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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静静流淌，河道两旁，草木旺盛生

长……清晨的阳光下，广西南宁市水塘江

岸绿景美。今年 3 月，南宁水塘江综合整

治工程完成竣工初步验收，居民也有了新

的休闲空间。

近年来，广西南宁、陕西西安、浙江绍

兴等地从多角度入手采取措施，有效保护

水生态环境。

治水——
改造排水管网，提升自

净能力

水塘江长约 6 公里，最宽处有 40 米，最

窄处仅 10 米，流域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过

去，由于对两岸的开发建设规划不科学，植

被被大量破坏，岸坡逐渐裸露，水土流失严

重，再加上河道两岸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

接排入河道，一度对水塘江的水质造成不

小的影响。

2017 年，南宁市开展水塘江黑臭水体

治理工作。“项目总投资 14.66 亿元，施工范

围包括 4.43 公里长的水塘江河道整治、河

道截污、河道生态恢复等工作。”中建五局

南宁市水塘江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执行经理

饶峻石介绍。

起初，水塘江综合整治的工程目标是

采用末端截污的方式治理黑臭水体问题；

后来，为实现更好的治理效果，治理方式进

一步由末端治理转变为推进雨污分流，开

展源头治理、全流域治理。

过去，江边居民的生活废水都是混着雨

水直排水塘江，如今要清查、改造排水管网，

工作也要一户户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为

了做好群众工作，项目部与当地街道、社区

及主管部门加强联系，组成联合团队挨家挨

户上门沟通，为居民答疑解惑，改造工作也

得以顺利进行。

要建好管网，还要治理好水体。“治理

过程中，我们采用多种科技手段，有效提升

了治理效果，不仅可以消除污染，还能够加

强水体自净能力，从而降低今后的运营成

本。”饶峻石说。

如今，水塘江水质已达到地表水Ⅳ类

标准。据介绍，近年来南宁市以打好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为抓手，持续改善城

市水环境，目前原有的 38 个黑臭河段已消

除黑臭，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治岸——
推进岸线绿化，筑牢生

态屏障

春风吹绿了杨柳，吹红了桃花。下午

4 点的 河岸边，锻炼的、遛娃的、拉歌的，

好不热闹。“小时候我就在河边玩，那会儿

水清岸绿；后来因为大家随便排污，变得又

黑又臭惹人嫌。”附近居民徐永安回忆。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西安市

河沣惠渠管理中心 河站站长刘晓介绍：

“近年来，西安市水务部门花大力气进行截

污治污、绿化提升、生态修复等治水项目，

着重推进岸线治理，堤防治理提升 22.63 公

里，总绿化面积 75.3 万平方米。 河岸边

的这条新绿道，便是西安市‘三河一山’绿

道网的一部分。”

“三河一山”绿道网 2019 年 12 月开工，

2021 年 5 月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条由渭河、

沣河、浐灞河、秦岭共同组成的绿道网络，

串起 103 个生态节点和 42 个人文历史遗

址，74公里核心段已实现了无障碍通行。

“岸线治理是水生态治理的重要工作

之一。近年来，西安大力推进堤岸、堤内、

堤外立体增绿等建设，建成多层次、大绿

量、高标准的护堤林带，筑牢河湖生态屏

障。”西安市渭河生态管理中心主任侯槿昕

介绍，“为了保留河道原有的自然形态，我

们认真推敲堤防布置线和水面线，在岸上

种植细叶芒、千屈菜、粉黛乱子草等植物，

让堤岸四季不同景，兼顾净水和美观。另

一方面，我们在滩地内布设健身活动广场、

人行步道、自行车道、亲水平台，为市民提

供活动空间。”

西安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西安新建堤防 547 公里、护堤林 2.4 万

亩 、生 态 水 面 1.56 万 亩 ，修 复 湿 地 6897
亩。在沣河、渭河、灞河等 10 余条主要河

流建设生态护岸，在所有加固新建的护岸

堤防中，生态护岸占比达到 76%以上。”

“生态护岸不仅能够增强水体的自净

能力，防止水土流失，更让市民共享治水成

果。”西安市水务局河湖长制工作处处长惠

强说，“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开展渭河流域

重点河流复苏行动，因河施策、因地制宜，

优化治污布局、提升治污能力。”

节水——
建立智慧水务平台，推

进供水智能化管控

一 场 春 雨 过 后 ，绍 兴 市 新 昌 县 七 星

小学的同学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劳动

课 ，大 家 用 收 集 的 雨 水 浇 灌 学 校 劳 动 基

地 的 菜 地 ，这 样 的 节 水 利 用 让 孩 子 们 收

获不少。

鱼池利用地下水循环，卫生间自动感

应装置……在七星小学，节水理念体现在

时时处处。“只要发现用水异常，水务集团

就会立即通知我们——如今，这里的每一

滴水都被精准监控。”七星小学党总支书

记、校长丁英珍说。

原来，七星小学的总水管在 2021 年安

装了远传水表拍照装置，如果用水单位出

现用水异常便会第一时间上传平台。“平台

经过智能分析发现，2021 年 6 月的几天内，

小学夜间用水量偏大，存在异常。平台及

时发送信息通知水务部门。”新昌县水务集

团信息部经理王一介绍，随后，集团相关部

门立即组织检修人员上门查验，发现学校

内存在多处漏水点，经过检修，极大减少了

水资源浪费。

王一告诉记者，从 2020 年起，新昌县

上 线 了“ 智 慧 水 务 ”移 动 综 合 管 理 平 台

APP，更通过集成城市供水监测系统等收

集的数据，实现了城乡供水从源头到水龙

头的智慧化监管。“除了在学校、民居，在工

业节水方面，我们也加强了行业用水定额

管理，通过对相关企业用水情况的实时监

测，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一批企业转型

升级。”新昌县水利水电局行政审批科负责

人叶旦说。

绍兴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绍兴市通过智能化改造，建立起

“感—传—知—用”的供水智能化管控体

系，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管网仿真等技术，

实现了对全市管网设备运行的全面感知和

智能管控。“我们在开源与节流两方面共同

发力，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全市用水总量

得到有效控制。”据统计，2021 年，绍兴市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分别较 2015 年下降三成和四成。

治理水体、绿化岸线、智慧节水，多地综合推进水生态保护——

点滴努力 为了绿岸映清波
本报记者 李 纵 原韬雄 窦瀚洋

本报北京 4 月 10 日电 （记

者寇江泽）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组 织 开 展 的 黄 河 流 域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成 效 评 估 近 期 完

成。项目组对基础保障、管理措

施、管理成效等 5 个方面 26 项指

标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黄河

流 域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总体

优良率达 91.5%。

此次评估对象为黄河流域所

在省份（不包含四川）的 82 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涵盖青海、宁

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7 省份所有国家级保护区（不包

含纳入国家公园试点范围的保护

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

范围内的国家级保护区。

评 估 结 果 显 示 ，黄 河 流 域

97.6%的保护区设有专门的管理

部门，并建立了较全面的规章制

度。92.7%的保护区已建立了标

桩标识、保护站、巡护道路、林火

及病虫害预警网络、野生动物救

助等基础设施。98.8%的保护区

近 10 年内开展过科学考察或专项

调查，39%的保护区在近 5 年内积

极开展“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

体系等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82 个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占

评估区域国土面积的 3%，覆盖了

全国陆地 26%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物种、14%的重点保护植

物物种。评估期内，40.2%的保护

区主要保护对象状况改善较为明

显，中华秋沙鸭、细鳞鲑等珍稀濒

危动物种群数量有所增加，雪豹、

林麝、华北豹等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活动范围有所扩大。

82 个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覆

盖了区域 32%的自然生态系统类

型，以及青海湖、黄河三角洲等 6
处国际重要湿地，占评估区域国

际重要湿地的 50%。评估期内，

黄河流域超 89%的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植被盖度保持稳定或有所

提升，5 年内平均植被盖度增加

了 2.7 个百分点。

保护区内生态系统的水源涵

养、碳固定能力分别为区域平均

水 平 的 1.6 倍 和 1.7 倍 。 评 估 期

内，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固定

等生态功能稳步提升，黄河流域

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得以巩固，下

游湿地萎缩现象整体有所减弱。

此次评估同时发现，区域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机制仍

然存在不足，生态系统质量及功

能易受人类干扰，社区绿色发展

水平较低，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

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强化提升。

黄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成效总体优良率超九成

超89%保护区内植被盖度保持稳定或有所提升

本报北京 4 月 10 日电 （记

者李晓晴）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

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约

23 万尾不同规格的子二代中华鲟

被放归长江。此次活动由农业农

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

室、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宜昌市人

民政府、三峡集团共同主办。

本次放流中华鲟均为三峡集

团 2009 年以来繁殖培育的子二

代中华鲟，最大年龄 13 岁，最小

年龄半岁，放流数量较往年大幅

提升。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

脊椎动物之一，诞生距今已有 1.4
亿年历史，是长江珍稀鱼类保护

的旗舰物种，有“水中大熊猫”和

“水中活化石”之称，具有重要的

科研、生态等价值。

23万尾子二代中华鲟放归长江
助力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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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
水源涵养区保护修复，加大
重点河湖保护和综合治理力
度，恢复水清岸绿的水生态
体系。近年来，我国多地综
合推进水生态保护，从治理
水体、绿化岸线，到智慧节
水，不断探索水生态保护新
方式，以点滴努力呵护清水
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