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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寿阳县成功入选
山 西 省 污 水 管 网 全 覆 盖 样
板区。寿阳，寿水之阳，闻
名遐迩的长寿福地，“国家
卫生县城”“节水型社会建
设达标县”“山西省生态文
明建设的排头兵”，位于汾
河、海河两河流域交界区，
境 内 的 松 塔 水 库 是 晋 中 市
区水源地，在寿阳县开展污
水 管 网 全 覆 盖 样 板 区 建 设
意义重大。

从“合”到“分”

一 滴 雨 水 是 如 何 穿 行
寿 阳 县 城 市 地 底 ，顺 利 完
成一次“水生”的奇妙旅途
的呢？

雨水下落后，通过在马
路 两 侧 设 置 的 排 水 设 施 流
入连通的雨水支管内，最后
汇 入 雨 水 主 管 道 排 入 大 自
然中。原来，雨污合流共用
一根管道，相对干净的雨水
挤占了污水处理的资源，遇
上降雨量大的情形，会加大
城市污水处理负担，还可能
存在内涝风险，影响河道水
生态和水环境。雨污分流，
各不侵扰，雨污水分别通过
雨 水 和 污 水 管 道 收 集 、传
输，实现“各行其道”，这样
既可以提高城市排水能力，
还 能 减 少 污 水 对 天 然 水 体
的 污 染 ，改 善 居 民 居 住 环
境，提升城市形象。

近年来，寿阳县坚定实
施“山西省城镇排水管网雨
污 分 流 改 造 四 年 攻 坚 行
动”。截至 2023 年末，全县
完成 58 公里雨污分流改造
工作，建成区范围内雨污分
流管道占比率达到 82.2%。

7 月 11 日，在滨阳路施
工现场，工人们密切协作，
各 种 工 程 机 械 穿 梭 不 停 。
该 路 段 完 工 后 ，全 县 主 干
道 路 污 水 管 网 基 本 实 现 全
覆盖。

“今年实施的滨阳路雨
污 分 流 改 造 工 程 ，总 长 度
2109 米，配套一体化泵站 1
座。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

决该路段汛期易涝点积水问题，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城建股干事王朝胜说道。

“寿阳县污水管网及雨污分流工程实施后，污水厂
净水量及 BOD 浓度显著提升，极大地提高了污水处理
厂的收集率、处理率。”寿阳县城南污水处理厂经理陈
志文说道。

从雨鞋到运动鞋

走进县城化肥厂小区，一幢幢楼房整齐林立，地面
上 新 修 的 井 盖 ，有 的 写 着“ 雨 ”字 ，有 的 写 着“ 污 ”字 。
去年，该小区完成了雨污分流改造，实现了“小雨不湿
鞋、大雨不内涝”，居民们再也不用为雨天出行不便而
发愁。

“城市污水管网的变化，在我看来就是雨鞋到运动
鞋的变化。”居民李翠芝说，以前雨天出门穿雨靴，现在
穿双休闲鞋就能行，清清爽爽的。

“ 通 过 实 施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从 源 头 实 现 了 雨 污 分
流，第一批老旧小区改造 13 个小区，今年计划启动第二
批 29 个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项 目 ，计 划 改 造 雨 污 分 流 管 网
7970 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房产物业股股长孔
令照说道。

几年来，寿阳县城区已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城区
范围内共有排水管网 130 公里，其中分流制雨水管网 60
公里，分流制污水管网 58 公里，合流制管网 12 公里（包
含老旧及破损管网 7.21 公里）。

摸清地下家底

寿阳县于 2017 年开始管线普查工作，已全面建成
地下管线三维空间综合信息平台，并逐年完成新增管
线补测工作，实现信息平台的滚动更新。该信息平台
包含城区内 624 公里各类地下管线、37075 个管点的各
类数据信息，已成为寿阳县进行市政管线建设改造与
管理的重要依据。

“ 通 过 平 台 ，可 以 直 观 的 看 到 全 县 各 条 道 路 上 水
暖、电气等管线，目前正在补录 2023 年至 2024 年新建管
线数据。补录完成后，将为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
工作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寿阳县城区三维空间综合
信息平台负责人郑楠说道。

未来，寿阳县将进一步完善污水收集管网，加强管网和
设施运维养护，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使污水管网空白区
消除率持续保持 100%、年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75%、污水处
理厂进水BOD浓度达到每升 150毫克。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省、市、县关于城市污水
管网全覆盖样板区建设的工作要求，以管网现状分析
存在问题为导向，统筹谋划、系统实施，彻底补齐城镇
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快速推进小区、庭院雨污管
网源头治理、街巷市政管网更新建设、污水厂提标扩容
末端改造，全力打造山西中部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样
板区，改善水环境质量，形成省级示范效应。”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局党组书记赵天军表示。

（孙凯 赵文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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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教育激励党员
干部担当作为，为助力乡村振兴筑牢
基层战斗堡垒，近日，寿阳县平头镇
组织机关支部党员、村“两委”主干赴
昔阳县开展以“追寻大寨精神，凝聚
奋进力量”为主题的党日活动。

在虎头山森林公园，党员干部先后
参观了周恩来纪念亭、叶剑英吟诗地、
郭沫若诗魂碑等景点，聆听导游讲解大
寨今昔变化和发展情况，切身领略老共
产党人的风采以及大寨人的艰苦创业

史。在大寨展览馆，大家通过一幅幅历
史照片、一件件历史实物，重温大寨干
部群众“三战狼窝掌”的豪迈壮举，感受
大寨人在“七沟八梁一面坡”栽松林、修
水利的艰难险阻，深刻理解“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

为学习借鉴乡村振兴典型经验，
党员干部们还先后参观了河南村、大
寨村和北亩村。河南村围绕“花”和

“画”做文章，以“一村一品、花画河
南”为主题打造乡村旅游业，先后建

设了“两街、一院、一池、一园”，通过
独特“花画”既美化了环境又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大寨村盘活闲置资源，
结合大寨历史文化，全力打造现代窑
洞民宿，形成“一院一特色”，带动乡
村旅游业发展。北亩村整合撂荒土
地资源，以梅花鹿养殖和千亩土地种
植为重点，创新“种养+”模式，延伸金
鹿酒、鹿茸片等产业链，致力打造集
干果种植、梅花鹿养殖、观光采摘、乡
村旅游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加快形
成城郊融合型富美乡村。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学习自力
更生、奋发图强的大寨精神，借鉴昔
阳县乡村发展典型经验，立足平头镇
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施策、分类推进，
探索出一条具有平头特色的乡村振
兴之路。

寿阳县平头镇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寿阳县南燕竹镇
南燕竹村不断夯实党建堡垒，坚持把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突破口，以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为目标，通过党支部引领带动，开创村
强民富、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近日，在南燕竹村“燕州小镇”现代
农业观光园里，南燕竹村党委书记贾永
珍带着山西农业大学教授郭平毅一行，
深入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对消减
旱情进行技术指导。“今天先查看了这
儿的生产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讨
论近期、短期怎样减少干旱的损失，长
久我们怎么立足干旱、解决水源与技术
配套的问题。”郭平毅说道。

近年来，南燕竹村利用县校合作平
台，不断深化与山西农业大学的合作，
依托金穗种植专业合作社，探索形成了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山西农业大
学+供销合作社、金融和保险介入”的

“5+ 2”“保底+分红”的土地双层托管
模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有机旱作农
业和订单蔬菜农业，实现了“支部建在
产业链上、能人聚在产业链上、党员示
范在产业链上”。在村党委的带动下，
该村农业发展实现了从人工化到智能
化、机械化的转变，农民收入得到了有
效保障。

通过“双层托管”模式，既解决了村
民自主经营能力不足的问题，又达到了
村集体把产业做大做强的目的。村集
体收入可达 140 万元，农户每年可增收
5000元。

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南燕竹村结
合水美乡村、文旅乡村建设，与燕州开
发公司合作，打造集美食文化、农耕文
化、观光采摘、特色民宿、综合服务于一
体的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园，让村民以入

股的方式参与园区建设，不仅让田园变
成了乐园、村庄变成了景区，更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提高了村民收入。

下一步，南燕竹村将在发展金穗种
植专业合作社和建设现代农业观光园
区上双向发力，持续激发乡村发展潜
力，做足“水文章”，打好“文旅牌”，带动
村民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实
现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李亮 赵嘉）

寿阳县南燕竹镇南燕竹村

党建引领促发展 农旅融合助振兴

夏日的温家庄乡，入目皆风景。行
走在乡间田野，繁茂葱茏的花草树木，
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尽显田园风情。
随着“三治三建三评”创建行动成效日
益显现，一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沿着 216 省道走进山底铺村，映入
眼帘的宜居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干净整

洁的乡间小路阡陌交通，错落有致的房
屋高低分布，农户门前的“小菜园”“小
花园”点缀其中，路灯、绿化、健身器材
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串联起来形成一
步一景，别有一番田园风情。

近年来，山底铺村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用心用情用
功，在宜居宜业上创新突破。通过“乡

党委发动、村支部推动、先进党员带动、
搭建党群互动”的“党建+”工作模式，激
发群众共商共建共享美丽家园，实现群
众从“催着干，让我干”到“主动干，我要
干”的转变。

走进富家沟村，良好的人居环境，
鳞次栉比的钢架大棚，完备的生活设
施，展示出该村以产业兴村绘就的新图

景：将整村土地进行托管，建成千亩高
标准玉米种植示范园；玉露香梨千亩种
植园年均产量达 30万斤以上，销售收入
达 150 余万元；彩椒大棚百亩示范园采
用一年三批次高产高效栽培新模式，实
现彩椒产出全年无间断。

近年来，富家沟村实施“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按照“看得见、
效益好、可持续、能带富”标准，集体经
济收入不断壮大，相关产业带动本村和
周边村组务工农户人均年增收 2.1 万
元，村集体收入超过 60万元。

同样位于温家庄乡的程子旺村，依
托自然资源禀赋，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强村、富民、增收，森林乡村的“和
美”气质扑面而来。

“向绿而行”是未来乡村发展的最
大优势，同时也推动了乡村自然资源加
快增值。程子旺村筹集资金发展苗木
绿化产业，纵深推进森林乡村建设，优
化节点设计，提高绿化体量，补充绿化
断档。调动全村群众的积极性，在实践
中体会“绿水青山”的重要性，截至目
前，程子旺村村组主干道绿化 2000 米，
新建小景点 4000 余平方米，栽植法国
梧桐、龙爪槐、金叶榆等树种 2000 余
株。绿色乐章持续奏响，村民在满眼绿
意中享受生态福祉。

这三个村分别是温家庄乡“三治三
建三评”创建行动中的提档升级村组、
精品示范村组和森林乡村的缩影。虽
然建设路径不同，却各美其美，从不同
角度呈现出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幸
福图景。今年，温家庄乡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对标“人人有
触动、户户有改观、村村有变化，点线有
贯通、整体有提升、全域有标杆”的建设
目标，在全面实施村庄清洁行动的基础
上，完成 12个环境整治村组、4个提档升
级村组、1个精品示范村组的三级整治，
同时建设完成程子旺村的“森林乡村”
创建，评比表彰“千万工程”模范村组、

“乡村振兴”优秀个人、“美好农家”，充
分彰显特色优势，突出产业振兴，强力
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全力描绘产业强、乡村美、农
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徐娟）

和美乡村展新颜 乡村振兴正当时
—— 寿阳县温家庄乡“三治三建三评”创建行动成效显现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寿阳县平
舒乡平舒村农贸市场项目建设现场
看到，农贸市场主体轮廓已完工，工
人正在全力冲刺最后的封顶工作。

平舒村农贸市场建设项目占地面
积 1991 平方米，建砖混结构门面房 19
间，同时配套水电暖等基础设施。农
贸市场建成后，将直接连接农户与消
费者，降低农业生产投资成本，提高
农产品流通效率。同时，可为广大农
户提供专业人才培训，实现农业新技
术、新品种的推广，推动农业产业化
发展。

近年来，平舒乡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将“三治三建三评”创建行
动 、百 里 廊 带 建 设 作 为“ 百 村 示 范
千村治理”行动的具体实践，依托各
村现有资源优势，谋划建设了龙门河
省级乡村旅游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

上峪村“祁公香醋”制醋坊项目、平舒
村农贸市场建设项目、安公村智能冷
库仓储建设项目、段王村粮食烘干塔
配套建设项目等一批特色产业项目，
总投资 2275.5 万元，覆盖乡村旅游、传
统手工艺、农业机械等多个领域，为
平 舒 乡 的 产 业 发 展 注 入 了 强 劲 动
能。这些项目的成功建设、投产、运
营，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

长，还能带动就业，提高村民的收入
水平，真正实现美丽乡村与产业发展
的齐头并进。

下一步，平舒乡将按照“一村一
策”原则，绘好美丽乡村幸福景，坚持
刷新“颜值”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相
融合，争当宜居宜业和 美 乡 村 建 设
排 头 兵 ，奋 力 书 写 乡 村 振 兴 的 时
代 答 卷 。

寿阳县平舒乡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 报 讯 今 年
以来，寿阳县朝阳镇
将“三治三建三评”
创建行动作为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 的 有 力 抓 手 ，以

“治”为弦，以“建”为
谱，在“点线面”上统
筹发力，将“比查奖”
合力赋能，充分动员
广大群众从人居环
境整治的“看客”变
成“主角”，探索出常
抓常管的善治良方，
切实提升了乡村的
颜值与气质。

在 金 石 庄 村 荣
家垴小组道路建设
施工现场，压路机往
来穿梭，工人们冒着
酷暑高温，忙着进行
道路铺油作业。据
了解，荣家垴村 2 万
平方米的巷道硬化
和 主 干 道 1 万 平 方
米的铺油工程已全
部完工.道路通畅整
洁了，村民出行也方
便了，村容村貌有了
较大改善，村民的幸
福感稳步提升。

走进闫家坪村，工人们正在进行立面
整治，为乡村环境整治开启“美颜模式”。
闫家坪原来立面上的商铺、门头经过拆
除，换上新的广告牌，对整个立面提升了
一个档次。乡村要宜居，百姓才幸福，朝
阳镇的蝶变，是寿阳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
一个缩影。

（庞博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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