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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锦秀

“零直排”，无疑是这几年我市水环境治理的
热词：工业企业污水零直排、城区阳台污废水零
直排、餐饮业污水零直排……在各行各类“零直
排”的强势推进下，去年底，我市实现了“污水零
直排”镇街道全覆盖，顺利通过全域“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验收。眼下，我市在全省首创的稻田
退水“零直排”模式正在全域加速推进，以“治”在
必得的气势，进一步削减农业面源污染，助力实
现碧水长流。可以说，零直排是我市“五水共
治”的新目标，也是我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有力回应。

治水先治污，治污重治本。如果源头污染
问题得不到彻底有效解决，仅在末端下功夫，
治水就会事倍功半。污水零直排，是“五水共
治”的重要一环，是保障未来水体质量、生态环
境的重要工作。一时的排查与治理只能解决
当前的问题，如何保持常态长效，让美好生态
环境永固？从源头上切断、拦截污染源，实现
零直排，无疑是关键之举。

作为鱼米之乡、浙北粮仓，我市粮食生产
面积稳定，但由此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压
力不小。直面问题想对策、找方法，并在实践
中不断检验完善，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
我市在积极推进“肥药两制”改革，促进药、肥
减量增效使用，减轻农业面源污染的基础上，
于2016年探索建设生态拦截沟，开启了稻田退
水“零直排”的雏形。

事实证明，生态拦截沟渠管用、有效。稻田
退水经过拦截坝的截留和水生植物的吸附、净
化，可削减30%左右的污染物质。虽然开创了效
果显著的治理新方法，但我市并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进一步摸索更彻底的零直排之路，到目前
已形成了“生态拦截沟+生态塘”的全封闭型、

“生态拦截沟+断头浜”的半封闭型、“生态拦截
沟+小河”的开放型、鱼（虾）稻共生型四种稻田
退水“零直排”模式。农开区万亩集成示范区更
是成为了周边地区参观取经的目的地。

思路决定出路。全省首创的稻田退水“零
直排”模式，就是我市创新思维、勇于实践的结
果。“五水共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用系统
的思维和方法才能落实，而找准治理路径，无
疑是最关键与首要的。随着稻田退水“零直
排”模式的不断成熟与推广运用，可以说我市
找准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路径，以一条生态
沟渠，撬动了老大难问题的解决，而且起草制
定技术导则，形成了标准化的平湖样本。

稻田退水“零直排”，实属不易。唯迎难而
上，方能取得成功。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
上，我市已自加压力，计划到2025年，完成面积
19.01万亩粮食功能区稻田退水“零直排”治理全
覆盖。这既是目标，更是信心。为了水乡碧水长
流，为让群众生活更甜，“零直排”必须进行到底！

将“零直排”
进行到底

群众点赞
徐法明

（龙兴村种粮大户）

我承包良田种植水稻已经很多年了，水稻
种植对于下游河水会造成污染。但是今年，村
里着重开展稻田退水“零直排”工作，我承包的
稻田成了试点。如今，化肥农药科学使用，稻田
退水生态吸附后再排放，周边的水环境改善了
很多，我们的稻子也没有受到影响，产量可观。

李芳明

（活罗浜放水员）

以前田里放水，都是我们放水员按照生活
常识进行估计，用水量很大，浪费很多，也并不
是非常有利于水稻生长。现在都是机器控制
了，我们只需要按个开关，就能精准地进行放
水，水节约了不少。而且田间安装了节水阀门，
水在水稻田里留存的时间也变长了很多，水得
到了更加充分的利用，我们在每个季末还可以
拿到节水奖励，大家节约用水的意识更强了。

陈其观

（三红村种粮大户）

我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种了一辈子
的地。近几年，已经逐渐减少了肥料的使用，去
年开始，我尝试了在稻田里养蟹，实现了水稻螃
蟹的双丰收。而且因为养着螃蟹，水稻不施农
药，在水稻田边直接种植防虫的花草，使用生物
的手段除虫害，代替使用肥料，真正做到了绿色
防控。虽然对水稻的产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增加了螃蟹的收益，不使用肥料的粮食也更受
欢迎，亩均产值有了显著提升。

核心提示：江南鱼米之乡，水美田丰。作为“浙北粮仓”，这几年我市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在40万亩左右。水稻大面积种植，农田退水成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难
点。“肥水减肥”如何实现？我市积极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治水与护田统筹兼顾，从2016年起，试点建设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2019
年底在全省率先启动了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建设，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我市不断创新拓展“生态沟渠+”集成示范，打造万亩方田区域
样板。如今，随着“生态沟渠+”集成治理的全域推进，稻田退水的生态循环利用正在逐步实现，有效促进了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我市制定的《稻田退水“零直排”
工程建设技术导则》成为全省首创，并已在嘉兴全市范围内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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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治深深 度度11
““生态沟渠生态沟渠++””为解决污染老问题找出路为解决污染老问题找出路

■记者 汪锦秀 居丹荔 通讯员 倪 颖 纪亚千 摄影 王 强

一条生态沟一条生态沟，，开启新模式开启新模式

钟埭街道的活罗浜灌区内，一片片金色稻田迎
来丰收。田间的生态沟渠里，采用简易挡水槛拦蓄
农田排水，发挥水体自净能力和沉淀作用，再通过一
丛丛野茭白吸收污染物，最后经河塘湿地进一步净
化后才排放。

“活罗浜灌区是我市建设的第一个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的生态区。”平湖市农业生态能源站站长燕燕
说。我市是浙江省粮食主产区之一，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占到总农作物种植面积的 70%，水稻和小麦为
核心种植品种。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氮素和磷素
的当季利用率低下，部分通过降水径流和渗漏等途
径排出农田，影响周边水环境。随着这几年我市环
境整治工程的深入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也逐步
升级。2016年起，我市在活罗浜灌区开始试点建设
生态拦截沟渠，形成稻田退水“零直排”治理雏形，按
照高标准设计实施的沟渠贯穿整个灌区。最初，沟
底种植野茭白、荷花等水生植物，经过这几年的探索
发展，目前沟内以种植野茭白为主。同时灌区还根
据实际地形高差，选择高位进水，低位排水，利用拦
水坝、拦截坝、节制闸，常年保留一定高度水位，利于
水生植物生长。

“试点开展稻田生态拦截沟渠五年来，我们不断
改进提高，比如我们发现野茭白最好生长，吸附效果

也很好，所以现在主要种植野茭白。”钟埭街道农业
农村办副主任徐冬根说，通过生态沟净化，如今活罗
浜各项污染物指标下降了 30%到 40%，排放水质基
本可以达到Ⅲ类或Ⅳ类标准。

灌区不仅是区域农业生产的主要基地，也是生
态环境的重要载体。除了生态沟渠有效净化水质，
活罗浜还打破传统灌区建设模式，兼顾了节水灌溉
的理念，融入信息化、自动化、零排放等理念打造农
田生态建设新样板。

活罗浜灌区水稻灌溉与一般的稻田不太一样。
控制泵站内，有一个节水灌溉变频节能控制柜，每
天，灌区的放水管理员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实现灌
区内550亩稻田的精准灌溉。灌溉用水经由地下的
PE管管道流到每一块农田，最大限度地减少渗漏与
蒸发。稻田里还配置了电磁流量计、田间水表等计
量设备，实现对灌区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的动态监
测评价。“今年我们还与市水利局合作在田间设置了
放水阀门，可以延长农田的保水时间，进一步节约灌
溉用水。”徐冬根说。如此双管齐下，将活罗浜灌区
打造成了“设施完备、用水高效、管理规范、生态良
好、环境优美”的现代绿色示范灌区，也为我市持续
探索推广稻田退水“零直排”模式开启了新思路、提
供了新样板。

一块水稻田一块水稻田，，““肥水肥水””不外流不外流

初冬时节，农开区龙兴村的稻田退水“零直排”
示范区内一片金黄。风吹稻浪，沉甸甸的稻穗压弯
了腰。在赵家兜灌区，只见田块之间一条条生态沟
渠交错相连，沟渠中种植着再力花、野茭白等水生植
物。“这些沟渠又连通着生态塘，经生态沟渠拦截、吸
附后的农田退水汇入生态塘进一步净化，净化完成
后通过泵站二次用于灌溉，达到循环利用、零排放的
目的。”农开区农业经济发展办副主任王宇磊说。

赵家兜灌区是我市建成的全省首个稻田退水
“零直排”灌区，面积 275亩，运用“稻田+生态拦截
沟+生态塘”型的全封闭模式，实现了稻田退水的
循环利用不外排，取得了节水与水环境保护的双重
效益。

“2019年时，我们就借鉴钟埭活罗浜模式，建设
生态拦截沟，解决稻田退水滞留时间短、面源污染减
排难的问题。”王宇磊说，当时农开区在主要河道及
重点断面区域率先建设生态拦截沟，利用拦截坝及
水生植物，可削减稻田退水中 25%至 30%的污染物
质。但即便如此，还是有部分面源污染排入了河道，
成为水环境治理的难点。如何真正实现零排放，将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进行到底？去年，农开区开始探
索多种模式的稻田退水“零直排”解决方案，在广陈
塘饮用水源保护区重点打造千亩稻田退水“零直排”
区域样板，将生态沟渠系统建设作为农业面源生态
治理的一项重点工程，贯穿整个示范区，赵家兜便是

率先开建的示范区块。赵家兜原先有 17个退养鱼
塘，进行串并、打通后，变成了一个生态塘，池塘水通
过泵站依次进入灌溉渠道、稻田、生态沟，最后回流
生态塘，过滤净化后又回用到稻田里，实现整个灌区
灌排水循环流动和净化再利用。

龙兴村的叶家浜是一条断头浜，随着稻田退水
“零直排”工程的建成，这条浜绿意葱茏。站在叶
家浜边上，发现眼前这个浜就像个水上田园，河浜
两侧的水生植物非常茂盛，河面上漂浮着一块一块
水稻。“我们利用这个断头浜构建了‘生态拦截沟+
断头浜’型的半封闭式稻田退水治理模式，经过生
态沟渠进行一级消纳后，稻田退水再通过断头浜水
下森林的沉水植物拦截消纳后达标排放。”王宇磊
说，经过改造后的断头浜变身生态湿地，水下森林
的主体沉水植物能吸收净化大量的氮磷养分，还能
提高水体透明度、提升水体感观，河岸两侧的挺水
植物除了自身的净水功能外，还能构建适宜的生
境，促进微生物净水，形成滨水景观，进一步减少

“肥水外排”。“像这样一个灌区建设投入仅数十万
元，但‘为肥水减肥’的生态效益很显著。”王宇磊
说。此外，农开区还因地制宜，在示范区内探索建
成了“生态拦截沟+小河”型的开放式治理模式及
鱼（虾）稻共生型治理模式。目前，四种稻田退水

“零直排”模式覆盖种植面积 1077亩，亩均节本增
效120元以上。

一场持久战一场持久战，，为有清水来为有清水来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编制完成了《平湖
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稻田退水）规划
（2021-2025年）》，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我
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目标与任务。“我市
持续打好组合拳，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燕燕说。

农业面源污染不仅影响水环境质量，
也是阻碍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治理刻不容
缓。早在2005年，我市就全面实施测土配
方施肥，以化肥、农药定额制，合理推进肥
药减量工作药减量工作，，从源头上减少农业面源污从源头上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染。。20142014年起年起，，我市启动开展废弃农药包我市启动开展废弃农药包
装物有偿回收装物有偿回收、、集中处理试点工作集中处理试点工作，，通过废通过废
弃农药包装物的统一回收与无害化处置弃农药包装物的统一回收与无害化处置，，
有效避免了农药残毒对环境的二次污染有效避免了农药残毒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20162016年我市成功探索建设生态拦截沟渠年我市成功探索建设生态拦截沟渠
系统系统，，开启稻田退水开启稻田退水‘‘零直排零直排’’模式后模式后，，便以便以
此为重点此为重点，，不断拓展运用不断拓展运用，，形成具有平湖首形成具有平湖首

创意义的农田退水治理方案。”燕燕说。到
目前，我市共建成生态沟渠 45条，总长度
50.93公里，累积完成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
面积15063亩。在推进工程建设的基础上，
我市还总结经验，打造平湖样本，制定了
《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建设技术导则》，
明确规定了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建设的术
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和建设模式、建设内容
和要求、工程施工与验收，以及工程运行维
护要素具体参数和技术要求。目前，该项
技术导则已申报嘉兴市地方标准，将指导
嘉兴全市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建设。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关系美丽平湖建关系美丽平湖建
设设，，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必须坚持不必须坚持不
懈懈、、久久为功久久为功。。在未来五年的农业面源污染在未来五年的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规划中防治规划中，，我市进一步加强政策和资金的我市进一步加强政策和资金的
保障保障，，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扶持资金列入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扶持资金列入
市市、、镇街道财政及部门预算镇街道财政及部门预算，，计划共安排市计划共安排市、、
镇两级财政预算镇两级财政预算66..5252亿元亿元，，对列入市级建设对列入市级建设

计划的稻田退水“零直排”项目，给予50%的
补助；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农业节水、水生态
修复、化肥农药减量、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等
工作。同时继续打好肥药减量、高标准农田
建设、农业节水、秸秆综合利用等组合拳，强
化源头减排，提升绿色农业发展水平。

如今，全市各地都在按照市里统一规
划，推进以生态沟渠建设为重点的稻田退
水“零直排”工程。在林埭镇陈匠村，充分
利用本村河道的天然优势建设农田氮磷生
态拦截沟渠，在沟内种植水生植物苦草，有
效吸收田间排水中的氮、磷等富营养元素，
净化水质净化水质。。同时同时，，在入河口设置岸坡缓冲在入河口设置岸坡缓冲
带及生态浮岛带及生态浮岛，，沿岸种植植物用于护坡沿岸种植植物用于护坡，，水水
中则以观赏性与吸附性并存的水生植物为中则以观赏性与吸附性并存的水生植物为
主主，，将河道改造成天然净化池将河道改造成天然净化池，，改善田间排改善田间排
水水质的同时提升农田生态景观水平水水质的同时提升农田生态景观水平。。

到到 20252025年年，，我市将完成面积我市将完成面积 1919..0101万万
亩粮食功能区稻田退水亩粮食功能区稻田退水““零直排零直排””治理全覆治理全覆

盖盖，，从而提升农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水
平。同时建立完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
系，全面提升传统监测向数字化、智慧化转
型。这几天，在农开区龙兴村的稻田间，一
个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站正在施工建设。“今
年6月我们与浙江大学环境污染防治研究
所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建立平
湖市农业面源污染长期观测研究站，推动
数字赋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创新发
展。”燕燕说，到 2025年，我市将建成农业
面源污染自动监测系统 5个。而此前，我
市已选取 12条生态沟渠，定期监测总氮、
总磷总磷、、氨氮等氨氮等1212项水质指标项水质指标。。根据最新监根据最新监
测数据显示测数据显示，，1212 条沟渠平均总氮削减条沟渠平均总氮削减
2727..11%%，，氨氮削减氨氮削减2929..11%%，，总磷削减总磷削减2626..44%%。。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打造美好环境的是打造美好环境的
重要一环重要一环。。稻田退水稻田退水““零直排零直排””，，新方法治理新方法治理

““老大难老大难””，，平湖走出了自己的模式平湖走出了自己的模式，，以实际以实际
行动交出了一份绿色发展的高质量答卷行动交出了一份绿色发展的高质量答卷。。

——稻田退水“零直排”的平湖样本

河面水稻河面水稻

建设生态沟渠建设生态沟渠

稻蟹共生稻蟹共生

活罗浜活罗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