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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9日电 （记者王浩）记

者从水利部获悉：截至 19 日，南水北调中

线一期工程自陶岔渠首累计调水入渠水量

达 400 亿立方米，中线工程连续安全平稳

运行 2400 多天，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Ⅱ
类标准，已成为京津冀豫沿线大中城市地

区主力水源，直接受益人口增加至 7900 万

人，比通水初期的 3800 万人增加 1 倍多。

中线工程优化了水资源配置格局，保

障了群众用水安全。通水近 7 年来，工程

供水已由规划时的受水区沿线大中城市生

活用水的补充水源，转变为主要水源，改变

了京津冀豫受水区供水格局。中线各受水

城市的生活供水保证率从最低不足 75%提

高到 95%以上，累计惠及沿线 20 余个大中

城市及 131 个县，受益人口逐年攀升。

北京 1300 万群众喝上南水，南水占主

城区供水量的七成多，大兴、门头沟、昌平、

通州等部分区域也用上了南水；天津市累

计有 1200 万人受益，南水成为天津城区生

活用水的主要水源，14 个主城区居民全部

用上南水；河南郑州、南阳、平顶山、漯河、

周口等 11 个市的 2400 万群众全部用上南

水；河北有 3000 万群众受益，中线工程供水

范围已覆盖石家庄、邯郸、邢台等 7个市。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发挥了重要生态功

能。生态补水促进沿线河湖生态持续恢

复，为淮河、海河、黄河流域的河湖健康、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截至目前，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 48 条

河流生态补水 59 亿立方米，其中，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河段回补 37.89 亿立方米。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
程
累
计
调
水
四
百
亿
立
方
米

京
津
冀
豫
近
八
千
万
人
受
益

南部是连片山林，北部是湖荡水乡及沃

野农田——打开市域地图可见：位于太湖之

滨的鱼米之乡江苏宜兴，像一幅“三山二水

五分田”的水墨画卷，山水资源非常丰富。

依山傍水也是当地推动乡村振兴中的

重要优势和特色——通过对乡村生态空间

的统筹规划，在这幅画卷中适当挥洒与留

白，勾勒出江南水乡独特的韵味风貌……

沃野农田：有序耕织美
丽乡村

站在宜兴芳桥街道金兰村村部眺望，东

面是工业集中区，厂房林立；北面，沿着蒋史

港、李沙浜等河道，分布着 27 个村民小组，被

黑色柏油路面与彩色路灯勾连起来，房前屋

后种植着红枫与香樟。

“十多年前，村里还不是这个样子。”65
岁的村民邓小华回忆，过去村里连像样的路

都没有，村民们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各

家零散的农田大量抛荒，年轻人一半都外出

打工了。

“环境不好，人留不住，产业不行；没有

产业，缺乏人气，环境更糟，这是一个恶性循

环——必须要在乡村空间布局上破题。”金

兰村党总支书记蒋仲良说，从 2003 年开始，

他带着乡亲们肩挑背扛，从将道路修好、基

础设施建好、卫生死角清理好做起，努力营

造出更有吸引力的村容村貌。

在此基础上，金兰村梳理乡村肌理、重

新规划空间布局，这些年主要做了两件大

事。头一件，是将位于村庄东部的废弃破旧

农房有序拆除，利用闲置土地或土地置换，

建立起工业集中区，引进机械、汽车材料等

乡镇企业，部分村民到镇上安置，部分村落

向西部集中。目前，金兰村全村已入驻 54 家

企业、年销售额 11 亿元，越来越多年轻人被

吸引回乡，到企业上班。

另一件，就是 2014 年起在全市率先成立

了村办合作社，近 400 户农户把 2780 亩土地

以承包权入股，小田连成大田。合作社进行

绿色种植、统一经营，还发展了稻米加工生

产线，现代农业蓬勃发展。

“土地流转以后，我到合作社进行田间

管理，除了入股分红之外还能打工挣钱，年

收入有 6 万多元，比过去多了一倍多。”村民

邓小华说，屋前是蒋史港生态驳岸，屋后是

千亩良田风吹麦浪，村里还有健身娱乐广场

和综合服务中心，如今工作像在景区，生活

像在花园。

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空间规划科

科长王烨峰介绍，乡村的功能首先是粮食等

农产品的生产基地，要转向绿色有机、生态

的生产方式；其次，乡村是广大村民生活居

住地，要让村民有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此

外，乡村还承担着作为生态本底、为区域提

供生态产品的功能。

“ 在 金 兰 村 ，这 些 都 是 我 们 努 力 的 方

向。”蒋仲良说，金兰村通过生态空间的优化

布局，助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持续调整，

形成乡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带动了农业产业

的兴旺和人居环境的改善。

湖荡水乡：一湖清水两
次转型

水 产 自 然 村 口 的 太 湖 边 上 ，几 艘 船 一

字排开，60 岁的徐荣法正指导工人们到打

捞点进行巡查。徐荣法说，“我们采用人机

结合的方式，一般是自动化机器打捞，边边

角角、芦苇荡里的或者应急打捞则可以人

工开船。”

船是渔船改造的，生活半径也未改变，

徐荣法在水上工作了半辈子——最早 在 太

湖 里 围 网 养 殖 ，后 来 为 治 理 水 环 境 改 为

湖 面 捕 鱼 ，现 在 则 成 了 蓝 藻 打 捞 队 的“ 徐

队 长 ”。

徐队长的两次转型，也对应着他所在的

宜兴市周铁镇、周铁村的两次转型。

周铁镇紧贴太湖西岸，呈狭长状分布。

本世纪初，化工和养殖是当地发展的“两条

腿”。全镇有化工企业 300 多家；在各水产

村，渔民们则以围网养殖、捕鱼为生。2007
年开始，周铁镇重新布局国土空间规划，倒

逼出一条“淘汰落后产能+生态修复优先+
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共建共治共

享”的发展新路径。

这次转型，形成了镇村空间的“一增一

减”。增减之间，都是为生态计。

周铁镇党委书记陈忠强介绍，一方面，

持续推进“去化行动”。截至目前，全镇累

计关停化工企业 149 家，减少年应税销售超

50 亿元、税收超 2 亿元，腾出化工土地 2250
余亩。

另一方面，实施控源截污和退圩还湖工

程 ，整 治 沿 太 湖 3 公 里 缓 冲 带 水 产 养 殖 户

300 户，涉及鱼塘面积 4060 余亩，关停整治

规模畜禽养殖场 134 家，还湖水域面积超过

3000 亩。

空间腾出来了，新的发展从哪里来？“也

要‘两条腿’走路。”陈忠强介绍，第一次转型

瞄准的是机械装备产业。在周铁镇 73.2 平

方公里的土地空间内，聚集了一批行业龙头

企业。目前，全镇已有近 300 家机械装备生

产企业。

第二次转型则是发力文旅产业。总面

积 8828 亩的大拈花湾文化旅游康养项目，由

15 家化工企业腾退而来，于去年底开工建

设，目标是打造太湖生态保护“新引擎”和文

化旅游“升级版”。

徐队长未来的家，也已规划在图纸上，

即将建造在景区里。根据空间布局，包括上

岸渔民在内的 626 户拆迁农户，将在大拈花

湾景区内南部 150 亩的安置小区居住、在景

区全域各岗位工作。“那时，满眼都会是湖光

山色、水清岸绿！”徐荣法说。据介绍，大拈

花湾项目去年 10 月签约，目前正在规划建设

阶段，预计将用 6 年左右建设完成。

连片山林：美丽风景串
点成链

从空中俯瞰，在宜兴南部山区张渚镇东

线，有一条全长近 20 公里、由川善线—善龙

线—善林线构成的“绿径”，像一条项链，串

起沿线的和谐五洞、蝶舞上东、安逸石罗等

特色村落景点。来自南京的背包客朱翔沿

途骑行，玩了三天还意犹未尽。

这条“绿径”名叫“美丽乡村连片示范

带”，在张渚镇共有 4 条：东部梁祝风情人文

运动带、南部窑湖小镇旅居休闲带、西部禅

意栖居农耕体验带、中部桃花积翠飘香风情

带，从 2018 年起因地制宜分段建设，涵盖 13
个 行 政 村 、129 个 自 然 村 ，带 动 175 平 方 公

里、7.5 万人口发展。

宜 南 山 区 美 丽 村 庄 众 多 ，旅 游 资 源 丰

富，“绿径”有何作用？

“自然生长的乡村，因经济发展水平所

限或产业导入作用不够等原因，实施空间规

划的科学性和刚性不足。”张渚镇党委书记

张敏介绍，例如，村落之间的道路宽窄不一、

朝向不同，因为缺乏规划，无法修建大路，车

辆往来不便，另一方面，因缺少规划，村落之

间甚至会出现同质竞争，限制了乡村旅游在

更大空间内整合资源的潜力。

张敏继续解释，建设“绿径”，就是对原

先碎片化的乡村进行系统化的建设，把各村

单独的建设变成连片成带的整体开发。

如今，翻建的五洞村就生长在“绿径”上、

融进产业中：栋栋农房点缀在山水之间，配套

设施齐全，四周果树环绕；农户们办起民宿、

开起农家乐，让自然风光延伸到家前屋后。

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四

条“绿径”连缀起山水城林，打开了乡村空

间，张渚镇也成为无锡首批城乡发展一体化

先导示范区，下属各村获国家级生态村、全

省最美乡村等荣誉。

上图：位于宜兴市张渚镇的华东百畅生

态园绿意盎然。 陈 成摄（人民视觉）

统筹规划、突出优势，江苏宜兴——

给绿色留空间 为乡村添活力
本报记者 姚雪青

■乡村振兴看生态③R

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乡村生态空间，旨在为
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生
态系统平衡和保障环境承载
容量提供空间。

在江苏宜兴，乡村生态空
间优化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着力点。通过统筹规划、
突出优势，当地实现了对乡村
重要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

本报北京 7 月 19 日电 据气象部门预

测，19 日 8 时，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 7
号台风“查帕卡”，强度逐渐加强，预计 20 日

傍晚到夜间在广东深圳到茂名一带沿海登

陆；也有可能在广东中西部近海海面徘徊少

动，而后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年第 6 号台风

“烟花”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预计 21
日傍晚移入东海海面，然后逐渐向闽浙沿海

靠近，可能于 25 日前后登陆。

受“查帕卡”影响，19 日—23 日，华南南

部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广东韩

江、东江、北江、鉴江、漠阳江、罗定江，海南

南渡江，广西北流河、南流江等河流将出现

明显涨水过程。未来 3 天，河北南部、山西中

部南部、河南北部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

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做好

防汛防台风工作。台风“烟花”和“查帕卡”

相互影响，两台风移动路径及其风雨影响均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

要求，切实组织做好船只回港避风、海上作

业人员及近海养殖人员上岸避险等。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决定于 19 日 13 时 30 分启

动防风Ⅳ级应急响应。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迎来今

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18 日，分别位于诺敏

河两条支流上的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的开放式溢洪道永安水库、新发

水库相继出现决口、垮坝。灾情发生后，国

家防总于 18 日 20 时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

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协助地方开展

应急处置工作，呼伦贝尔市也派出专家组和

消防专业救援队伍赶往灾区。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已经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在永

安水库、新发水库堤坝决口前，重点险情险

段人员已转移安置完毕。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19 日 14 时，嫩江支

流诺敏河洪峰正在汇入嫩江干流，汇合口嫩

江干流同盟水文站水位涨至 169.46 米，低于

警戒水位 0.14 米，相应流量 3920 立方米/秒，

接近洪峰；嫩江干流尼尔基水库水位低于汛

限水位 0.87 米，仍维持关闸状态进行拦洪错

峰。下一步，尼尔基水库将在确保下游安全

的情况下适时开闸泄水，为应对后续可能发

生的洪水做好准备。

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

应，有 5 个工作组在内蒙古、河南等省份协助

指导地方开展防汛工作。19 日上午，水利部

召开会商会，提出加强台风“查帕卡”暴雨洪

水防范，向广东、广西、海南省（自治区）水利

（水务）厅以及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发出

通知，要求密切监视台风发展动向，加强雨

水情监测和滚动预测预报。

农业农村部紧急部署台风防御，要求相

关省份农业农村部门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和

灾后生产恢复，确保农（牧、渔）民生命财产

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综合本报记者邱超奕、王浩、郁静娴、

翟钦奇、李刚报道）

上图：19 日，广东深圳，一名男子骑着电

动车在雨中前行。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应对“查帕卡”“烟花”

多部门部署
台风防御工作

浙江嘉兴南湖，轻烟拂渚，垂柳依依，游人如织。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是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努力达

到的高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嘉兴市

委书记张兵说。

近年来，嘉兴统筹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多措并举、综合

施策，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绿色创新经济蓬勃发展。

美丽乡村 宜业宜居

嘉兴市新丰镇竹林村，白墙黛瓦、绿植环绕，一派秀美的江

南风光。

以前，竹林村曾经面临严重的污染困境。后来，当地统筹产

业规划，开展综合治理，淘汰污染产业，谋求转型发展。

2015年，竹林村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治理“脏乱差”、建设

“洁净美”。拆除粪池、改建花坛，做好河道保洁、整治沿岸环境，

实现工业污水全入网、生活污水全处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同时，竹林村充分发挥附近工业园区的优势，介绍养殖户进入企

业工作，引导农户发展效益农业，田园农事体验区、高台观景区、

花卉区等游览区块，竹隐游船、航模基地等旅游项目，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游客走进竹林村，感受自然美。

环境好了，风景美了，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

竹林村的美丽蝶变只是嘉兴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风

景旖旎，宜业宜居，不断推动着“美丽乡村”向着“美丽经济”转化

升级。

修复矿山 变废为宝

嘉兴海宁市尖山新区的鼠尾山公园，郁郁葱葱。

“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欣赏美景，每天都得来这里溜达哩！”

带着家人来散步的市民汤先生，忍不住为鼠尾山公园点赞。这

个生态公园，是由一座废弃矿山改造而成的。

鼠尾山距离海宁市区 22 公里，因山体形状酷似老鼠尾巴而

得名。1997 年，海宁市实施治江围垦工程，鼠尾山上的石料被

大量开采，用于围垦施工。原有山体被破坏，裸露的山石宛如一

个巨大的缺口。为了修复鼠尾山生态环境，2005 年，海宁启动

实施鼠尾山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工程。考虑到尖山新区多台

风、土地盐碱含量高等特性，项目施工时采用狗牙根等草灌植

物，并栽种湿地松等乔灌木，使人工植被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

2007 年，海宁市尖山新区启动鼠尾山休闲公园项目，废旧

采石场成为兼具现代气息与自然野趣的生态空间。海宁市尖山

新区管委会党委副书记夏孙祥说，鼠尾山公园后来又增加了钟

楼、儿童乐园、防灾减灾点等，亚洲轮滑锦标赛等大型体育赛事

也选址于此。

鼠尾山公园是嘉兴推进生态改善的又一个生动案例。近年

来，以“无废城市”等创建为载体，嘉兴加快推进民生基础设施建

设，46 个固废补缺口项目全部建成，绿色生态基地不断擦亮。

科技赋能 前景广阔

烟雨蒙蒙，湖波浩渺，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银杏天鹅湖湖

面上，游客们摇楫泛舟，几十只黑天鹅自由嬉戏。许多年前，这

里还是湖水污浊、垃圾遍布的臭水湖。

银杏天鹅湖，曾用名南官荡，水清岸绿曾是这里的标签。上

世纪 80 年代，为了解决渔民的生计，当地决定对南官荡围湖填

塘。“分塘到户后，亩产量上来了，大家都有吃有喝了！”南官荡的

老居民张先生说，造船、修船的生意也火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带来湖区的无序开发，湖面被分割为大大小小的 86 个池塘。渐

渐地，淤泥越来越多，污水触目惊心。

2005 年，针对废水的治理拉开帷幕。2014 年，为彻底解决

水污染问题，油车港镇党委政府决定实施退渔还湖，投入 1 亿元

安置 332 户渔民上岸。如今，银杏天鹅湖水质已达到国家Ⅱ类

水标准，吸引了白鹭等鸟类繁衍生息。“经过进一步打造，银杏天

鹅湖已成为集湿地保护、生态涵养、农业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

假为一体的生态主题旅游景区。”油车港镇党委副书记竺杰说。

去年 4 月，天鹅湖未来科学城正式开园。作为嘉兴参与长

三角科创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天鹅湖未来科学城致力于逐

步建成为世界级企业总部基地，成为“生活、工作、科技一体化”

的未来城市样板区。

银杏天鹅湖上，碧波荡漾，远眺湖对岸，5 座现代化单体建

筑简约大气，科技赋能与自然风景完美交融。

浙江嘉兴统筹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擦亮美丽底色 增加发展成色
本报记者 赵梦阳 刘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