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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河变了样
“这条河原来是污水、生活垃圾的堆

放场，臭气熏天，村民平时掩鼻而过，秋天
时节，雨水天气少，更是臭味难闻；现今，
经过整治，重现碧水，鱼虾归来，没了臭
气，我们再也不用关上窗户生活了。”横河
边上的村民张女士介绍。

据了解，横栏贴边横河全长600米，整
治之前，周边居民和工业区产生的生活污
水直排且多年未清淤，导致河涌发黑发
臭，周边居民叫苦不迭，2022年被列为全
市19条农村黑臭水体之一。为了还村民一
个优美环境，2022年下半年，整治横河全
面开工，横栏镇进行了控源截污、河道清
淤、活水循环等工程。

横栏镇治水工作组负责人员介绍，新
建沿河截污管道达 1400多米，另外，还有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5400多米。“当时，
我们对河涌全段清淤达到 670多立方米，
进行清淤后，我们又加强了河涌活水循环
调度。经过治理后，现今的贴边横河水质
得到较明显改善。”治水专班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截至 2024年第三季度，横栏
镇河涌水环境质量较 2021年同期相比改
善 62%，劣Ⅴ类河涌和黑臭河涌数量同比

大幅减少，已顺利消除重度黑臭水体和 2
条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河涌水环境治理成
效显著。

■33条河涌截污工程即将完工
目前，横栏镇 33条河涌截污工程即

将完工，累计新建污水管网超 177公里、
进度 99%，管网通水长度超 160公里。

在横栏五沙村文化广场边，同样有一
条河涌横穿而过，花岗岩的护栏，小盆栽
的鲜花，把整条河涌和周围的环境装扮得
如诗似画。“我们这条河在整治之前，也是
杂草丛生，臭气难闻，整治后，我们村结合

四小院的建设，家家户户以花木点缀庭院
以及屋前屋后，垃圾也不乱丢了，整个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正在广场中锻炼的梁
伯告诉记者。

据介绍，为了巩固提升农村黑臭水体
整治成效，今年以来，横栏镇深入开展农
村黑臭水体周边工业企业排污排水联合
执法专项行动，与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联合
办案，督促工业企业按规范落实雨污分
流，做到污水应收尽收、雨污应分尽分，共
检查贴边横河、新茂涌周边工业企业地块
34个，通过执法检查规范工业企业排污排
水行为。持续围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重点线索”开展三重执法专项整治行动，
今年以来共检查企业 680余家，涉及环境
违法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3宗 23人，
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2宗，有效地
巩固了横栏的黑臭水体整治成果。

■“六污同治”在推进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水污染治理工作

统筹调度，以大兵团作战的强大合力，充
分发挥流域长工作制度的优势，坚决打赢
打好治水攻坚战。”横栏镇党委委员陈华
添表示，横栏镇将治水与“百千万工程”

“工改”、河长制等工作充分结合，深入实
施“六污同治”工作部署，完善治水工程拼
图，确保各项治水工程衔接连贯，逐步消
除污水系统建设死角。

据介绍，为了全力推动水污染治理工程
提质提速，加快完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全
市首座一体化半地埋形式的污水处理厂三
期工程已在横栏花木基地旁顺利通水试运
营，全镇污水日处理能力提升至9万吨，较
2021年以前增加了8倍。新建污水管网312
公里，是2021年以前污水管网总长度的3.5
倍，显著提升了全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另外，横栏镇600吨/天零散工业废水
处理项目已经完工，正在进行运行调试。
正式投产后将助力解决中小微型企业工
业废水产生量少、处理成本高的治污难
题，节省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同时降低违
规排放风险。

“接下来，横栏镇将继续开展住宅小
区、公共建筑、工业厂企等用地红线内管
网混错接改造，推进排水厂网一体化管理
体制改革，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效
能。并同步推动实施河涌岸线整治工程，
为群众提供亲水、乐水、慢生活的滨水公
共活动空间，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
到更多的水生态改善成果。”陈华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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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虾游碧水 岭南水乡美

本报记者 柯颂 通讯员 林倩袁 李文斌

金秋时节，微风掠过阳光下的

横栏镇贴边横河，水面波光粼粼，几

位村民聚在岸边榕树下乘凉聊天，

惬意而自在。谁也难以置信，这条曾

经黑臭、村民远远避之的河涌，现今

却碧水绿树掩映，空气清新，鱼虾浅

底遨游，好一派岭南水乡之美。

贴边横河一河两岸环境变好后，村民休闲有了好去处。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已成片改造57间古旧民居
“深湾”这一地名最早可追溯到宋代，

是板芙镇最早有固定村名的村落，分为深
湾、永厚、新围、边冲、果园 5个自然村。深
湾村党支部书记苏经伟对记者说，深湾村
虽然是古村，历史文化沉淀深厚，但随着
经济的发展，如今已变成半空心村，村里
古旧民居较为密集，不少房屋因年久失
修，外立面陈旧，不仅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还对村庄风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22 年，深湾村开始着手准备改造
古旧民居。村“两委”班子为此调研走访
了中山、江门等地，并多次征求村民意
见，制定了深湾村三年（2023-2025）短中
期人居环境提升计划，对民居修缮进行
了整体上的规划和设计，“新围村有 25
间民居需要修缮，我们对每一间怎么修
缮都征求了业主或代管人及村民代表意
见。”苏经伟说。2023年，在板芙镇党委政
府的支持下，深湾村借助政府债券资金

逐步开展建筑及院墙改造、道路改造、巷
道提升及修复、“四小园”建设、高速路口
旁建筑改造等工程，共计开展 14个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项目，整体提升深湾村风
貌。在修缮房屋方面，深湾村主要分两期
改造，一期主要改造新围片区和永厚村
片区。

苏经伟介绍，在改造过程中，一般谈
好一间就修缮一间，优先选择外立面陈旧
的房子，村干部会上门与村民或者房屋代
管人沟通。村民不理解也是有的，苏经伟
记得，耗时最久的一次花了一个半月的时
间。屋主对于改造的过程和效果不理解，
村干部上门谈了六七次，屋主最终同意施
工，“考虑到该村民的老屋在一众民居中
很不协调，大家还是下定决心‘攻’下来。”
苏经伟说。

经过努力，深湾村已改造57间古旧民
居，其中新围间 25间，永厚村 11间，105国
道沿线21间，基本实现了成片改造。

■还原历史风貌“改”出参差之美
站在深湾村新围一街二巷，一座中西

合璧的侨房引人驻足，这是一座中山市历
史建筑，房屋的主人是一名美国华侨。修
葺一新的淡黄色外墙和建筑原有的镂空
雕花、色彩分明的装饰画，让这座历经了
120 多年风雨的侨房散发出古朴雅致的
韵味。

在新围村，还有一座广为人知的市级
历史建筑——孙中山先生好友马结端的
故居。如今，该建筑外立面修缮一新，墙上
的彩绘经过修复，又恢复了当初的明艳。
这些古建筑和周围各个年代修建的民居

在一起，见证着村庄的变迁。
苏经伟说，为了还原这些建筑的历史

风貌，施工队经过多次比对和调整，尽量
还原了当时的墙面颜色和彩绘颜色。另
外，在修缮的过程中充分尊重村民意愿，
设计方案充分考虑他们的需求，在保留风
貌的前提下进行协商。“不同年代的民居
都是时代的印记，差异化的民居满足了不
同年代村民的需要，修缮做到尽量还原历
史风貌，让不同风格的民居在一起更加协
调、美观，让村庄呈现差异的美。”苏经伟
说，改造要呈现房屋的年代感，这才是乡
村本来的样子。

从“灰头土脸”到“赏心悦目” 板芙镇深湾村已改造57间
古旧民居，全面提升村居环境

修缮后古色古香的新围村楼房。 见习生 张景天 本报记者 明剑 摄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板芙镇深湾村村民苏玉钦感受到新围自然村从
“灰头土脸”到重现“赏心悦目”。新修的祠堂、道路、“四小园”和修葺一新的
古旧民居让这座位于五桂山脉大环山山脚的百年侨村愈发清雅动人。

深湾村保留较好的古旧建筑有近200座，大多是晚清或民国初期砖瓦
结构民居和中西合璧风格的侨房。近两年来，深湾村在板芙镇的支持下，将
人居环境整治和农房风貌管控提升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制
定了中短期规划，在尊重历史风貌、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对深湾村古旧
建筑进行分期修缮，目前已改造古旧民居57间，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黄启艳 见习生 陈梓煌 通讯员 梁耀洋 范展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