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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新网记者走进江苏淮安
洪泽区白马湖村，感受这里十年来从
破旧渔村到美丽乡村的嬗变。

白马湖村隶属洪泽区岔河镇，是
一个传统渔村，全村 500 多户村民分
散在白马湖畔及湖中数座小岛上，村
民世代以捕鱼、养鱼为生。

记者坐着快艇来到白马湖中最大
的王骆殿岛，数十户渔家小院沿着整
洁的柏油小路而建，院后菜地绿意盎
然，蝴蝶飞舞；院前道路错落有致，
湖面波光粼粼，不时有快艇载着游客
往返。

“以前我们岛上只见围网不见
湖，一下雨，房前屋后全是烂泥，
出不了门。”岛上居民骆奎年称，10

“俺妹，咱这儿从‘丑小鸭’
变成‘金凤凰’了，有时间你一
定要回来看看。”近日，江苏睢
宁县魏集镇戴庄村 70 岁的商芝芳
老人给远方的亲人打电话聊天，
说起家乡的巨变很兴奋。

以前，戴庄村房前屋后到处
是垃圾，遇上下雨天，路上随处
可见被雨水冲出来的畜禽粪便。
现在，社区里环境有人管理，水
泥路干净整洁，房前屋后绿色藤
蔓爬满了院墙，仿佛一幅迷人的
田园山水画。

2017 年，魏集镇“湖畔槐园
秸秆太阳能沼气项目”投入运行，
将沼气发酵技术、太阳能热水器
技术和日光温室技术有机结合，
采用半干式秸秆太阳能沼气发酵
新技术，不仅解决了居住区内的
餐厨垃圾、厕所粪污及畜禽养殖
废弃物的处理问题，还让群众用
上了价廉质优的清洁能源。通过
实施沼气项目，魏集镇每年可就
地消纳农作物秸秆 1500 吨、畜禽
粪便和餐厨垃圾 2750 吨，改善了
人居环境。

“早起鸟鸣瓜果香，入夜蛙
叫空气鲜，就是最好的生态。”
魏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孟想说，
这样的乡村才能吸引人。魏集镇
建设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 200 亩，
利用高浓度沼液作为液体肥浇灌
稻麦田，实施零污染生态绿色有
机农业养殖。

睢宁县是农业和畜禽养殖大
县，每年可产农作物秸秆 116 万
吨、人畜粪便 100 余万吨、农村

易腐垃圾 1.8 万吨。目前，睢宁县
共建设 37 处沼气工程，沼气厌氧
发酵装置总容积 4.92 万立方米，
年消纳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约 96
万吨，年产沼气约 2600 万立方米，
产生沼气可满足 7 万户居民集中
供气使用。在此期间，睢宁县年
产沼渣有机肥约 10 万吨，沼液肥
80 万吨，可满足 20 万亩农业有机
种植需肥量。

2020 年，睢宁县列入中央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国家
级“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农业现
场会在睢宁县召开。2022 年，睢
宁县“厌氧发酵协同处理技术模
式”入选农业农村部“农村有机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典型技术与案
例”全国推广，同年，“江苏睢
宁太阳能沼气新村集中供气项目”
入选全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典型
案例。

“沼气项目的投运，有效治
理了污染，改善了农村环境，提
高了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生态
家园、实现农业经济良性循环的
必然趋势。”睢宁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韩超说。目前，睢宁县规划
发展 20 万亩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基
地，经测算，每亩地生产有机农
作物平均可增加 4000 元（人民币，
下同）收益，20 万亩全部建成后
可新增效益 8 亿元。经济林木多
以楸树、无絮杨为主，以官山镇
为例，利用沼渣沼液测土配方发
展楸树 3000 亩，一年后成苗销售，
年产值可达 9000 万元。         
                              朱志庚 顾士刚

江苏睢宁：
沼气生态循环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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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6 日，航拍位于江苏南京江宁区东部的佘村。该村落山水环抱，自
然生态良好，乡土气息浓郁。近年来，佘村启动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不断提
升村庄“颜值”。（无人机照片）                                                      泱波 摄 

闲置庭院升级星工厂
铜山助力乡村振兴

年前，岛上居民全部从事围网养殖，
湖区被大肆围占，一到夏天，湖风吹
过，臭鱼烂虾味熏得人头昏脑涨。

白马湖村党支部书记谢可琴告诉
记者，王骆殿岛总体面积为 110 亩，
人口 253 人，常住村民 100 余人。以
前岛上环境堪忧，渔民恶性竞争，
不仅赚不到钱，还有村民欠下债务。
2012 年起，淮安市启动实施白马湖
退养还湖工程，对整个水域范围内的
所有养殖土圩、网围及其他渔业设施
实施退养还湖。“虽然当时的乡村旅
游搞得还可以，但是我们渔民一辈子
以捕捞、养殖为生，一下子放弃自己
的主业，心里还是有些犯嘀咕。”在
岛上开了一家渔家乐的村民骆明雪介

      “自从村里有了这个服饰加工厂，
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了，而且务农、
顾家、挣钱三不误。”8 月 22 日，
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大冯村
山西杨“星工厂”，村民刘晓艳说。
     为扩大就业，铜山区柳泉镇在两
年前开始实施“满天星”家门口就业
创业计划，引导村民利用农村闲置农
房、厂房，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实
现家门口就业，拓宽增收渠道。截至
目前，涝泉宠物用品加工、山西杨服
饰加工、八丁电商直播等 11 个“星
工厂”相继建成，8 家已进入运营阶
段，解决劳动力就业 600 余人，月均

工资超过 3500 元（人民币，下同）。
   　2020 年 11 月，结合“五村一区”
现代农业示范引领区建设，大冯村山
西杨自然村启动村庄整体环境提升工
程。针对大冯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单薄、
产业发展优势不突出等问题，柳泉镇
政府出资 33 万元共收回老宅基地 3
家、老旧房屋 4 家、原“散乱污”清
理企业 2 家，投资 350 万元建成山西
杨“星工厂”。
    “收回的这些房屋通过对外租赁
增加村集体经济长期‘造血’功能，
同时还能带动本地就业，附近几个村
的 200 余名村民实现在家门口打工。”

大冯村支部书记赵永合介绍，目前入
驻企业是徐州凯茵服饰有限公司，公
司拥有成衣生产线 3 条，提供成衣的
裁剪、缝制、后整理等一条龙服务，
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年产量在
50 万件左右，多款产品远销海外。
   　铜山区汉王镇位于徐州西郊，毗
邻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云龙湖，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造就了这里的
“人杰地灵”。近年来，汉王镇实施
人居环境整治，鼓励村民将闲置住房、
庭院打造成非遗传统艺术院落，加强
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租下原来空置的前后两进院落
近 1000 平方米，经过改造升级后，
现在我基本是住在这里，以壶聚友，
以茶会友。”在汉王拔剑泉西侧的紫
山村，马氏金属器锻造工艺非遗传承
人、徐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马
小林一边敲打着铜壶胚，一边介绍着
他的“小马哥艺术空间”。
      紫山村位于汉王镇中心，共 209
户村居院落，通过企业化运营从村民
手中流转 56 处闲置院落，目前已经
开发投资运营 43 处，吸引近 40 余位
知名艺术家和非遗传承人入驻。漫步
山村，抬眼可见各类主题性非遗艺术
空间，徐杰非遗工作室、春泥陶艺艺
术空间、清月小院扎染空间、尚方造
物青铜器铸造、遇见徐州文创基地、
汉王和园、私人博物馆及美学空间等，
让人仿佛进入艺术殿堂。       朱志庚铜山区二郎家庭农场的葡萄喜获丰收。                                  朱志庚  摄 

绍，现如今看来，退养还湖是正确的
选择，“现在环境好了，游客多了，
我们的收入也在逐年提升。”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白
马湖村全力推进“土地合理利用、设
施完善、道路提升、水系整治”等各
项工作，整体构建“湖—村—田—塘”
相融共生的自然生态本底。有针对性
地建设不同类型的驳岸，打造原生态
的外湖空间和产居相宜的内湖空间。

据悉，2022 年，白马湖村集体
年收入达 109.17 万元人民币，先后
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江苏省乡
村旅游重点村、第三批江苏省传统村
落、淮安市特色田园乡村的称号。                                   
                                                  刘林

宿迁宿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初秋时节，走进宿迁市宿豫区顺

河街道安泰家园，只见小区内绿植郁
郁青青，楼房外墙漆面完整，楼梯瓷
砖干净整洁，公共娱乐休闲设施被擦
得锃亮……

卓成科从安泰家园建成以来便入
住至今。“以前小区有这样那样的问
题，设施老旧，墙漆剥落，绿植也少，
看起来灰扑扑的。”他回忆说，“除
了环境，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物业
垃圾清理不及时，常常找不到车位，
治安也成了问题。”

这 些 烦 恼 已 经 成 为 过 去。 自
2022 年以来，顺河街道投资 4500 万
元（人民币，下同）对老旧小区进行
整体提升改造，致力打造环境优美、
秩序井然、服务齐全的现代化城市居
民小区，安泰家园便在受益小区之列。

安泰家园小区党支部书记吴艳梅
介绍，小区以“正负激励”为抓手，
优选小区楼栋长、乡贤参与监督，常
态化开展“广场说事”活动，对不文
明行为在广场大屏进行曝光，按月评
比“五星文明户”，形成了共建共治
共享新格局。

乡村振兴，核心在于农民增收，
要牵好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一
直以来，宿豫区把产业与就业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
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拓宽就业渠
道，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在宿豫区陆集街道利民社区，芦
蒿种植基地里的农户们正在热火朝天
地除草补肥。芦蒿种植大户周明元语
气中透露着喜悦：“今年的芦蒿长势
非常好，预计每亩效益能达到 1.3 万
元。”

利民芦蒿股份合作社成立以来，
社区党委多措并举动员引导党员和群
众参与高效农业种植和家门口就业，
为种植户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截至
目前，已经有 800 多户村民加入到芦
蒿种植队伍中。下一步，利民社区将

深入研发芦蒿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
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打造优质芦
蒿水饺品牌，更好带动周边居民就业。

安居乐业是提升人民幸福感、实
现乡村振兴亘古不变的话题。近年
来，宿豫区一直致力于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顺河街道葡萄小镇项目带
动地方就业近 300 人，陆集街道完成
新竣工、新签约 10 亿元项目各 1 个，
7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招引入驻企业 8
家……这些都成为宿豫在乡村振兴路
上的闪亮名片。                 刘林 高原

宿豫区优先扶持休闲观光农业。                              宿豫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