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生态宜居乡村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生态是从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当前，从化正打好保护“绿水青山”的组合拳，持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全域推动“五个美丽”行动，努力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让优

越的生态资源发挥出更大价值。

全域推进“五个美丽”行动

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自从建成了生态设计小镇后，村里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道、社道、巷道

也变得干净很多，鱼塘、沟渠更加清澈了，我们的居住环境变得十分舒适。”良口镇塘尾村

的村民黄阿姨表示，生态设计小镇的打造，不仅为该村带来了人流集聚，也让周边乡村面貌

实现了“蝶变”。

近年来，我区聚焦生态振兴，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2019 年，全区 221 条行政

村率先达到“干净整洁村”标准，155 条村达到“美丽宜居村”标准，29 条村已基本打造成

特色精品村。同时，通过创新完善挂点机制，区领导包村挂点、挂帅督导，全面开展“三清

理”“三拆除”“三整治”行动，全区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我区将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作为基础性、关键性工作，贯穿

小镇建设管理全过程。

向“美丽银行”投放垃圾，积累积分，待攒够积分后，到“美丽超市”兑换自己所需的

商品，在西塘童话小镇设立的“美丽银行”“美丽超市”，通过一存一取的方式让村民轻松实

现变废为宝。我区正运用科技和激励的手段，创新宣教方式，营造了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

好氛围，有效激活了乡村振兴新动能，探索因地制宜的乡村垃圾分类之路。

翠竹环绕、林荫蔽日，西和村旅游公厕与周边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形成了一道生态与人

文融合的风景线；安装简便、配套完善、干净卫生，南平村“装配式”公厕既生态环保又美

观雅致，成为该村新“网红”。我区将“厕所革命”作为基础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程来

抓，2019 年全区已建 223 座乡村公厕，高标准规划建设了 74 座岭南风格的装配式乡村公厕，

确保每个行政村至少建成 1 座标准化公厕，打造 15 分钟“如厕圈”。

干净清澈的水塘、绿树成荫的村道、整饰统一的商铺、崭新完善的康乐设施……这一幕

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画面正出现在江埔街江村村沙塱社。“回想以前，村里的生

活污水四处横流，不仅味道难闻，还污染环境，现在村里建了一套新的污水处理设施，不但

污水有地方排放，乡村环境也变得更加生态宜居！”自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成以来，村民看

到了乡村环境的改善，对这种全新理念的污水治理措施赞不绝口。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治理、

全域覆盖的原则，我区结合村庄布局、人口规模和地形地貌特点，制定出台《从化区农村污

水建设作战图》和农村污水治理工作指引，全面建成 1006 个农村污水治理设施点，有力推

动全区农村污水收集率从 2016 年的 38%快速提高至 2019 年 80%的全国领先水平。

立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区全覆盖推进“五个美丽”行动，通过同心建设“美丽家

园”，精心呈现“美丽田园”，恒心护航“美丽河湖”，凝心共筑“美丽园区”，匠心打造“美

丽廊道”，在巩固提升干净整洁村全覆盖的基础上，继续加快实现美丽宜居村全覆盖。

夯实绿色生态本底 坚决守住绿水青山

流溪河越境而过，碧波荡漾映青山。以流溪河为轴线，从化串连起流溪河从都湿地公园、

温泉湿地公园、风云岭湿地公园三个“绿肺”，为人们提供了畅享生活的生态空间。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屏障和后花园之一，从化素有“北回归线上的明珠”“中国温

泉之都”等美誉。2019 年，从化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69.1%，获评“中国十佳绿色城市”，空

气质量持续领跑广州各区，旅游综合竞争力连续九年位居全省县（市、区）第一。



绿色是从化的底色，也是发展的最大优势，这早已成为从化人民的最大共识。近年来，

我区确立了生态立区、产业强区、特色发展的路径，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全力做好水的“文章”，写好山的“答卷”。

目前，我区全面深化河长制治水模式，实行河道分级管理、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

问责，全区 360 名河长、163 名湖长、7 名民间河长的镇街级、村居级河长及自然村河段长

全部入册管理，进一步全面压实各级河长治水责任。同时，在各河流设立“河长”公示牌，

公布河道、水库管护范围、姓名职务、职责和联系方式。此外，划分好“责任田”，逐级明

确河长，层层压实责任。

近年来，我区明确“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的治理方向，水环境治理由单项治理顺

利过渡到综合治理，通过“四洗”“五清”专项行动、“散乱污”场所整治、临河违建整治、

排污口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整治，不断改善全域水生态环境，以全省第一名成绩成功入选国

家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名单。

据统计，2019 年全区累计洗楼 6.91 万栋、洗管 678 公里、洗井 1.85 万多个、洗河 368

公里，累计清理整治排污口 22 个、清理河流 1048 公里、清理漂浮物 1500 吨、清理河湖障

碍物 63 处、清理违章建筑 191 处；整治“散乱污”场所 214 家，并在此基础上巩固治理成

果，对各镇（街）、园区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进行了验收，有效遏制“死灰复燃”。

今年 5 月，一段关于从化云海的视频，登上了微博热搜。视频中，位于从化吕田桂峰的

大岭头山白云飘飘，如雾似烟，在山花的衬托下，洁白的“丝带”将山脉萦绕，给人一种神

秘、梦幻的感觉。

蓝天白云，是从化的一张亮丽“招牌”。按照全市各相关部门加强联动，共同打好蓝天

保卫战的工作总要求，我区在 2019 年印发实施了《广州市从化区环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从化区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9 年度作战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工作方案，加快推动

环保工作的开展。

“要从源头治理大气环境，需把‘减煤、控车、降尘、少油烟’落到实处。”区生态环

境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区已完成 12 家省、市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一企一方案”

和 22 家机动车维修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末端治理工作，并督促 58 座加油站对油气回收系统实

施常态化管理。

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还需要进一步落实扬尘污染控制行动措施。2019 年,我区利用广州

市扬尘监管 APP 共监管施工工地 6353 个（次），发现问题数 238 个，并通过 APP 转至相关

主管部门处理。执法人员共检查工地 1418 个（次），发现扬尘问题 886 项，下发整改通知书

403 份，全区通报批评企业 12 家，行政处罚 1 宗。

探索生态价值创新之路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近年来，我区通过科学谋划特色小镇网状特色空间布局，探索打通“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的双向转化通道，走出一条适应从化特色发展的新路子，推动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的双赢。

经过短短 89 天的改造，一个曾经被废弃的农贸市场，变身世界生态设计大会永久会址。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生态设计小镇成功吸引了包括首届世界生态设计大会、全国民宿大会、

绿水青山从化大会、全省农村“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理现场会等一系列高端会议相继举办，

影响力日益扩大。继 2019 年 5 月集成电路与数字艺术产业项目投产后，温德姆酒店等系列

“重量级”项目也在 9 月落户小镇，而第二届世界生态设计大会也在 2019 年年底顺利举办。

在不远处的米埗高端民宿群，同样活力十足。2017 年，米埗小镇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通过盘活“空心屋”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了突显岭南特色的高端精品民宿群。项目采取政府

引导、“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村民”的模式联合打造，建立村民与企业、集体利益共享机



制，由公司向村民租用房子进行全面改造，作为特色民宿经营，同时又返聘村民参与经营活

动。“在民宿经济的带动下，大家都尝到了甜头。”米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肖丽说。

在米埗小镇民宿经济蓬勃发展的另一端，南平静修小镇正以荔枝产业擦亮特色小镇的金

字招牌。今年，我区延续和创新荔枝定制销售模式，选取南平村优质片区荔枝树划定专属区

域，在专属片区区域内以棵为单位进行订购。现在，一到荔枝成熟的季节，一辆接一辆的大

巴开进来，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走进来，游客们在这里参观游玩，度假休闲。荔枝定制的模式

不仅保证了村民的收入，更成为了乡村整合农业和文旅资源、对接市民消费需求升级的重要

媒介。

跨过花卉大桥，西和万花风情小镇正依托万花园的花卉平台，引进 38 家花卉企业和一

批青年创客项目，“花卉+文化”“花卉+旅游”等富有地方特色的业态逐步打响品牌，前来赏

花、休闲、研学的游人络绎不绝。目前，以城郊街西和村为核心的西和万花风情小镇已流转

土地 9000 多亩，落户企业 50 家，形成了以多肉植物、兰花等为主的花卉种植产业，并衍生

出以樱花、玫瑰花、火龙果等为主题的休闲农业和以文化创意为主导的研学产业。

而在风云岭脚下的艾米稻香小镇，“80 后”广州人唐飞正追逐着农业产业梦。他曾是一

家知名企业的高管，因生态农场梦而与从化结缘。在无数个白天黑夜里，唐飞在自己的试验

田里尝试“种田不用药”，最终摸索出了无农药种植胚芽米的方法，并创新地开发了适合当

地生态环境的产业化现代农业“鸭稻共生系统”。他还在艾米农场使用了大数据物联网技术

及田间智能机器，对生态水稻大数据进行全方位监测和采集。

眼下，我区正在念活“山水经”“草木经”，不断发挥生态优势，产生生态效益，努力使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让美丽宜居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乡村进一步拓宽致

富门路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