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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天 ，胜 利 河 与 上 塘 河 的 水 干 净 、清

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的“民间河长”吕桂

花，在她最近一则巡河日记里这样记录。

杭州既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终点，也

是浙东运河的起点。2021 年，《浙江省大运河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施行。如何把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

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

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杭州市开启了探索

创新的脚步。

爱水护水，公众积极参与

2021 年底，拱墅区大关街道成立了巡河

志愿者队伍，71 岁的吕桂花担任队长。她一

身红马甲，走在河边格外醒目。志愿者每天

都要在河边巡查，回来还要写下巡河日记。

2014 年，杭州公开招募志愿者，助力市区

的黑臭河道治理。住在河道附近、想为河道

治理尽一份力的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

当时，家住拱墅区德胜新村的居民汪孙

聚老人积极响应，被聘为德胜社区河道义务

监督员。老人当上“民间河长”后，主要负责

胜利河、上塘河一带，共计长 1000 米左右的河

道 。 近 年 来 ，老 人 几 乎 每 天 都 要 到 河 边 巡

查。从胜利河走到上塘

河 ，如 果 看 到 河 上 有 排

污口，就一定要找到污染

源。老人见证了河水的变

化：“过去，胜利河、上塘河都

发臭。现在河水清清爽爽，也闻不

到臭味了。”

保护治理运河，需要居民积极参与，也需

要多部门协同联动。据介绍，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杭州便启动运河综合保护相关工作，相

继开展截污纳管等工程建设，减少岸上污染

源排入。2002 年，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整

治与保护开发工程正式启动，对运河水质、桥

梁、古建筑等全面改造提升。近年来，河长制

的推进，有效督导落实管理和保护责任，也保

障了运河水环境质量长效稳定提升。

科技助力，让治水更智能

拱墅区河道保护管理中心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运河杭州段贯穿杭州主城区，长 56 公

里，全线有 100 多条支流汇入，这也给运河水

质保护和提升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

杭州城北一带，曾聚集了众多重工业企

业。1995 年，城北的拱墅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占主城区近六成。最严重时，杭州主城区近

七成的废气排放和扬尘污染都来自这里。

产业要转型升级，城市也要绿色转型。

2007 年以来，拱墅区先后关停转迁 2000 多家

低散乱和污染企业。拱墅区城管局河道保护

管理中心副主任范能，从小在运河边长大。

回忆河道治理过程，他告诉记者：一方面，对

河道进行护岸加固、游步道贯通、河岸绿化以

及景观再造；另一方面，通过转型升级、科技

治水，推动相关治水问题逐步解决。

“河道被破坏了，靠它自己净化很难。”范

能说，2014 年，拱墅区大部分河摘掉了“黑臭

河”帽子，但又一个课题摆在面前，那就是如

何提升河道水质。因此，拱墅区开始探索恢

复河道自净能力。2020 年，在拱墅区红旗河

边有片试验区，技术人员培养了有益绿藻并

输入河道，运用“智能生物链靶向治水”等新

技术净化水质。这项技术模仿自然界水生态

的自我修复功能，通过在水系中建立稳定的

食物链系统，达到生态净化水质的目的。项

目实施半年后，红旗河片区河道水质已有可

喜变化，水质基本稳定在Ⅳ类到Ⅲ类之间。

这几年，用数字技术治水的创新办法也

不断出现。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

护中心与浙江大学合作，将数字技术手段用

于运河保护，推进信息化与遗产保护相融合；

运河巡查的“常规动作”用上了无人机，巡查

更锐利、守护更精准……“我们坚持每月定期

巡查，传统人工巡查与无人机巡查相结合，实

施全方位高效精准巡查。”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后，还将联合多部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手

段，围绕监测预警、生态保护等方面，提升数

字化保护、监管水平。

加速美丽河湖建设，
提升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浙江省生态环境厅通报，2020 年运河

杭州段总体水质状况为优，运河杭州段 3 个省

控以上断面和 4 个交接断面全部达到Ⅲ类以

上水质，为近年来最佳水平；定期监测结果显

示，运河杭州段干流 18 个断面平均水质全部

达到Ⅲ类，水质优良率 100%；运河杭州段纳

入环保统计的 100 条支流也首次实现年度平

均水质全部消除劣Ⅴ类。

水质的变化，也在市民日常生活的体验

和 感 受 里 得 到 了 印 证 。“ 水 不 好 ，大 家 捏 着

鼻子绕开走。水好了，环境好了，大家都愿

意 到 运 河 边 去 散 步 。”范 能 感 叹 ：“ 茶 余 饭

后，到运河边走一走，这不就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吗？”

水环境得到持续治理，运河水清岸绿，河

道周边也更加吸引人。如今，在运河边，有健

身设施，还有沿河绿道、夜跑长廊，满足不同

人群需求。据介绍，2021 年，杭州启动了大运

河绿道（运道）综合提升工程，到 2022 年杭州

亚运会前，有望全面建成以人为本、公共开

放、江南韵味的滨水公共空间。

目前，杭州正加速美丽河湖建设，努力提

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上图：京杭大运河杭州段。

杭州市拱墅区委宣传部供图

浙江杭州深入推进运河综合保护

千年古运河 时代新活力
本报记者 江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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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
市在保护运河文化遗产
的同时，持续加强运河水
环境整治，改善河道周边
环境，努力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北京 1月 5日电 （记者刘毅、寇江泽）近日，生态

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

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土壤、地下水、农业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具体安排。其中，包括到

2025 年，农村环境整治村庄数量新增 8 万个，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达到 4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左右等。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划》分两个阶段设置目

标。到 2025 年，全国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巩固提升；农业面

源污染得到初步管控，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

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到 2035 年，全国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

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农业面源污染得到遏

制，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十四五”时期

农村环境整治村庄将新增8万个

本报北京 1月 5日电 （记者王浩）2021 年 3 月，水利部

联合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部署开展长江河道采砂综合整治行动和采砂船舶专项

治理。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整治行动顺利完成，实现预期

目标，成效显著。本次整治行动是五部门首次联合组织对

“人、船、砂”“采、运、销”集中整治，有力打击了“三无”“隐

形”采砂船，有力遏制了非法采砂反弹势头，进一步巩固了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稳定可控局面，并呈向好态势。

长江河道采砂整治行动成效显著
五部门有力打击“三无”“隐形”采砂船

本报北京 1月 5日电 （记者丁怡婷）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水利部办公厅、工业和

信息化部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节水工作的指

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国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力

争控制在 9%以内，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达到 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 35%以上，黄河流域中下游

力争达到 30%。到 2035 年，城市发展基本适配水资源承载

能力。

到2025年

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将超25%

■美丽中国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