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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滩上，飞鸟成群、水草摇曳；远处，白云飘

飘、光影叠翠。春日的阳光下，水面泛着微波，岸

边绿草如茵、鲜花盛开……初春时节，走在江苏

省连云港市石梁河水库的岸线上，如诗如画的湖

光山色令人沉醉。

治理非法采砂和无序
网箱养鱼，改善水环境

从连云港市东海县城出发，约莫 40 分钟车

程便到了石梁河水库。这座拦河而蓄的水库始

建于 1958 年，是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水库。

今年 68 岁的东海县石梁河镇南辰村村民郭

有涛在石梁河水库边长大。他说，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石梁河水库上的网箱养鱼逐渐盛

行 起 来 ，养 殖 区 域 一 度 占 到 水 库 水 面 面 积 的

90%。从 2003 年开始，石梁河水库上的采砂船也

多了起来。石梁河镇副镇长郭峰告诉记者，最多

的时候，石梁河水库里分布着 1000 多艘大大小

小的采砂船。

高强度开发之下，石梁河水库水体被污染，

岸线也遭到破坏。“水常年都是发黄发臭的。”郭

有涛说。

2019 年，连云港开始推进石梁河水库综合

整治工作，清退养鱼网箱，清理拆解采运砂船

……经过系统治理，石梁河水库的非法采砂得到

有效整治。

对于无序养殖网箱的整治，推动起来则要考

虑得更细。石梁河镇石梁河村有 130 多户养殖

户，常年吃住都在水库上。为了劝说他们上岸，

石梁河村党总支书记薛明刚挨家挨户做工作，经

过大半年努力才把大部分养殖户说通。但水库

里还有大量的鱼，如何处理又成了难题。

“东海县通过县、镇、村三级联动，为网箱库

存鱼找销路。”石梁河镇河长办负责人张林说，

“有 10 万多只网箱出鱼，由于来的人多，价格没

降、反而涨了。”

2021 年 4 月 10 日，随着最后一只成鱼网箱

出鱼结束后被销号，由连云港市水利局牵头、多

部门联动、市纪委监委全程督办的石梁河水库

无序网箱养殖整治工作告一段落。如今，根据

2020 年连云港市政府出台的《连云港市石梁河

水库管理与保护规划》，以不超过水库水域面积

10%为原则，采取“国有企业+农村合作社+养殖

户”合作模式运行。另外 90%的水面由市县区

国有企业实施高品质生态养殖，采用“人放天

养”的大水体自然生态养殖模式，渔业利润惠及

库区周边村镇和群众。

2021 年 3 月，石梁河水库的水质由以往的劣

Ⅴ类改善至Ⅲ类。

端上“新饭碗”，养殖户
生活变了样

石梁河镇党委书记孙尽阔介绍，为了帮助养

殖户再就业，石梁河镇主动对接镇工业区，根据

养殖户的需求、特长，帮他们与当地企业对接。

今年 34 岁的石梁河镇小埠子村村民张浩在

石梁河水库养了十几年鱼。上岸后不久，镇里的

就业帮扶人员就找上了门。帮扶人员帮张浩对

接了镇里的一家汽车零配件制造企业。“月收入

七八千元，厂里还给交社保。真没想到，在家门

口就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张浩说。

除了就业帮扶，石梁河镇还鼓励上岸的养殖

户创业。从石梁河水库往南走，几分钟后，便到

了王埠村村民王帅经营的草莓园。2019 年 7 月，

王帅结束了 10 年的养殖户生活。看着石梁河水

库渐渐变成了水清景美的旅游胜地，他也嗅到了

商机，在村里建起草莓采摘园。

创业难度不小，好在石梁河镇的各项帮扶政

策让王帅心里有了底。没有种植草莓的技术和

经验，于是镇里多次推荐他去参加农业技能培

训；没有场地，就由镇里出面帮他协调场地。在

镇里的帮扶下，王帅的草莓采摘园越做越大。“目

前一共有 12 个大棚，一年赚 30 万元不是问题。”

王帅说。

上岸之后，养殖户不仅端上了“新饭碗”，生

活环境也越来越好。柏油路通到了家门口；家家

有院、户户朝南的“小别墅”连片林立……走进如

今的石梁河镇南辰新型农村社区，处处呈现出精

致典雅的江南水乡气息。

发展生态文旅产业，惠及
周边群众

黄蓝相间的正六边形平台横卧在水面上，5
段大直径环形走廊连接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通

道。走在石梁河水库边，一座卡通感十足的水上

休闲旅游观光垂钓平台格外引人注目。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平台在 2021 年 11
月底完成组装并投入使用。接下来，连云港市交

通集团将联合相关单位在此举办捕捞节、垂钓大

赛等活动，以提高石梁河水库旅游及石梁河水库

水产品知名度，并带动周边村镇共同致富。

这一处处景点、一个个文旅项目，也是石梁

河水库“美丽转型”的抓手。

除了生态文旅产业，在石梁河库区，一座占

地约 500 亩的乡村振兴产业园也正在建设。石

梁河镇工业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乡村振兴产业

园 2019 年开工建设以来，已有 5 家企业先后进

驻，年均产值 2 亿元。

连 云 港 市 委 书 记 方 伟 表 示 ：“ 对 连 云 港 来

说，把石梁河水库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对于

践行新发展理念、保护良好生态本底具有战略

性意义。”如今，周边 30 万群众搭上“致富车”，

一幅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亲水宜居画卷正

徐徐展开。

上图：石梁河水库。李 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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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石梁河水库地处苏鲁两
省三县区交界处，是沂沭泗流
域洪水东调的枢纽工程，也是
江苏省连云港市工农业重要
水源。2019 年，连云港开展
石梁河水库综合整治，推动石
梁河水库周边发展绿色产业、
走上生态发展道路。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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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 2 月 27 日电 （记者胡健）近日，

山西省发布第 1 号总河长令，决定进一步强化

流域治理管理，加强河湖管理保护，保障河道行

洪通畅，守住防洪安全底线，深入开展妨碍河道

行洪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各有关部门

依据各自职能，于 2022 年 5 月底前，基本完成阻

水严重的突出问题清理整治；2022 年 12 月底

前，基本完成全省清理整治任务。

此次整治重点包括：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

建的阻水厂房、仓库等工业和民用建筑物、构筑

物由所有人负责拆除或搬迁。危险废物由生态

环境部门依法责令相关责任单位整改清除并进

行处罚。河道管理范围内跨河、穿河、穿堤、临

河的桥梁、道路、渡口等违法违规岸线利用项

目，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整改通知，由交通、

住建、水利、生态环境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能组织

整改。非法采砂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等

部门进行整治。

发布总河长令

山西整治妨碍河道行洪问题

本报广州 2月 27日电 （记者洪秋婷）记者

近日从广东省林业局获悉：目前，广东全省共

有 4 处 国 际 重 要 湿 地 、2 处 国 家 重 要 湿 地 、13
处 省 级 重 要 湿 地 ，湿 地 总 面 积 约 2630 万 亩 。

红树林面积约 18 万亩，占全国红树林总面积

的 42%。

近年来，广东不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

涌现了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州海

珠国家湿地公园等一批积极推动湿地保护修

复，助推当地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人民

群众提供共享绿色空间的典型。近日，广东省

出台《广东省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明确湿地公

园概念、建设原则、分级管理、建设条件以及湿

地公园调整、撤销等内容，为广东科学开展湿地

公园建设和管理提供法规依据。接下来，广东

省将全力抓好湿地资源监督管理，大力推进红

树林保护修复，不断完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推

进落实湿地分级管理，高质量推进湿地公园建

设管理，打造一批具有岭南特色的示范性湿地

公园。

湿地总面积约2630万亩

广东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