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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县地质灾害拟核销调查工作情况汇总表

为加速推进我区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除险安居”三年行动，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浙江省第七地质
大队、浙江地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中材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实地调查意见，对我县已完成工程治理、避让搬迁及已稳定或无直
接威胁对象的 38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作销号处理。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同意华埠镇王家村等 38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销号处理，名单如
下：

衢州市开化县人民政府关于 38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销号的公告

序号 乡镇 隐患点名称 类型 核销依据

1

华埠镇

王家村 滑坡 已搬迁

2 联盟村上雷自然村 滑坡 已搬迁

3 大史村小史自然村桥头詹小古屋后 崩塌 已搬迁

4 叶家塘村金良松屋后 滑坡 已搬迁

5 民主村煤山坞郑樟兴 滑坡 已搬迁

6 民主村煤山坞 滑坡 已搬迁

7 华锋村山头上 滑坡 已治理

8
桐村镇

桐村镇黄石平丰王家滑坡 滑坡 已搬迁

9 严村长塘 滑坡 已搬迁

10

杨林镇

平川村汪家坞村 泥石流 已搬迁

11 新源村小坞北东 泥石流 已搬迁

12 下庄村付子坑村 泥石流 已搬迁

13 下庄村杉树坂 滑坡 已治理

14 蕉荷村焦坑口何家边 滑坡 已治理

序号 乡镇 隐患点名称 类型 核销依据

15

中村乡

金竹山邹成林屋后 滑坡 已搬迁

16 茅岗村皇林坑 滑坡 已治理

17 金竹山 滑坡 已搬迁

18

苏庄镇

毛坦移动基站 崩塌 已稳定

19 溪西村谷坑自然村余七斤及余丁林屋后 滑坡 已搬迁

20 高坑村茹坞岗方瑞元屋后 滑坡 已搬迁

21 苏庄镇山坑村傅衍洪屋后滑坡 滑坡 已稳定

22 高坑村田旁坞村程有保屋后 滑坡 已搬迁

23 方坡村东源头汪树根屋后 滑坡 已搬迁

24

村头镇

源头村武源自然村 滑坡 已搬迁

25 上礼田公路边 滑坡 已治理

26 大黄山村 滑坡 已治理

27
芹阳办

宋村村留晓军屋后 滑坡 已治理

28 朴岭村鲁良元屋侧 滑坡 已治理

序号 乡镇 隐患点名称 类型 核销依据

29 大溪边
乡

黄谷村 滑坡 已搬迁

30 大桥头村村委办公室后 滑坡 已治理

31

池淮镇

石门村龙洞窠自然村 滑坡 已搬迁

32 篁岸村光芒自然村 滑坡 已搬迁

33 油溪外玉坞 滑坡 已搬迁

34 中畈村大波浪自然村 滑坡 已搬迁

35 油川村外杜源汪小苟屋后 滑坡 已搬迁

36 中畈村小波浪自然村（罗德根屋后） 滑坡 已搬迁

37 长虹乡 外十里坑徐勇明屋后 崩塌 已搬迁

38 林山乡
林山乡霞湖村花桥村徐军平
屋后崩塌

崩塌 已搬迁

厕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开化的“厕所革命”始于景区，扩展至城
乡，覆盖至全域，着重关注乡村“小厕所”
中的“大民生”。 针对不少村庄仍存在大
量旱厕的现象，去年以来，开化县发动镇
村干部和广大群众， 在全县域范围内开
展排摸，对发现的旱厕和露天厕所，发现

一个，消灭一个，坚决不留死角。
两年来， 开化累计拆除农村旱厕

5823 个。 拆不是目的，如何借助厕所革
命契机，提升村镇生态环境、转变村民生
态观念仍需探索。 在全面拆除露天棚厕
的同时，开化全力推进公厕新建、改建工
作，使得城乡环境焕然一新。

77 岁的村民詹樟海现在很喜欢往
村口的“舒园”公厕跑。 这座星河游客中
心公厕，以粉墙黛瓦、门楼、石库门的徽
派风格，结合长虹乡本土文化的土墙、碳
化木及细竹的内设装饰， 曾获浙江旅游
总评榜旅游“厕所革命”成效奖和衢州市
优秀旅游厕所评选一等奖。

前几日，“舒园” 因抽水泵维修暂时
闭园一天。 不知情的詹樟海主动去找保
洁人员询问：“怎么关门了？ 这可是我们
村里人每天都要用的。”从坚决抵制到习
惯支持，从事不关己到主动监督，乡村公
厕真正融入了百姓生活， 成了乡村文明
的一部分。

每天清晨 7 时不到，开化县芹阳办事处密赛村的保洁员张金花，都会准时出现
在村停车场旁新建的生态公厕里。 白墙、黑瓦、马头墙，这个 110 平方米的生态公厕
全无异味，江南韵味的装饰让人眼前一亮。“我们村的公厕可漂亮了，所以我不能让
它脏。 ”身为厕所“所长”的张金花很自豪。

乡村公厕造出了“景区范儿”。 上个月，来参加“开化钱江源国家公园杯”世界青
年暨女子小金属球锦标赛的马达加斯加选手主动与南湖公园公厕门厅的根艺合影
留念。“这里的地砖、墙面，就连衣帽钩和镜子都充满着中国文化的气息。 ”她要把公
厕美景分享给非洲的朋友。

今年来，开化县全面深化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围绕省美丽乡村示范县、省级
示范文明县城、省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以小厕所引领乡村大变革，把“厕所革命”
推向新的高潮。

公公厕厕生生态态建建设设助助力力乡乡村村发发展展振振兴兴
开开化化小小厕厕所所引引领领大大变变革革

在开化农村，最有型的建筑是公厕。
走进华埠镇金星村， 花牵谷游客接

待中心旁的一座立体三角形建筑十分引
人注目。仿古砖石搭建起房屋主体，一根
根毛竹和防腐木架起的人字形外立面，
与背后重重叠叠的山脉相呼应， 融合成
一道独特的田园山居风景。

“第一次来的人，谁能想到这么好看
的建筑是公厕？”村支书郑初一话语里带
着点骄傲。 这座约 120平方米的生态公
厕由中国美院设计完成，共有 12 个隔间

和一个残疾人专用位， 挑高的顶层设计
既体现了美感也兼具了采光和通风的实
用性。郑初一说，要让生态厕所真正为村
民所用， 村里完善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系统是重要保障。

在公厕旁一块 6平方米左右的格栅
区域，一簇簇菖蒲兰草长势旺盛。旁边竖
立的工作牌明确标注了污水池的日处理
量和纳管范围。“接入终端的污水通过调
节池、厌氧池、潜流式人工湿地，经层层
净化后可直接进行灌溉， 达到城镇污水

处理的二级标准。 ”郑初一说，像这样的
污水处理终端村里共有 8 个， 村民新建
住房和公厕全部实现了截污纳管。

“一座生态美观的乡村公厕背后，是
一整套强大的生态系统。”开化县委书记
项瑞良说， 小小厕所一方连着村民们的
身体健康、生活便利，另一方则连接着乡
村生态文明建设。

为改变过去臭气熏天、 污水横流的
现象，开化县把生态公厕污水处理与“五
水共治”“美丽乡村建设”“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国家卫生县城和卫生乡镇创
建” 等重点工作结合， 根据城乡实际情
况， 采取截污纳管、 复合人工湿地等方
式，确保污水标准化处理。 近年来，开化
县投入 4.8 亿元， 在 227 个行政村实施
污水治理，建设污水治理终端 785 个，因
地制宜推行无害化卫生改厕模式， 推广
三格化粪池、四格式生态户厕所等技术，
实现粪便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目
前， 开化县已修建 1000多个生态厕所，
实现了生态公厕行政村全覆盖。

乡村振兴新期待

“维护好公厕环境也是在为我们自
己创富，现在大家都抢着干。 ”原本只经
营民宿农家乐的金星村村民徐卫团，今
年新成立了一家农村物业公司， 以市场
化运作的方式承担起了村里的公厕保洁
工作。 徐卫团说，现在村里环境好了，原
来一幢民房年租金 5000元租不掉，现在

都涨到了 3万元。
最新公布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开化

的变化：今年 1 月至 11 月，开化出境水
Ⅰ、 Ⅱ类占比 99.1%， 其中Ⅰ类水占比
87%，比去年同期增加 80天。预计今年开
化接待游客数量可突破 1000万人次。

好山好水好地方， 引来更多发展机

遇。 12月 3 日开跑的 2017中国·开化钱
江源国家公园马拉松赛途经全国文明乡
村金星村、十里铺村等村庄，优客工场创
始人、 董事长毛大庆等参赛企业家盛赞
开化生态环境， 并主动对接落实到开化
考察投资事宜， 表示要建设开化特色体
育小镇。这样的大项目正是开化急需的。

“‘厕所革命’看似小事，实际上是大
事，是个系统性的工程，涉及乡村振兴的
方方面面。 ”开化县委主要负责人说。 从
乡风文明、生态建设到产业发展，开化县
正酝酿更进一步的发展战略。

据《浙江日报》

好山好水新机遇

生态公厕全覆盖
舒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