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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治理事关千家万户。近

年来，区住建局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决策部

署，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一项

重大民生工程抓紧抓实。如今，通

过几年的治理，我区实现了污水治

理水平和能力明显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明显改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由起步探索到提质高效的转变，

2020-2022年连续三年获得省级优

秀荣誉。

截至目前，萧山区累计投入财

政资金约 30 亿元，完成 19 个镇街

347 个行政村的治理工作，行政村

覆盖率达 98.30%，建设处理设施

1293 个，受益农户数达 17.25 万户，

乡村整体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提升，

污水治理的萧山解法正变成“萧山

经验”。

■文/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郭沛阳

从“污水点”到“风景点” 从“能致富”到“发展好”

萧山污水治理工作书写耀眼新篇章

冬日午后，几位村民漫步在南阳街道赭东村村委会旁
的小公园内，木栈桥、小喷泉、健身器材、小景观一应俱全，
池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不时有红色锦鲤游过。

“一般人想象不到，这个小公园下藏着我们村的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终端。”村民王大爷说，村里将污水治理与
景观建设融合在一起，治污设施经过新建、改造，既让村
里水环境得到提升，也带动村容村貌提升，污水处理终端
反而成了村民散步、休闲的好去处。据了解，公园内还引
进了中水回流系统，处理后达标的尾水经雾化喷水装置
自动浇灌园中的花草，回收利用，两全其美，真正实现了
污水零直排。

像这样将农污设施与景观相结合的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终端池，已经成为了萧山农村里的一道风景。

在义桥镇复兴村的潘山净水公园，如今也有一处村
民心目中“网红公园”。村民张奶奶说：“我们现在都喜
欢去那里散步聊天。”而这一处公园的特别之处，也是建
在农村污水处理中心之上。“我们在这个公园里设置了
小桥亭阁、灯光喷泉、健身器材以及共享洗衣房、共享菜
园等设施，是‘装备’很齐全的公园，目前我们还是省市
探索‘污水零直排村’的示范点。”复兴村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

如今，“污水点”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前来参观学习的团
队。在农村污水处理方面，复兴村俨然成了“专业行家”。
但于村民而言，最重要还是村里多了个环境美、功能全的
公园，这对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意义重大。

“污水点”变身“风景点”，在萧山，越来越多的“净水公
园”正在建成。通过引入整体解决方案，将农污治理和美
丽乡村建设的双线结合，通过科学布局与景观设计，将污
水治理设施建设与景观造美、功能效益进行融合，最终实
现“治污+造美=百姓支持”的多赢局面。

从“污水点”向“风景点”蝶变
今年是“八八战略”与“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在深化新时代

“千万工程”的全新跑道上，萧山接续先谋与先行，推动农污治理工
作不断迭代、迈上新台阶。

走进杭州首创的乡镇级水环境治理中心——义桥镇水环境治
理中心，只见智慧大屏上不仅显示着镇域内农村设备终端的运行情
况，也实时监控着市政管网的各项数据。

“全镇的农污运维、污水零直排运维、市政管网运维都集中在水
环境治理中心统一管理，力争破解由于农村生活污水、市政污水和
小区污水分属不同主体造成的信息数据不共享、出水标准难落实、
监管权责不清晰等问题。”义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镇已有
40多个终端的智控系统统一入网，接入该中心智慧管家平台，此
外，镇上的红色“指导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各类问题可上报系统，
中心会及时派单处置，形成闭环管理。

这意味着由“农污治理”向“农污智理”迭代的步伐已经迈出，在
“治污”领域，城乡融合发展已经蹚出新路。

在萧山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中，“智能化管控”也成了高频词
汇。以潘山净水公园为例，通过引入“四位一体”农村污水“智慧管
家”管理平台，让监管变得更容易。据了解，该平台具有数据分析、
智慧决策、精准排放、实时预警四大功能，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前端
运行数据，可在平台生成可视化数据，通过分析污水流量、水质检测
等数据，判断设施运行状况，便于管理人员进行科学化决策。

智慧赋能，提升管理水平。如今在萧山，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管理系统已经发挥“大作用”，通过水质监测设备、监控系统等信
息化设施对农污终端进行智能化管控，提升污水处理率、出水达标
率，以及突发事故处理效率，并实现与省、市平台的数据交互，将智
慧化监管贯穿于农村生活污水运维和决策分析全过程。

针对农污工作专业性强、内容多、要求高的实际情况，萧山区还
结合自身实际，依托本地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积极引入专业团队
进行运维工作，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管护专业化、规范
化。制定实施《萧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管理工作考核细则》，
采取过程考评、年终自查、抽查核查相结合的考核办法，对共性工作
和个性工作进行量化考核。根据巡查情况，实行“一月一通报”制
度，并按排名顺序给予阶梯式资金补助。组建红色“指导员”队伍，
充分发挥党建在农污治理领域的“红色”指导作用，通过区、镇、村三
级红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充实农污运维队伍力量，解决基层技
术、专业人才支撑不足等问题。

说起污水，大多数人最先映入脑海的就是“脏”字。如何让“脏
污水”经过处理实现转变，从废弃物变成有价值的“致富水”，在萧山
已有解题之法。

“我们对污水进行分级处理试点，追肥季节前端厌氧水直接作
水肥利用，平时后端达标尾水用于绿化喷灌，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与
秸秆定量混合后可加工成生物基肥，实现回用农田。”区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义桥西山村，污水早已不是没有价值的废水，

“如今，我们每一滴污水都有可利用价值。”
目前，按照“污水全收集、雨污全分流、处理全达标、资源全利

用、监管全智慧”的要求，萧山正践行“零直排村”理念。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们采用污水分级处理方案，根据处理工艺前、中、后端水质
情况的差异，以林田灌溉、景观补水、公厕冲洗、绿化浇灌等多种方
式，最大程度实现污水的全收集和全利用，从根本上解决污水排放
问题。”智慧的力量也早已现身在污水治理领域，“我们通过引入智
慧管家系统，实时进行动态监管和数据采集，精准控制污水的处理
和回收利用，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

目前，萧山已有11个零直排村通过市级评定，计划到2025年，
全区将完成30个试点建设工作。

走进顺坝村，村民逐水而居，一年四季，自然田园风光无限。
“我们顺坝村已经实现了对污水排放和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污染
物全部收集、处理、达标排放和资源化利用。”顺坝村党总支书记
倪金芳表示，通过农污的资源化利用，村里的农副产业整体效益
进一步提升。

“像这个6号终端MABR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实现了尾水全
利用，一天处理约165吨污水，尾水可满足周边250余亩农田和40
余亩大棚种植基地的灌溉需求。”倪金芳告诉记者。

事实上，将农污终端处理的尾水用于灌溉，省下的钱更让人惊
喜。在顺坝村设有种植基地的杭州新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算了一笔账：“以前我们用自来水灌溉，一天的用水量在60吨左右，
现在通过农污终端处理的尾水也能满足灌溉需求，预计每年能为我
们节约8万—9万元的成本。”

从“脏污水”向“致富水”转变

从“农污治理”向“农污智理”迭代

从“污水点”到“风景点”，从“能致富”到“发展好”，

萧山的污水治理工作已然交出漂亮成绩单，值得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