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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济 宁
人，提到湿地，人
们自然而然会想
到风光旖旎、遐迩
闻名的南四湖（简称
微山湖）；会想到那
经久不衰、蜿蜒不息
的大运河；还会想起那
些小有名气的大型水
库。其实，这些都是人
们常见的大湿地，面积在
8公顷以上。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常被
人们忽视的，面积较小的，
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小微型湿地，称之为小微湿
地。小微湿地是指在自然界
中长期演变形成的，长年积水
或部分时间有水、面积在8公顷
以下的湿地，主要包括小湖泊、
小坑塘、小溪、小沟渠等等。

小微湿地与大湿地相比，具
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首先，小微湿
地比大湿地具有更大的周长—面积
比，可为植物、昆虫、两栖动物、鸟类
等湿地生物提供更多适宜的浅滩栖
息地，同时，还能有效地吸收和储存雨
水和洪水，调节小环境的水位，湿润小
环境和调控温度，沉淀或降解进入水体
内的有机物、氮、磷、重金属和一些有毒、
有害的物质等，起到净化器、调节器的作
用。

但是，现实生活中，小微湿地仍然存在
着不被重视、乱占滥用、乱倒垃圾、恣意破
坏、水源枯竭、水质污染等现象，破坏了小微
湿地的功能。针对农村坑塘长期缺乏管理，
污水直排，垃圾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我市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湿地产业发
展、精神文明城市建设等，通过推进农村纳污坑
塘治理，把小微湿地发展理念引进深入。在此基
础上，市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创新性地将湿地建设纳入人居环境整治任务目
标，层层分解落实，卓有成效地推进全域内湿地乡
镇、湿地村居和小微湿地建设。

一年多来，我市广大农村过去的“臭水坑”“垃圾
堆”变成了人人称道的“顺心塘”，有的村在坑塘边修
建了凉亭，铺设了休闲砖道；有的村重新种植了绿柳、
冬青；还有的村在坑塘里养鱼、养虾，甚至依托这“一汪
碧水”，建起了小广场、小游园，村民有了茶余饭后的好
去处，既留住了浓浓乡愁，又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

修复小微湿地
构筑乡镇和村居湿地网络

我市小微湿地多是在乡村零星分布，虽然与群众的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但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相比河流、
湖泊、水库等大型湿地还是远远不够，造成对小微湿地进行过
度的开发利用，大量的小微湿地在设施建设、农业发展等开发
活动中消失，其水质也由于各种氮磷、重金属等污染物的排放
而日趋恶化，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开展
小微湿地的污染治理和保护恢复，是生态安全的需要，是生态
文明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据调查统计，我市有小微湿地300多个。由于我国尚没有
小微湿地统一的、规范的建设标准，为促进小微湿地建设步入
规范化、科学化轨道，我市组织专人深入实际调研论证，结合本
地实际情况，出台制定了《济宁市湿地乡镇建设标准（试行）》
《济宁市湿地村居建设标准（试行）》《济宁市小微湿地建设标准
（试行）》等，为我市湿地乡镇、湿地村居和小微湿地建设提供了
重要依据。

2019年，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小微湿地建设工作，济宁市人
民政府《关于创建国际湿地城市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着力推
进小微湿地建设，要求全市各县市区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
振兴计划，大力开展小微湿地的创建和提升工作，重点抓好镇
村驻地及周边的河道、沟渠、坑塘的清淤疏浚、湿地修复、造林
绿化、沟河渠水系连通等，打造具有农村特色的小微湿地，到
2021年全市创建湿地乡镇30个、村居50个，小微湿地120个。

全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贯彻落实市政府35号文件精神，围
绕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建设总体目标，根据各个地域村庄不同的
历史传承、自然禀赋、文化积淀以及产业特色等要素，把握“生态
优先，绿色宜居；产业兴村，转型升级；传承文化，留住乡愁”的总
体定位，大力开展湿地乡镇、湿地村居、小微湿地建设。按照建
设标准，市创湿办定期开展实地调度督导，确保建设质量和建设
标准，截止到2020年10月底，全市共建设湿地乡镇33个，湿地
村居54个，小微湿地124个，提前超额完成了预期建设目标。近
年来，我市各地小微湿地遍地开花、亮点纷呈。

池清荷香美如画
乡村湿地各具特色

乡村小微湿地建设和修护形式多样，“湿地+自然生态”、
“湿地+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利用”，我市各县、乡立足当地
实际，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计划和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多措并举积极开展乡村小微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
使原来人们怨道的废弃的坑塘、臭水沟、污染的河渠发生了质
的变化——水清了、岸绿了、花香了、鸟多了、人乐了……下面，
让我们带你领略乡村湿地别样的色彩和风光！

排污清淤 废弃坑塘变景观 人居环境美起来

任城区唐口街道张桥村投入资金168万元，对村内臭水沟
进行清淤疏浚,采用表面流净化水质处理，铺设污水管网
DN300管道571米，DN400管道954米，DN500管道132米；
水岸栽植垂柳、紫薇、紫叶李等绿化植物,水中栽植浮叶植物，
挺水植物等，开展生态修复湿地面积12000平方米，有效改善
了农村人居生态环境。

喻屯镇大李庄村紧紧抓住山东省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
示范创建村的重大机遇，积极开展湿地村居建设，对村边的小
微湿地，进行环境整治、清淤疏浚、生态修复、植树栽花等，按照
国家法规要求，严格排污、排水、垃圾收集清运标准；每季度举
办一次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公益活动，大力宣传湿地修复、村庄

绿化、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等知识；村委会还制定了湿
地日常养护管理制度，明确专人负责，有效巩固了湿地修复成
果。

近年来，兖州区新驿镇以“‘面子里子’齐抓共美靓古驿”
为目标，以路域环境、村庄环境、庭院环境“三大”环境整治为
抓手，以农村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废弃坑塘治理、户厕改造、
生态湿地、拆除残垣断壁、绿化美化等30余项重点工作为牵
动，采取硬核举措，倒逼责任落实，共清理“三堆”及杂物557
处、小广告140余个点位，启动坑塘整治21个，拆除影响观瞻
的搭建物600多平方米，疏通排水沟20000多米。全力推进
镇村容貌新起来。

“俺村这5个废弃坑塘占地十五六亩，别提多脏多乱了，多
少年了一直没人管没人问。自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中攻坚
行动以来，不但全部进行了整治，而且计划将这5个坑塘连片
开发，种花栽树，养鱼增收。”兖州区新驿镇新三村村民王成喜
滋滋地说。

走进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寅寺镇河湾村，民居错落有致，
道路平坦整洁，村中的池塘清澈明净，鲜花绿植点缀四周，村民
们在广场内的凉亭下小憩，享受着坑塘治理带来的幸福生活。
然而谁能想到，几个月以前这里还是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纳
污坑塘。村内有一个近3000平方米的纳污坑塘，一到夏天蚊
蝇滋生、臭气四溢，严重影响到村民们的生活环境。河湾村驻
村书记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居环境改造工程，先后融资40余万
元资金将纳污坑塘改造成景观池塘，池塘内栽植绿色植物净化
水质、放水养殖，坑护坡铺设绿化砖，池塘岸栽植翠柳美化环
境，并设置环坑防护栏杆和修建环坑步道，池塘西岸建设村民
休闲娱乐健身设施，还村民们一个宜居、绿色的河湾村。

遍布在各个村庄的坑塘，不仅是雨季的蓄水池，还是常见
的垃圾倾倒地。对此，嘉祥县孟姑集镇把长年沉淀在坑塘的顽
固垃圾，作为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的重点。对这些坑塘的

“牛皮癣”，出动人力、机械力，重拳出击，狠心整治，有效改善农
村的生态环境。

如今，孟姑集镇35个村，针对坑塘内的垃圾长久积淀，数
量多，气味难闻等问题，一村一策，一坑一略，紧锣密鼓地在开
展坑塘整治工作，并且每个村居都有保洁员负责清理垃圾桶内
的垃圾，终于将臭水塘变成清洁塘，将“臭水沟”变成“文明
沟”。

打造人工湿地 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金乡县结合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加紧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全力提升农村污水处理能力。截至目前，金乡
县已完成285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完
成接户率达到90%以上，覆盖31816户，10万余人；共建设1000
方处理站2座、600方处理站1座、300方处理站1座、100方处理
站2座；拉运收集集中处理池27座、生态塘35座。将村庄坑塘
改造为生态塘，通过水生态系统对来水进行净化，不仅可以使坑
塘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等水质达到养殖标准后，还可以实现生态
处理及养殖。据悉，卜集镇卜集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日处理水
量100m/d，可满足3000余人的污水处理需求，且该工程实行全
自动化处理，无需人员值守。

梨园民俗村位于曲阜市石门山镇大牛山下，依山傍水，沿
着干净整洁的乡村小道走到村北，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满塘碧绿
的荷叶伴着粉黛的荷花，原来这里可是个垃圾沟和臭水沟。自
美丽乡村建设以来，运用生态处理对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门
前屋后栽植绿化苗木，清理河渠680米，清除积存坑塘淤泥垃
圾1200平方米，打通了水系，过去蚊蝇滋生的垃圾沟变成了生

态湿地，成为村民休闲纳凉的理想场所。随着梨园村剧场的建
设，“圣地农家乐”的完善，梨园村民俗接待、乡村旅游服务应运
而生，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民俗村。

泗水县泉林镇石漏河李家庙段采用滞留塘+多级表面流人
工湿地组合工艺，通过重力沉降、水生植物吸收和微生物降解
等作用对水质进行净化，其中大部分有机污染物主要依靠植物
生长在地下的根、茎和杆上的生物膜来吸收完成，具有成本低、
运行管理简单、能持续发挥作用等特点。净化区主要完成清淤
回填5万立方米，在原有野生水生植物基层上，新栽植太空莲、
建莲、睡莲、香蒲、水葱等10万株水生植物，水柳、垂柳、红叶石
楠等绿化苗木2000余株，修建观光栈道1800米、凉亭2座、藕
池3处。泉林镇打造了卞桥四村、花园村、李家庙、历山西、青
龙山、石缝泉等多个乡村村居小微湿地，通过在湿地、河道周边
栽植以杨树、柳树为主的生态防护林，形成湿地屏障，在河道湿
地岸边两侧栽植绿化乔木、花灌木和草藤植物，形成河道两侧
绿化景观步道，湿地内种植荷花、芦苇等湿地植物，为鸟类及其
他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环境。

清香沁人 浮萍倒映 村头湿地景美如画

盛夏时节，大束镇沙河生态湿地内荷花竞放、清香沁人，浮
萍倒映、绿树环绕，鱼儿戏水、鸟儿成群……一幅自然与生态和
谐画卷展现在眼前。

大沙河是孟子湖的重要水源地，是连接邹东和城区的重要
水脉。可以前的大沙河并非如此，河岸多被开荒种地，杂草丛
生，上游多处养殖场，污水直接排入河内，让沿河百姓苦不堪
言。为治理沙河，让美丽生态造福驻地百姓，大束镇党委、政府
启动了沙河生态湿地治理工程，全力做好清污除障、生态修复、
景观打造三大工程，拆除5家养殖场8000余平方米，清除树障
4000余棵，从标本兼治的角度打通河道。遵循道法自然的原
则，适地适物的种植水生植物12种，绿化灌木20种，植树1600
余棵，新增绿化3万平方米，通过多种植物的净化和综合的保
护措施，切实涵养水源，确保一河清水注入孟子湖。对水质要
求极为苛刻，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桃花水母均在沙河流域
频频出现。桃花水母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当地具有良好的生态
自然和人文环境。

小付楼位于看庄镇东8公里，面积80亩，主要以野生植物
及水生动物为主，再加以堤坝护砌，人为景观，特色绿化，逐渐
形成休闲娱乐一体，群众养身的主要场所。兴隆湖小微湿地面
积约为56亩，湿地坡面辅以草坪。四周栽植柳树及乡土绿化
树木，水面种植睡莲，景色宜人，是附近群众的重要休闲场所。

梁山县杨营镇馆里村投绿化资金109.93万元，对村内废弃
坑塘和荒片进行改造面积5400平方米，在湿地周围栽植法桐、
白蜡、月季、绿篱、月季、鸢尾、麦冬，村容村貌有效改善；拳铺镇
郭堂村以前坑塘四周杂草丛生，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随处可
见。通过清理清运坑塘垃圾，岸边种植悬垂型植物和一些水生
植物、放养鱼苗，在村头湿地旁边建设了休闲广场，栽植了苹
果、山楂、石榴、木槿、红枫等，面积40亩，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明显提升。

“农渔游”生态产业化
湿地经济悄然兴起

2020年9月22日，在庆祝“农民丰收节”之际，鱼台县在鱼
稼里广场大张旗鼓地召开了第二届杞柳博览会，下大力气推动

杞柳产业转型升级。
鱼台清河镇是“中国杞柳之乡”，2019年10月，“鱼台杞柳”

又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清河镇为核心的杞柳种
植、加工基地已初具规模，种植面积3万余亩，规模以上企业7
家，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生产格局，产品形成
200多个系列近1000个品种，出口日本、韩国、新加坡、法国、
德国、英国、西班牙、美国、加拿大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

“万亩杞柳、千里水乡”如诗如画，鱼台的杞柳产业是其湿
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杞柳属杨柳科，喜肥水，抗雨涝，生于
山地河边、湿草地等，对防风固沙，保持水土，保护河岸、沟坡、
路坡具有一定作用，是固堤护岸的好树种。鱼台境内17条河
流蜿蜒纵横，12万亩生态湿地风景如画，为杞柳大面积种植提
供条件。

清河巩庄村投入600余万元，完成违建拆除、墙体粉刷、坑
塘改造、下水道建设、弱电下地等工程，沿入村道路种植了大量
活体杞柳造型，打造“杞柳文化文创街”、“杞柳园艺品展示区”、

“柳韵池塘”和“古楼”等多处景点，将产业发展与杞柳文化相结
合，形成了集观光旅游、生活体验、科普教育、特色经济、杞柳
文化宣传等多元化的万亩杞柳田园综合体。

建设特色湿地经济种植示范区、养殖加工等湿地产业基地，
湿地经济已经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任城区的山东能源临矿集团王楼煤矿有机水稻种植场的水
稻今年喜获丰收。喻屯镇还利用矿井余热资源，在塌陷地上建
设智能玻璃温室，发展起了热带水果种植等6大现代农业项目。

“矿上一亩地每年给1200多元流转费，我们还可以在园区
打工，一年有3万多元收入。矿上还建设了迁建新村‘运河小
镇’，俺村370多户都搬到了新居。”喻屯镇村民郑文连说。

邹城市塌陷地治理“渔樵耕读”项目种植高端苗木花卉

3160亩，年销售各类成品苗木花卉90.65万株，年销售收入
1.36亿元；“靶向珍珠养殖”项目一期完成28个塌陷区池塘17
万米网片和拉绳布置，挂养河蚌150万只，实现年销售收入
3368万元，净利润率58.1%。生态旅游、食用菌产业辐射全
市。2019年邹城市文化旅游、休闲观光、生态体验等旅游项目
年接待游客567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85.2亿元。

打造乡镇湿地经济，注重乡村绿化湿地建设与健身休闲采
摘观光等多种形式的生态旅游相结合，建设特色生态湿地村
镇。

微山县昭阳街道打造生态渔乡带动乡村特色旅游发
展。2020年以来，微山县昭阳街道薛河村以建设“生态渔
乡，宜居薛河”为目标，科学提出了“一河两岸”的整体规划，
集中盘活全村文旅资源……如今的薛河村颜值高、产业兴、
村民富，处处洋溢着乡村振兴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昭阳街道
爱湖村坐落于微山县城南部，东临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西
靠京杭大运河主航道，南接微山湖水域，三面环水。2018年
以来，爱湖村以首批省级美丽村居试点村打造为契机，坚持
因地制宜，内外兼修，充分利用三面环水的湿地环境，构建湖
村一体景观格局，挖掘和发展灿烂渔家文化，探索实施“一领
三治”治理模式，全力打造产业强、环境优、生活美的鲁西南
渔乡靓丽风景线。

小微湿地遍布广泛，无论是在农村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
兴发展、湿地产业扶贫，还是在城市新城区建设、老旧城区改造
升级，都离不开区域留湿，见缝插绿，小微湿地作用日益凸显。
其独特的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更是让人们青睐和享用。

让小微湿地“扮靓”城乡，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生
活质量；让我们不可或缺的那一份“乡愁”重现身边，为我们带
来更多的绿色福祉。

如果说南四湖、大运河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多年来卓有成效的修护治
理是我们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凭借的优势和自信的源泉，那么在济宁全域内依托丰富
的河湖资源，尊崇自然、亲近自然而建立的贯穿城乡的大中小型湿地公园，以及紧密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创新性地开展的湿地乡镇、湿地村居和小微湿地建设，则足以展
现济宁市委市政府以及各县区上下同心，步调一致，努力改善我市湿地生态环境，创
建国际湿地城市的坚定决心。

据统计，自2018年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启动以来，全市共完成湿地保护与修复
20.33万亩，完成总体目标任务的103%；已建成南四湖国际重要湿地1处，山东南四
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类型）1处，市级以上湿地公园35处，其中国家级湿地公园6
处、省级湿地公园18处，数量为山东最多。创建湿地乡镇32个、湿地村居55个、小微
湿地122个；全市开展各类活动13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2万余份，关注参与人数
达到19万余人次。

请看本报记者采写的济宁市创建国际湿地城市系列报道之三：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我市构筑乡村湿地管护网络—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我市构筑乡村湿地管护网络

小微湿地小微湿地，，让乡村美在青山绿水间让乡村美在青山绿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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