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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区大陈镇以新时代“垦荒精神” 

打造“生态美丽岛”  

 

近年来，椒江区大陈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生态立岛、绿色兴岛、

旅游旺岛”发展理念，传承弘扬老一辈“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

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把建设现代化湾区作为新时代垦荒，致力

打造“美丽乡镇、美丽村庄、美丽家庭、美丽庭院、美丽公路”的五美

大陈，谱写台州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清”家园，垃圾整治显成效。以“一打三整治”行动为契机，

扎实开展清港、清网、清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抚平 “旧伤疤”。

共拆解闲置渔船 185 艘、清理拖网渔船 50 艘、回收张网 3300 张、拖网

220 顶、地笼网 7700 只，清理陈年垃圾 260 车，回收废铁旧货 2300 吨，

并关停岛上唯一一家建成 30 年无资质船厂。新建卫生保洁队伍和综合执

法队伍，陆续添置垃圾清运车 4 辆，海面垃圾清运船 2 艘，新增垃圾收

集点 25 处，对全岛地面垃圾、海面漂浮物进行全方位全天候清理。同时，

将可腐烂垃圾通过机器终端处理转化为有机肥料“变废为宝”，截至目前，

岛上垃圾填埋量已减少 50%以上。 

二、“净”污水，零直排区勇当先。投资 556 万元自建日处理量为

300 吨的污水处理终端，同时克服岛屿地质、地形复杂、工程难度大等

重重困难，建设污水管线 1.5 万多米，污水井 840 多座，确保污水管网

铺设到镇区范围内的每一户人家，彻底解决污水去处问题，助力实现“污

水零排放，碧水绕大陈”最终目标。截至目前，共计排摸各类管道 13171

米，共调查污染源 697 处，为下阶段 “零直排”建设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美”海岛，人岛和谐促发展。在“五美”建设中，全镇总动

员，将梅花湾、时光老街作为重中之重来整治打造，使之成为大陈风情

一条街；实施环岛公路公交驿站建设，实现美丽出行；按照修旧如旧的

原则，加强古村落保护，建设美丽村庄。去年，大陈镇实现海洋经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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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5.42 亿元，同比增长 11.7%，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26%和 6.7%。近十年间，大陈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两番。并组成

的“污水零直排 美丽新河湖”宣讲团在下大陈区域进行环岛骑行宣传，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展板科普等方式，进一步提高群众对“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知晓率，动员更多群众自觉参与到“碧水蓝天保卫战”中来，

为弘扬“垦荒精神”打造“传承高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椒江区美丽办） 

 

温岭市探索老城区“海绵+”建设模式 

 

温岭市采用“海绵+”模式，有序实施雨污分流、雨水花园、透水

铺装、易积水点改造、海绵社区建设，重点解决老城区内涝、水污染、

功能缺失等问题。截至目前，已完成示范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12 个，排

水达标区建设共 13 平方公里。 

一是海绵+民生改善。采用“污水零直排”+海绵化模式对老旧小区

实施“旧翻新”。通过建筑部分外立管断接处理、雨水花园等“海绵体”

改造实现小区雨污分流，惠及住户 2600 余户。同时，启动各类具有末端

微循环功能的“海绵体”建设，如在绿化中增添海绵设施布置等。对政

府性投资和村集体划拨用地项目提出要求，拟出让的房地产、商业项目

需将海绵指标纳入规划条件和土地出让合同。截至目前，共改造面积 10.7

万平方米，新建小区项目 23 个。 

二是海绵+生态修复。对城市河道实施岸线生态修复，开展河岸绿

化亮化、污水管网铺设等配套设施建设，打造集防洪、排涝、纳污、临

水景观、亲水休闲为一体的城市生态滨水空间，形成 25 公里的城市绿道

网。注重“海绵体”的保护，建造下保山、五龙山、九龙湖生态湿地等

城市公园。改造提升城区道路，有力增加道路雨水吸纳能力。截至目前，

新增绿地面积 45 万平方米，已建成或在建海绵道路 12 条、17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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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海绵+政策保障。建立规划编制、土地出让（供地）、发改立项、

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闭环管理体系，总结试点经验，形成

常态化长效海绵管理机制。创新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模式，率先在台州市

实行海绵城市等附属工程质量监管，实现海绵项目建设全过程管控。同

时，落实资金保障，做好已建海绵设施的运行养护。 （温岭市美丽办） 

 

天台县泳溪乡“3+3+X”模式构建水域生态网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天台县泳溪乡立足自身生态优势，以“五水共治”为突破

点，坚持走农旅双驱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不断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全

域旅游业，以人才振兴凝聚治水力量、以治水促进产业升级、以产业振

兴实现治水红利、以红利共享改善生活水平，治水成效在“四香”产业

提升、旅游富民、生态宜居等方面得到深刻体现。 

一是三支队伍实现高水平河湖管护。因村制宜制定个性治河目标，

乡、村两级同段河长同巡同治同责，不同河道互评互比，确保河长队伍

责任落实。招聘专职河道保洁队伍，以河长巡查结果为考核标准，奖优

罚劣促高效。招募志愿者队伍，通过署名、授旗、登记规划化管理，开

辟专栏宣传治水活动，以社会认同感激发治水热情。 

二是三方力量落实高质量水网建设。构建“党员+乡贤+群众”三方

联动建设模式，实行“能人党员项目领办制”，在美丽河道、灌溉饮水等

项目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借助乡贤联谊会、乡贤理事会等平台激发

乡贤“乡愁”，搜集治水用水“金点子”，并筹措建设发展资金。主动邀

请群众参与建设、监督，宣传树立“谁受益谁管理”的思想意识，激发

群众主人翁管护热情。 

三是生态水催化产业升级乘数效应。巩固保持全域一类水的治水成

效，积极发展绿色农业产业，以“千亩玫瑰园”“北山香米梯田”“大志

茶业”等生态农业带动旅游发展；以天然河道优质溪水为爆点，投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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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外溪玻璃滑道”、“音乐呐喊喷泉”、“溯溪游步道”等亲水、观水项

目，催化乡村产业升级乘数效应。                  （天台县美丽办） 

 

三门县以“三色”擘画蟹乡美丽河湖新蓝图 

 

近年来，三门县深入践行“两山”理论，认真贯彻落实大湾区大花

园大通道大都市建设，按照省、市政府“美丽河湖”工作部署，通过综

合治理、提升改造、高效管护等工作，高质量推进美丽河湖创建，全力

助推乡村振兴。 

一、厚植安全底色，筑牢美丽河湖根基。一是实施固本工程。强化

洪水蓄滞空间建设，加快病险水库、山塘、海塘、水闸等除险加固，着

力补齐洪涝台短板，提升水安全体系。2018 年以来，全县除险加固的山

塘水库累计新开工 3 座，完工 3 座，建设堤防 2.3 公里，兴建固河堰坝 4

座。二是实施清污工程。加大入河面源污染整治力度，统筹推进污水管

网建设、农村污水治理及河道综合治理。同时实施“一河一策”清淤工

作模式，结合实际细化清淤方案，建立清淤轮疏长效机制。2018 年以来，

累计新建管网 46 公里，清淤河湖库塘 41 万方，中小河流整治已基本完

工。三是实施水保工程。积极向上争取补助资金，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开展水土流失现状调查整治，并进行法律法规宣传。2018 年以来，治理

水土流失 6.54 平方公里，其中改造坡耕地 1.8 平方公里，修复生态 4.74

平方公里。 

二、回归自然本色，构建和谐生态系统。一是强化水岸同治。开展

河道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建、乱堆等问题及沿河低、小、散和小作坊

型企业进行摸排整治，同时积极开展“斩污除患”、“利剑出鞘”等执法系

列行动。2018 年以来，累计拆除低、小、散企业 220 家，关停整改 111

家，创建“无违建河道”39 公里。二是强化水质提升。充分利用自然资

源，因地制宜地采用砌石、抛石等措施，还原河道自然风貌。同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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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开展“微生物＋浮叶、沉水植物＋水生动物”等生态处理模式，切实

提高河湖自净化、自循环、自修复功能。2018 年以来，全县累计种植水

生植物 3 种 2150 亩。三是强化景观打造。将河湖综合整治与美丽乡村建

设、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城市功能完善等工作相结合，因地制宜地融入

人文、历史等特色景观，提升水系周边区块的综合价值。例如在珠游溪

增设亲水步道、城市绿道等设施，并将具有我县特色的海洋雕塑小品、

景观建筑等植入河道设计与建设，充分彰显海洋文化。 

三、提升智慧成色，实现管控稳定长效。一是管理标准化。按照“系

统化＋制度化”的理念，着手编制《三门县河湖标准化实施方案》，进一

步完善河湖管理工作和技术标准，全面推行河湖标准化管理。目前，该

方案正在编制中，力争至 2020 年底完成河湖标准化管理建设。二是管理

智慧化。积极探索水域智慧管理新思路，建立“水域一张图”系统。同时，

推进河道视频监控试听系统建设，在 9 条市县级河道以及园里溪安装 68

个点位，与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建设近 500 个原有的摄像头联网使用，

实现河道数据共享，实时监管。三是实行管理社会化。出台《三门县河

长制长效机制考评细则》等 6 项规章制度，新增湖长、库长 49 名，组建

河长辅助队伍 51 支共 1250 人次。同时，通过河长公示牌、监督举报电

话等途径鼓励公众参与治水和监督工作。2018 年以来，共收到群众各类

问题反馈 125 个，已全部解决。                    （三门县美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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