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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野镇生态现状及重点项目规划建议

吕文翠1  纪诗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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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雪野镇是省会经济圈绿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存在垃圾随意堆放、河道淤积严重、部分河道内违章种植较

多、污水管网不健全、部分水库缺乏保护、集中供暖未普及等问题；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规划、绿色农业发展规划、生态

保护与修复规划、生态资源价值化推动规划、安全防灾设施规划等建议，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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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雪野街道，隶属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位于莱芜

区北部，东与淄博市交界，西与泰安市为邻，北与济南

接壤，该镇境内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交通便利。莱明公

路、仲临公路、普雪公路纵横交错，贯穿全镇。这些年

来，雪野镇经济发展迅速，以生姜种植，渔业养殖等多种

经营为基础，第三产业蓬勃发展。镇内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莱芜市旅游发展规划的“一山一水一峡谷”都在雪野

镇内，还有多个旅游景点，2017年，雪野镇入选为全国

第二批特色小镇。雪野镇是省会经济圈绿心的重要组成部

分。《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规划（2013—2020年）》提

出“莱芜雪野湖片区与泰安市泰山区和岱岳区、东平湖片

区共同构筑南部文化旅游协作区”。

2  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生态现状

济南后花园——雪野镇，地处鲁中山区，以山地、丘陵

为主，地质构成多为花岗岩、石灰岩，整个地势为西北高、

东南低。主要水域有雪野水库、通天河、赢汶河等，雪野湖

位于赢汶河上游。总体来看 ，雪野生态环境基础尚好。

2.2  主要问题

雪野农村环境、农业生态资源环境、水源污染依然存

在，与美丽山东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城乡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各种资源等差距突出，城乡之间的要素合理流动

机制急需健全。主要问题表现如下：

（1）特色农业已经成为小镇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以生

姜、大蒜、花椒、板栗、花生等特色农产品生产为主。地膜

污染防治的主要治理方法是回收利用、限量使用等。

（2）雪野镇地处山区，沟壑纵恒，雨水通过天然沟渠、

河道排泄，部分河道内违章种植较多，淤积严重。

（3）雪野镇尚未建立统一污水管网，现仅建有部分村

级、社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有整村收集处理的房干村、西

站村；楼区、社区局部收集处理的王老村、雪野村、西抬头

村、北岸新镇社区等。旅游区建有环雪野湖污水管网，但未

启用。

（4）雪野镇基本实现集中供暖，通过敷设高压蒸汽管道

供热，但农村地区尚未普及。

3  生态环境治理规划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方针，发挥生态作用，实

施乡村生态振兴战略。规划继续加大投资，做好全镇荒山绿

化和水系开发保护工作，争取绿化一片，成林一片，水多一

点，水清一点，留住雪野绿水青山。

坚持政府搭台，大力实施雪野旧村人居改造工程。规划

雪野以老旧村庄改造为突破，全面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继续

完善污水管网、饮水安全等工程建设，坚持做好建筑拆除后

的垃圾清理、外运、环境恢复等工作。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力度，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实现生态资源价值最大化，全力

发展雪野生态环境。

3.1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规划

改善雪野农村人居环境，重点进行垃圾治理、旱改厕和

提升村容村貌，加快雪野美丽乡村建设。

（1）农村垃圾、废弃物综合治理规划

倡导村民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分类收

集。剩菜剩饭、枯枝残叶等生活垃圾可进行堆肥处理；断砖

块石、破旧陶瓷等建筑垃圾可填坑垫基；玻璃、破铜烂铁、

破旧家电等可通过废品收购站，进行集中处理。

农药瓶、废电池等有毒有害垃圾应单独收集、集中处

理，禁止随意堆放、处理，用密闭容器统一运至垃圾转运

站，其它垃圾应按规定进行填埋等处理。

（2）农村“厕所革命”

目前，雪野镇农村多为自建房，没有统一上下水设计，

部分村庄采用三格化粪池。根据经验，继续探索“生物处

理”模式，建立新型生态厕所，不用水冲、无需后续抽粪处

理，粪便经过微生物降解转化成有机肥料。规划到2035年，

全部完成农村厕所无害化建设改造。

（3）全面改善村容村貌

①交通规划

雪野镇现状公路交通分为五级：京沪高速公路、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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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27、S224、S242）、县道001、乡道以及村庄公路。

坚持把农民群众生活宜居作为首要任务，重点改善农

村道路等基础设施条件。实施道路通村组、道路入户工程，

2035年实现农村道路“户户通”，解决村内道路泥泞、村民

出行不便等问题。

②亮化工程

继“村村通”工程以后，农村又实行“村村亮”工程，

即农村亮化工程，主要是给农村安装路灯。在村庄主要街道

两侧，村民活动中心、文化广场等场所安装照明设施。目

前，雪野镇镇区亮化工程较为完善，农村亮化区域有限，规

划采用LED节能路灯、太阳能路灯等节能路灯，实现“村村

有路灯，路路有灯光”的农村路灯全覆盖的目标。

③输配水管网规划：

雪野镇农村近期各村采用水井等方式自给供水，根据农

村自来水“户户通”的目标，规划扩建原有水厂、新建水厂

实现农村管网供水工程延伸到每家每户，彻底解决没有供水

设施村庄的通水和氟超标村的饮水问题；建立健全良性运行

管护机制；使农村饮用水水质达标率显著提高；集中规模化

供水工程。

④供暖工程

大力发展生物质供暖。目前，天然气取暖成本较高，以

气带煤工程正逐步有序的向乡村推进。科学规划电力供暖。

电力是一种清洁能源，可以因地制宜适度推进电力供暖。

3.2  绿色农业发展规划

绿色农业的发展目标，简述为“三个确保、一个提

高”：确保农产品安全，确保生态安全，确保资源安全，提

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1）实施农业节水工程

农村大力推广喷灌、微灌、管道输水等节水灌溉措施。

目前，雪野镇农业灌溉以地表水水源为主，井灌面积仅集中

在北部青石山区。耕地灌溉面积约2.1万亩，其中，包括井灌

面积0.25万亩，节水灌溉面积约0.95万亩，低压管道灌溉面

积0.6万亩，微灌面积0.1万亩，渠道防渗灌溉面积0.2万亩，

灌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

（2）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

牲畜粪便利用项目。目前，雪野镇有多家养殖厂，亟需

加强牲畜粪便利用机制，改造完善牲畜粪便收集、利用等处

理设施。大力发展牲畜粪便自然发酵、直接还田，促进沼气

生产等资源化利用技术，促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

地膜污染防治项目。目前，特色农业已经成为雪野镇农

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以生姜、花椒、板栗、花生等特色农产

品生产为主。地膜污染防治以回收利用和减量使用为主要治

理方向，规划建设废旧地膜回收站。

（3）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促进绿色农业发展

雪野镇在蔬菜、粮食、果品上的化肥利用率目前偏高。

化肥减量控污是采用水肥一体化、有机肥、新型肥料替代等

方式，推广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防治技术，减少化肥用

量，增加化肥利用效率。组建专业化团队，加强病虫害预

报、防治，开展技术指导，农民群众切实掌握关键技术要

领。根据测土数据，配置肥料，并形成数据，采用合适的方

式，指导农民合理施肥。

雪野镇全面普及生物农药，推广使用低残留，降解快的

农药，加强剧毒农药的监督。

3.3  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

（1）重点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一级水体保护节点，主要是指雪野湖主体水面。按照国

家规定设置相关规定进行水源地保护，加强对水源的保护，

禁止不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生产建设活动，

二级水体保护节点。环湖绿化防护带：雪野湖滨水50米

范围内为绝对生态控制区，除园林绿化及必要的水利工程设

施外，不得布置其他无关的建筑及设施。

雪野内部其它山水系统。注重山体保护与修复，理水筑

景，通过串联现状水体、扩大水面、恢复原有河道等多种形

式，打造小镇蓝绿系统。具体措施：现状水体串联，使串联

水系成为基本景观架构；

（2）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保持水土，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具体措施：

宣传措施。大力宣传水土保持，不断提高群众水土保持

意识；

监管措施。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监督执法队伍，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三同时制度，确保水保措

施实施。

增加林地植树造林。做好规划，重点建设农田防护林。

（3）实施森林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

农田区域应加强对自然山林的保护与抚育，植被优化

措施应以群落自然演替为主，全面修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

结合乡村旅游的开展，梳理乡村田园景观，加强农田林网建

设，作为旅游区中的田园景观，在景观突出的重点地段，农

作物的种植种类则应丰富多样。

3.4  生态资源价值化推动规划

发挥生态优势、资源优势，提高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效

益，探索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用生动实践诠释“青山”

变“金山”。

（1）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流域内主要污染源来自农业污染、牲畜粪便污染和生活

污水污染。湖区四周生态环境质量较好。规划雪野湖水质力

争由Ⅲ类向Ⅱ类过渡；地表水达到国家Ⅱ类水质标准，饮用

水取水口附近的地表水水质达到Ⅰ~Ⅱ类水质标准。严禁向

雪野湖、河流排放污水。在确保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的

情况下，将划入基本农田的25度以上的坡耕地退耕还林，减

少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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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

雪野镇提供了一系列以姜制品为主的绿色生态产品和服

务，形成了以餐饮业和山水景观旅游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规划乐嬉谷、天峪养老等乡村旅游；针对众多农产品，

规划第二产业，拓展、延伸产业链，将新鲜绿色蔬菜深加工

成耐储干菜，提高保质期，增加农产品经济价值。

4  结论

雪野镇是省会经济圈绿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

存在垃圾随意堆放、河道淤积严重、部分河道内违章种植较

多、污水管网不健全、部分水库缺乏保护、集中供暖未普及

等问题；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规划、绿色农业发展规划、

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生态资源价值化推动规划、安全防灾

设施规划等建议，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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