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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早晨，黔西市新仁乡寒意十足，但地处乌江上游六冲河畔的化屋村依然美得像一幅画。河两岸，护河员每天都在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

“老杨，快收拾起走喽。”村民王进英一边催促丈夫杨清鑫，一边换鞋准备出门。

几分钟后，杨清鑫夫妇俩走出家门，径直往河边走去。王进英拿起打捞漂浮物的工具走到船头，杨清鑫摇动船桨向前划去，开始了一天

的巡河、护河工作。

“这个工作越做越轻松，因为现在没有人搞网箱养鱼，大家素质也提高了，没有人往河里扔垃圾，污水也不排到河里，河面常年都很干

净。”一个多小时下来，杨清鑫夫妻俩几乎“一无所获”，这正是他们最想看到的结果。

这是化屋群众守护乌江水的一个画面。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而六冲河，则是乌江的一级支流。

近年来，为使乌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化屋村认真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牢牢守住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通过持续不断的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厚植经济社会发展

的生态底色，丰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成为贵州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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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屋村地处乌江南北源交汇处，三

面临水，背靠峭壁悬崖，总面积 8.2 平方

公里，全村居住着苗、彝、汉 3 个民族

284户 1133人。

有 着 “ 悬 崖 下 的 村 寨 ” 之 称 的 化

屋，曾经的生态环境支离破碎，水土流

失严重，环境卫生脏乱差，当地群众收

入不高。

为 了 增 加 收 入 ， 过 去 很 长 一 段 时

间，化屋村的很多老百姓在河面上搞起

了网箱养鱼，这也成了河水被污染的一

大原因。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收入增加的做

法，无异于杀鸡取卵。看着曾经的一江

碧水逐渐黯然失色，化屋人也很心痛。

于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化屋人决

定换一种“吃水”的方式。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

指引下，化屋村以生态建设为主导，以

绿色发展为引擎，紧紧抓住生态修复、

环境治理的“牛鼻子”，将“两山”转化

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积极

打造乡村旅游减贫模式，推进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

为了避免水土流失和生活污水对河

水造成污染，化屋村相继实施了坡改

梯、退耕还林、“四改”（改厕、改圈、

改厨、改水）、“两硬化”（院坝和连户道

路硬化） 综合治理工程，全村森林覆盖

率达 60%。以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合作社

为依托，种植玛瑙红樱桃、五星枇杷、

蜂糖李等经果林 1400 亩，发展林下套种

生姜 120 亩，建成花卉育苗大棚 3000 平

方米，育苗三角梅等品种近万株，走上

了有机种植、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相结

合的“两山”转化绿色发展道路。

水土流失的问题解决后，化屋村把

重心转移到了河面上。随着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禁渔令”，

化屋村积极响应政策，禁止渔民捕捞，

全面拆除了全村近 50 户的网箱，40 多艘

渔船全部上岸，电鱼、捕鱼的行为完全

被禁止。

除此之外，化屋村还聘请了护河员

专门负责打捞河面的漂浮物，同时对污

染河道的行为进行监督，保证了河面的

清洁。

“经过多年的努力，化屋村的河水水

质一年比一年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

著。”化屋村党支部书记张玉芝说。

近年来，化屋村把生活污水治理作

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抓手，采取

“宜集则集、宜分则分”模式，推进全村

污水治理，人居环境得到大幅度改善，

实现了从“污水靠蒸发”向污水变清

水、清水带“红利”的目标。

今年，为了进一步巩固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化屋村启动了污水治理工程。

“化屋村沿河而居，百姓居住分散，地形

落差大。为了因地制宜做好农村污水收

集处理，我们围绕处理方式、资金保

障、运行模式、管理措施等方面做了深

入思考和谋划，解决了怎么收集、钱从

哪里来、水到哪里去、谁来监管等问

题。”张玉芝说。

根据化屋村的实际情况，村里的污

水采取“集中+分散”的方式处理，按照

“宜集则集、宜分则分”的原则，对居住

相对集中的农户，根据住户间距离采取

联户集中建设的方式，按照日产污水 200
升，统一建设污水治理项目，由相对集

中的农户共用。针对集中居住的自由组

34 户群众，统一建设日处理污水量 10 立

方米的污水治理项目；对居住分散的农

户，采取“一户一项目”的方式单独建

设污水治理设施，由农户使用和管护。

污 水 治 理 项 目 所 需 的 资 金 ， 采 取

“上级补一点、财政担一点、群众筹一

点”的方式解决，对项目运行中的电

费、清淤费、管道维护费等后续管护所

需资金，由农户自行解决。

针 对 污 水 处 理 后 流 到 哪 里 去 的 问

题，采取“回收+吸收”的方式，对污

水经过治理处理后产生的清净水由人工

湿地植物吸收。由于集中项目产生的净

水量较大，采取中水回流的方式用于土

地灌溉、浇花淋木、庭院清洗等，实现

二次循环利用。自由组的 34 户集中项目

处理后的出水，用于解决 10 多个蔬菜大

棚的灌溉所需。根据分散项目产生的净

水量较小的实际，在项目净水溢出区种

植水菖蒲、美人蕉等吸水性较强的植

物，既解决了污水的去处，又美化了环

境。

为了解决工程建设不及时、设施管

护不到位等问题，黔西市有关部门和

乡、村开展经常性监督，督促受益群众

和施工方加强建设和管护，保障工程建

设及时建成并得到有效利用；对群众治

污意识不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采取

乡、村组干部引导，村规民约约束等方

式，督促群众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意

识，切实加强管理。

各项工作措施扎实有力，污水处理

工程顺利推进。张玉芝介绍，第一

期工程重点对沿河一带的 101 户

农户实施污水治理，已于 7 月

份竣工，覆盖全部农户的第

二期污水治理工程将于年

底全面完工。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化屋村持续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筑牢生态产业转化根基，围

绕自身环境特点和生态资源优势，因地

制宜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转化路径，绿色发展成效初显。

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化屋村立足

良好的生态环境，将地处“乌江源百里

画廊”的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文明可持

续发展优势，将“绿水青山”的资源优

势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优势，以

生态旅游开发为突破口，大力推动旅游

产业发展，让其成为加快群众致富的主

导产业。

化屋村广场旁的“花都里”客栈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在化屋村有一

个客栈和一栋民宿，一共有 27 个房间 35
个床位。2019 年开业以来，生意一年比

一年好，很多时候都客满，周末一般要

提前一个星期定才有房间，节假日要提

前一个月定。”

为 了 发 展

壮 大 旅 游 业 ，

振 兴 乡 村 ， 今

年 ， 化 屋 村 制

定 了 《特 色 田

园乡村·乡村振

兴集成示范试点工作方案》 和 《乡村振

兴集成示范试点产业规划》，以旅游为主

导产业，开创“旅游+农业 (精品水果)、
旅游+手工业(蜡染、刺绣、服饰) ”的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之路，以乌江生态环境

保护为前提，以苗族文化传承为内涵，

以山水田园和乡村生活为载体，打造集

乡村民宿、山水观光、文化体验、改革

研学为一体的山水苗乡民俗村、改革脱

贫研学村，建设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

代文明的特色田园乡村。

依托绿水青山，化屋村的乡村旅游

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化屋村已经成了

乌江源百里画廊旅游线上的一颗珍珠，

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逐年增加。目前，

全村有农家乐 28 家、农家旅馆 8 家、民

宿 6 家、商店 7 家、露营餐饮基地 1 个，

游 船 增 加 到 了 40 多

艘，每年旅游综合收

入 超 过 了 300 万 元 。”

张玉芝自豪地说。

2020 年，化屋村的

人 均 收 入 达 到 了 11500
元 ； 今 年 2 月 ， 经 过 监

测，化屋村六冲河段的水质

保持二类标准。这是化屋村近

年来全面实行禁渔，实施生态修

复，推动河道治理，加强水污染防

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果，

它成了极大地促进了乌江源百里画廊持

续美丽的强劲动力，为“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多点发力，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抢抓机遇，推动人居环境大幅改善

依托良好生态，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300万元

护河员在开展日常巡河工作

游船行驶在化屋村旁的

乌江源百里画廊景区

化屋村群众身着化屋村群众身着

民族盛装表演节目民族盛装表演节目

乌江源百里画廊景区化屋村段乌江源百里画廊景区化屋村段

奋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贵州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