

‘森林’。”家住附近的李阿姨说，以前河

边堆满垃圾，村民都捏着鼻子绕道走，

现在她经常带上孙子来散步、玩耍。

据了解，为了改善河道的水下生态

环境，该镇开展西岙新开河生态护岸工

程时，采取最新生态技术，打造“水下森

林”，即在河内投放“食藻虫”等控藻生

物，种植苦草、黑藻等沉水植物，套养罗

贝、鱼虾等功能性水生动物，构建起一

个自我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水体生态系

统，从而达到净化水质、美化河道的目

的。

塘下镇西岙新开河：
生态赋能＋综合施策，“乱点”变“亮点”

走进潘岱街道曹岙村，村口不远处的

一座微型公园格外引人注目。公园里，红

砖铺就的小径弯弯曲曲延伸入山谷，两侧

是大片绿地，草色青青，灌木葱茏，还有不

少桃树点缀其间，古色古香的长廊、红白相

间的小风车、原木色的立体观景台，让微型

公园显得更加精致。很难想象，这个精致

的微型公园竟是曹岙村一处污水处理终端

——曹岙村1号农污处理站点。这是本次

“找寻查挖”专项行动中发现的一大亮点项

目。

据悉，曹岙村1号农污处理站点初建

于2017年，日处理能力40吨，服务当地农

户120户。过去，曾有不少村民反映该站

点有异味，影响美丽乡村建设。为此，潘岱

街道对该农污处理站点进行改造提升，并

充分考虑村落山地的特征，采用“微园林”

造景手法，探索建设村落景区污水处理示

范点。

“改造后，农污处理站点变成了微型公

园，终端设施就在公园的立体观景台下面，

走近细闻也没有异味。”潘岱街道治水办相

关负责人说，该站点改造时不仅在终端设

施出水口增加紫外消毒设施，还将终端景

观提升与村落环境建设相结合，在项目设

施改造时充分利用原有设施，管网接户实

现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改造后的处理

设施采用AAO工艺，污水处理效果更好，

出水执行浙江省《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3/973-2015）二级标

准。

近日，该站点还作为村落景区污水处

理示范点建设案例，被列入浙江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2021年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优秀案例选编》。

潘岱街道农污处理站点：
“微园林”造景，“终端”变“景点”

曹岙村微型公园曹岙村微型公园

西岙新开河

繁荣村“水团团”

云周街道繁荣村“水团团”：
全民共治，“污水团团”变“清水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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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垟水上文化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