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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兖矿清湖生态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1000亩珍珠蚌收获的
时候。在邹城市太平镇采煤塌陷
区，一座现代化珍珠蚌养殖基地坐
落于此。

“一亩水面能产5公斤珍珠，
体量和光泽达标的，一颗能卖到上
千元，小的按斤卖，市场价基本每
斤在三四千元。”兖矿清湖生态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华澜珍珠负责人张
帅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

邹城有着山东最大的采煤塌陷
区，塌陷水域达 2万余亩。多年
来，这些水域的污染一直是采煤塌
陷地治理的难题。2013年，邹城启
动了塌陷水域生态修复，将积水浅
的区域回填复垦成耕地，积水深的
区域则改造成鱼塘，承包给村民搞
养殖。

可这种修复方式经济效益低，
水体还出现了富营养化加重的趋
势。“我们还是把水域治理想得
太简单了，经过治理有些水域水
质非但没有得到改善，甚至还一
度恶化，变成劣五类水质。”邹
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修复
科科长潘高伟介绍，为解决这一
问题，该局多方调研，会同邹城
水产服务中心商议，最终敲定了
“生物链治水·靶向珍珠养殖”
的生态治理模式。

2019年9月，浙江清湖集团带
着“生物链治水·靶向珍珠养殖”

技术来到这里。“刚到邹城时，附
近的养殖户都劝我，他们说这些塌
陷地连鱼都养不活，怎么能养出金
贵的珍珠蚌？”兖矿清湖生态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费林江对
养殖户的好言相劝感到费解。

通过实地走访，取水化验，费
林江发现了这儿鱼养不活的原因：
养殖业户常年投放肥料，水体富营

养化，导致生态链失衡。
“或许我们公司的研究对邹

城 治 理 采 煤 塌 陷 水 域 有 所 帮
助。”费林江表示，在来邹城之
前，他们已经在杭州、绍兴等地
积累了大量成功利用养殖珍珠蚌
进行水体治理的经验。

在费林江眼中，珍珠蚌就是
一台“活体纯净水制造机”，这

位来自浙江诸暨，有着20余年珍
珠蚌养殖经验的技术达人告诉记
者：“珍珠蚌是一种水体滤食性
环保动物，适温季节，每只3龄珍
珠蚌一天能滤水50升，以10万只
蚌为例，其滤水能力每小时可达
200立方米。”

记者了解到，所谓生物链治
水就是先将池底的黑臭水、有机

质抽到繁藻池，再通过微生物技
术把有机质转化成藻类可以吸收
的无机盐，进而培养出适合投喂
珍珠蚌的藻类。该技术的特点是
在水体治理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
学试剂，在水体建立一个稳定的
纯生态食物链系统，从而达到生
态治理的目的。

“目前，这一小瓶藻类市场
价为 3 0 元。为了养出高品质珍
珠，我们直接把它投喂给珍珠
蚌。”兖矿清湖生态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技术负责人吴成华说，他
们采取自动化管网格式养殖技
术，在蚌壳适当位置钻孔并插入
滴管，通过类似“打点滴”的形
式向珍珠蚌精准输送藻类。

不到两年的时间，邹城蹚出
一条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采煤塌陷地治理道路，2万余亩塌
陷水面得到有效治理，提升为三
类水质。该治理模式成功入选第
二批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典型案例。

“通过这种模式，不仅可以
改善生态平衡，达到治水目的，
还能实现珍珠蚌的丰收。”潘高
伟说，据了解，目前该项目已养
殖河蚌 1 0 0多万只，产值超千万
元。围绕珍珠养殖形成的首饰、
艺术品加工、电商等产业，也在
加速布局，昔日的塌陷地摇身变
成了“聚宝盆”。

寿光市稻田镇辖112个村，共
有包括4条河流、68个湾塘在内的
72处水域，共有学生13271名。为
全面做好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
稻田镇高度重视、周密部署、迅速
行动，紧紧围绕“管好水、看住人”原
则要求，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工作，
织密“防护网”。

建立健全机制，全面落实责
任。一是成立了以党政主要负责人
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党委
会议专题调度，镇村两级层层制定
防溺水工作实施方案和应急救援预
案，逐村、逐水域签订看管人的责
任书，明确工作职责，强化责任分
工；二是建立了重点水域班子成员
包靠制度，对重点河段、水域由班

子成员带头包靠，每天不定时巡
查，发现问题专人负责，及时推送，
跟进落实；三是建立了联席防控制
度，镇纪委牵头成立督查专班，一日
一检查，一日一通报，每天到各村、
各水域开展巡查，对查出的问题全
镇通报，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限时
销号整改。对落实措施不到位的，通
过绩效工资挂钩、纪委约谈处理等
多种方式，以督促进，确保工作走深
走实。截至目前，共下发防溺水专题
通报12期，通报镇村干部25人次，
督促整改问题34条。

全覆盖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
防溺水舆论氛围。一是充分利用“村
村响”大喇叭、防溺水公开栏、逐户
发放明白纸、微信群等多种方式，普

及防溺水安全常识，力求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二是在各个水域、各村主
要干道设置警示牌、公示牌和宣传
标语，每300-500米设置一个宣传标
语，努力营造铺天盖地的宣传氛围，
分5次设置警示牌345个、公示牌213

个，悬挂宣传标语736条；三是加强
家校联系，学区教师严格落实“一日
两提醒”制度，在家长微信群不定时
推送防溺水安全知识，并通过手抄
报、主题教育、思政课等多种方式实
现“1530”防溺水教育常态化；四是
组织各村和各学校在宋家坑塘开展
防溺水救援演练，注重从溺水紧急
避险、自救自护、抢救施救等方面
开展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应对突
发情况的能力。截至7月底，112个

村演练已全部完成。
全方位网格化管理，齐抓共管

“看住人”。一是对全镇13271名
学生建立网格化管理台账，以村居
为单位，每10名左右学生为一个小
网格，每名学生都有镇村、学校三
级包靠；二是严格落实全镇1375名
网格员责任，通过召开网格长会
议、每周五电话提醒等方式明确工
作职责，网格长通过入户下发明白
纸，一对一宣传教育等方式包靠，
进一步提高履责能力，千方百计配
合学校、家长做到“看住人”。三
是对于特殊群体学生实行村“两
委”成员进行一对一包靠。全镇
275名特殊群体，网格长及包靠老
师做到及时掌握学生行踪。四是各

村成立志愿服务队伍，由老干部、
老教师组织孩子们到村委活动场所
集中播放防溺水安全教育视频片
等，倡导各村假期内用好村级图书
室等活动场所，引导放假后的孩子
们编成小组互帮互看，开展有益的
小组活动。

全时段不间断巡逻，严防死守
“管好水”。对全镇排查出的72处
水域建立台账，实行镇村两级包靠，
对所有水域设置了防护网，安装了
公示栏和警示牌，悬挂了宣传标语，
绘制了水域地图。各村建立了看管
交接制度，成立了一支巡逻队伍和
救援应急队伍，有水的区域实行三
班倒24小时无缝隙看管，每个交接
班必须双方签字确认，设置巡逻屏
障，实行全天不间断巡逻等。全镇水
域看管员共265名，巡河志愿者共
425名，其中学校巡河志愿者287名，
为稻田镇防溺水工作筑牢坚实屏
障。镇上成立了联防巡查队伍，定期
到水域巡逻，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镇
通报，限时整改到位。(张佳宁)

强机制 勤提醒 管好水 看住人

寿光市稻田镇织密“防护网”做好防溺水工作

生物链净水，邹城塌陷地里“种”珍珠
该治理模式入选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盛超 陈琪

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力度的不断加大，各地村容
村貌有了显著提升。笔者在基层
采访了解到，一些闲置多年的危
旧房、坍塌房，成为一些村庄人
居环境整治中的棘手问题。

最近一二十年，随着城镇
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

大量进入城镇。村民进城后或租
房或买房，常年不回村，部分农
村房屋成了“空心房”，一年到
头“铁将军”把门。很多房屋闲
置多年，甚至成了危房，不具备
居住条件，既造成了安全隐患，
又影响村容村貌，更是土地和房
屋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能让
“空心房”成为美丽宜居乡村的
“死角”。

“空心房”治理，涉及众多
农民的切身利益。绝大多数情况
下，即使闲置房屋成了危房，甚
至出现坍塌，村民也不会主动拆
除，这跟农民的“乡土情结”有
关。很多人进了城好多年，但依
然把农村视为自己的“根”，把
老宅看成将来可能返乡的落脚之
地。治理当下农村“空心房”，
既需要尊重农民的恋乡恋土情
感，更要保障村民相关利益和权

益不受损害。
在一些地方，开始探索“空

心房”特别是危旧房盘活的新办
法。如巨野县田庄镇栾官屯村，
从2017年年底起，由村集体统一
拆除平整村里的坍塌房，同时引
进苗木公司栽植绿化苗木，并且
确定了苗木收益由村集体、村民
和苗木公司三方共享，按照2：
4： 4比例分成。通过“共享苗
圃”，这个村盘活了100多块闲置
宅基地，村庄环境也获得巨大提
升，被评为山东省森林村居。

当下，治理“空心房”，一

方面村“两委”要主动作为，及
时跟外出村民联系沟通，做好思
想工作，让村民对闲置危旧房，
该修缮的及时修缮，该拆除的及
时拆除，该利用的利用，避免出
现安全隐患；更重要的一方面，
村集体要充分利用闲置房屋和宅
基地资源，发展符合当地实际的
产业，增加村民和村集体收入。
如风景秀美的山村，可以将部分
村民闲置农房租赁过来，经营餐
饮、民宿等，发展旅游产业。

早在2019年，农业农村部专
门下发通知，鼓励村集体和农民
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
宅。笔者认为，相关部门要出台
相关政策，拿出专项资金，支持
各地探索盘活利用“空心房”的
好做法，对主动利用闲置农房发
展产业的村民和村集体，给予相
应补贴和奖励。

别让“空心房”成美丽宜居乡村死角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李伟

塌陷地改造成为现代化珍珠蚌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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