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兰溪，福建莆田人民的母亲河。

木兰陂拦河静卧，已历经千年。高处俯

瞰，陂体状如钢琴琴键，拒咸蓄淡，润泽兴化

平原。

千年木兰陂，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

大型水利工程之一，见证着木兰溪两岸的沧

海桑田。全长约 75 公里的木兰溪两岸综合

走廊及景观工程项目，如今已融入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推

动木兰溪治理，莆田一张蓝图绘到底，“水安

全、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水治理”系统施

策，当年的水患之河，眼下成了莆田人的生

态河、幸福河。

根治——
科学规划，解决治理难题

木兰溪发源于福建省中部的戴云山脉，

横贯莆田，自西北向东注入大海，干流全长

105 公里，流域面积 1732 平方公里。

木兰溪上下游最大自然落差近 800 米，

下游河道弯曲、断面狭窄，以前每逢雨季，常

有洪水漫滩；若遇海潮，海水顶托倒灌，盐碱

灼地，两岸南北洋地区一度洪水泛滥。“雨下

仙游东西乡，水淹莆田南北洋。”莆田流传至

今的民谣，是木兰溪曾经水患频发的真实

写照。

木兰陂建成后，咸淡水分开，上引溪洪

灌溉，下阻海潮侵蚀，历经后世修整，至今

仍发挥着引水、蓄水、灌溉、防洪、挡潮、水

运 等 功 能 。 虽 然 ，以 前 的 木 兰 陂 基 本“ 驯

服”了河海交攻、洪水肆虐之灾，但并没能

让莆田百姓彻底告别洪水袭扰。“每年 6 月

到 9 月 ，大 家 都 提 心 吊 胆 过 日 子 。”谈 及 曾

经 的 水 患 ，林 国 栋 记 忆 犹 新 ，守 着 下 游 丰

沃土地，老百姓却只敢种植生产期短的低

产水稻，“年年都要盼，什么时候来治理木

兰溪。”

1992 年，时任莆田市城厢区人大代表的

林国栋，与其他 11 名区人大代表，一起提交

了治理木兰溪的议案。事实上，早在 1957
年，木兰溪治理工程就曾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因其工程技术难度大，终无结果。

难 点 在 哪 ？ 一 是 自 然 环 境 ，木 兰 溪 下

游弯多且急，河道狭窄，田堤不分，行洪不

畅；二是地质条件，地处沿海淤泥软基，淤

泥含水率最大近 70%。在这样的基础上进

行河道裁弯取直，当时没有成功案例可供

借鉴。

解决难题，离不开科学规划。1999 年，

莆田市邀请国内权威水利专家，论证通过了

“改道不改水”的裁弯取直方案、软基淤泥利

用处理施工方案等，委托南京水利科学研究

院名誉院长窦国仁院士主导木兰溪下游河

工物理模型试验研究，并在张镇村进行试验

段技术测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同步

进行，终于为木兰溪找到治理良方。

“在 施 工 中 采 用 打 设 排 水 沙 井 预 压 堆

载降水法，也就是将新挖河道的淤泥进行

排 水 固 结 ，经 技 术 处 理 ，分 区 分 段 开 挖 上

堤，通过翻晒、摊推、碾压，填补堤防。”木兰

溪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处三级调研员陈文棋

介绍，同时河堤采用“软体排”反滤防冲，提

高河道抗冲刷能力，保证行洪安全，“新挖

河道与筑堤工程同步建设、就地取材、就地

平衡，既不占耕地，又减少生态破坏，成本

也能大幅降低。”

2003 年，木兰溪裁弯取直工程完成，原

来 16 公里的行洪河道，裁直为 8.64 公里，缩

短 7.36 公里。 2011 年，两岸防洪堤实现闭

合，洪水归槽，防洪标准大大提升。

提升——
全流域、系统化治理，

开启亲水乐水新生活

明黄的图书馆、亮蓝的科技馆、翠绿的

青少年宫自东向西一字排开，面北眺望，一

片 700 多亩的清澈水面波光粼粼，成群白鹭

时飞时栖。

“这片水面叫玉湖，原来的老河道打此

经过。正是依托木兰溪裁弯取直后保留的

旧河道及周边水系，采取‘改道不改水’的方

式，建设了莆田最大的城市生态景观湖，作

为景观及蓄洪区，既解决了洪涝问题又提升

了城市品位。”荔城区玉湖新城改造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黄金华说。

2011 年 6 月，木兰溪防洪工程实现全面

闭合，围绕木兰溪的综合治理又有了新方

向。“河流名字听着挺美，可当时什么基础设

施都没有。周边还有 9 个村、4000 多户、1.6
万多名群众，乱扔垃圾、倾倒污水的情况不

少。”黄金华说。

2011 年，经福建省委和省政府批准，允

许将木兰溪治理后纵深 2 公里土地出让收

益，提取 10%继续专用于木兰溪全流域综合

治理。2013 年，莆田市政府确定，玉湖片区

内市财政土地收入的 80%用于玉湖新城改

造建设，且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玉湖由此迎来华丽嬗变——以玉湖为

中心，莆田规划用地 7532 亩，开发建设玉湖

新城。如今，玉湖片区内，学校、医院、商场、

体育活动场所等各类公共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曾经饱受水患之苦的群众，开启亲水乐

水新生活。

冬 日 里 ，家 住 玉 湖 新 城 的 张 镇 村 村 民

何文魁却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大棚里的

圣女果和水果玉米都陆续成熟了，从眼下

一直到春节，正是采摘的高峰期。”何文魁

介绍。

木兰溪边长大的何文魁，曾经长期在外

打工。2018 年，搬进玉湖新城的新家，何文

魁选择回乡成立果蔬合作社。

“居住环境好了，种地也不怕遭水灾了；

玉湖离主城区近，发展采摘休闲农业有优

势。”掰起手指，何文魁细细分析当初的思

量。引进葡萄、草莓等优良品种，推行无公

害种植等现代方式……何文魁迎来丰厚回

报，“2021 年，我们合作社的营业额达到 100
多万元。”

玉湖的发展之路，折射出木兰溪治理从

干流走向全流域的全面升级。从整治水患

出发，莆田按照“防洪保安、生态治理、文化

景观”的理念统筹，上下游、左右岸推进木兰

溪系统治理。

自木兰溪逆流而上，位于莆田市仙游县

钟山镇的九鲤湖景区，是木兰溪最大支流延

寿溪的源头。然而，曾经拦水建坝发电，导

致瀑布的自然水量严重不足，飞瀑景象时断

时续。

如何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把

景观建设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结合起来？

仙游县启动还水于瀑工程，动工开建总长

2450 米的引水隧道，不但保证了农业灌溉和

发电的需求，还恢复了瀑布景观。“如今的九

鲤湖，碧水长流，古木参天，每年吸引 70 余万

名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景区负责人说。

沿木兰溪一路向海，位于莆田市涵江区

三江口镇的入海口附近，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正如火如荼开展。

“入海口附近 2000 多亩的滩涂，曾全部

成为海产养殖地，不仅侵蚀堵塞了海岸线，

养殖带来的高含氮量更严重影响水质。”指

向广阔海面，三江口镇镇长姚春棋向记者介

绍。2019 年，莆田启动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通过退养还滩、红树林湿地修复、黑脸琵鹭

栖息地保育修复等，让木兰溪入海口重现生

态之美。

发展——
治理一条河，立起一座城

一任接着一任干，砥砺治水 20 余年换

来木兰溪清波安澜。曾经的“水患之河”，

已成当下的“生态之河”“发展之河”“幸福

之河”。

位于莆田市涵江区的一家啤酒企业，啤

酒厂房依木兰溪而建、产品与水息息相关，

护水理念刻进企业的发展“基因”。“作为高

耗水行业，行业内先进水平的每吨啤酒生产

耗水在 4 吨左右，而我们则将每吨生产耗水

降至 2 吨以下。”企业未来发展部经理刘志泉

介绍。

如何创下世界领先的节水指标？刘志

泉介绍，企业投资 8000 多万元建立水处理中

心，把生产过程中的低品质水回收循环利

用，分级供应至工厂运行的其他环节，仅回

收利用一项每天就可节约 1850 吨水。

治理一条河，立起一座城。木兰溪治理

带给莆田的，还有生态理念的深入人心。

跟随莆田市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许建

泉的脚步漫步绶溪公园，荔林浓荫遍布，古

厝错落其间。“延寿溪是木兰溪的主要支流

之一，以延寿溪流域为主打造的绶溪公园，

整合近 3000 亩荔枝林和 2000 多亩低效工业

用地、民居村落，总面积达 5759 亩。”许建泉

介绍，作为木兰溪流域综合治理重点项目，

绶溪公园通过融入文化旅游，植入非遗产

业，综合生态体验、文化体验、旅游服务等功

能为一体，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理念。

“在片区建设过程中，我们摒弃了大拆

大建的传统模式，而是加强修缮改造，注重

提升功能。”许建泉说，绶溪公园通过打造

可发展可持续可经营的文旅商业模式，正

从 单 一 城 市 公 园 向 复 合 的 公 园 城 市 模 式

转变。

如 今 的 木 兰 溪 治 理 ，已 成 为 一 体 推 进

的流域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水

治理等高质量保护与治理。流域 18 个国省

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超过了 94%；425 平方

公里的下游南北洋平原地区粮食产量大大

提高；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向绿色低碳转

型，鞋服、食品、工艺美术等产业发展迅猛，

鞋服产业产值超千亿元……2021 年，莆田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2882.96 亿元，较 2012
年增长 107.8%。

莆田吹响打造“千古木兰溪、百里江山

图、十里风光带”的全新号角。根据规划，

实施启动段将围绕从濑溪大桥至木兰溪大

桥 的 16 公 里 干 流 两 岸 展 开 。“ 推 进 木 兰 溪

‘十里风光带’建设，切实让良好生态成为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不断巩固提升生态文

明 的 木 兰 溪 样 本 。”莆 田 市 委 主 要 负 责 同

志说。

科学规划、系统治理，带动产业发展，福建莆田—

木兰溪畔 清波安澜
本报记者 颜 珂 钟自炜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我们的母亲河①我们的母亲河①

R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

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基本消除城市

黑臭水体。

近年来，各地持续推进母亲河保护，

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让

河流流动起来，让环境更美更宜居。

今日起，本版推出“美丽中国·我们

的母亲河”系列报道，关注各地滋养百姓

生活的母亲河治理情况，聚焦对防洪安

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发

挥重要作用的河流，展现各地母亲河持

续向好的新风貌。

■把自然讲给你听R

雾凇不仅是一种
气候奇观，还有净化
空气、指示环境等生
态功能

近期，大面积雾凇景观亮相吉林，

引来游人观赏。“园林日出静无风，雾凇

花开树树同”，这是古人描述雾凇景象

的诗句。雾凇俗称树挂，是低温时空气

中过冷却雾滴直接冻结或水汽直接凝

华在植物或其他物体上的乳白色冰晶

沉积物。雾凇不仅是一种气候奇观，还

有净化空气、指示环境等生态功能。

基于雾凇的结构和形成条件，可

分为粒状雾凇和晶状雾凇。粒状雾凇

也称为硬凇，是气温在零下 8 摄氏度至

零下 2 摄氏度、有雾有风的条件下，过

冷却雾滴碰到冷的地面物体后，迅速

冻结成粒状的小冰块，结构较为紧密；

晶状雾凇也称为软凇，大部分出现在

气温低于零下 15 摄氏度、有雾无风或弱风条件下，由雾滴蒸

发时产生水汽凝华而形成，结构疏松、密度较小。

雾凇都在什么时候出现？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为

雾凇赋予了独特的时空分布特征。春季、秋季也会有雾凇

出现，但在冬季形成的概率最大，主要出现在 11 月至次年 3
月，特别是在 1 月雾凇最多。

由于雾凇在低温环境下形成，因此在我国北方地区、江南

中北部、贵州中西部及北部地区以及高原地区较常见。在高

原、山区出现的雾凇，多属于粒状雾凇，如安徽黄山、河南嵩

山、陕西华山。在北方平原地区出现的雾凇，多属于晶状雾

凇，如吉林雾凇、库尔滨雾凇等，其中以吉林雾凇最为著名。

吉林雾凇为什么出名？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吉林雾凇持续时间长、厚度大、出现频率高，可从 12 月下旬

持续到次年 2 月底，各次雾凇出现的持续时间比其他地方的

同类雾凇持续时间长，一年最多可出现 60余次。

在吉林市，冬季气温在零下 20 摄氏度以下的天数长达

60 至 70 天，而穿城而过的松花江水却可以奔流不息。松花

湖表面结出的冰面能厚达 1 米，这个天然的隔温层使冰层

下湖底的水温保持在 4 摄氏度，与地面温差达到 30 摄氏度

左右。当 4 摄氏度的水从湖底流出闸门，通过水电站发电

机组后温度升高，江水载着巨大热能顺流而下，接触到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环境，温差使江水产生雾气。在吉林市，

深夜的雾气在沿江两岸的树木和草丛间凝华，一层层“白

霜”包裹植物体，形成厚度最大、密度最小和结构最疏松的

雾凇品种——毛茸形晶状雾凇。随着太阳升起，雾凇在清

晨慢慢融化或坠落。

雾凇绽放，带来的不只有美景，还有净化效应。雾凇在

最初形成阶段可吸附空气中的细颗粒物沉降到大地、降低

其浓度，直接净化空气；雾凇具有浓厚的松散孔隙结构，内

部连通性佳的空隙对音波反射率很低，能容纳大量音波；此

外，雾凇形成时还伴随着负氧离子的增加，这就回答了为什

么雾凇出现的地方，总给人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雾凇，是大自然的不经意之作。作为生态环境的一分

子，它的出现已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指示和表征，是我们应

保护的对象之一。

（作者为吉林大学新能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本报记者

孟海鹰采访整理）

上图：长白山雾凇。 卓永生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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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溪主干流流域示意图。

资料图片

▼木兰溪风光。

蔡 昊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1月 10日电 （记者寇江泽）近日，生态环境部等

16 个 部 门 和 单 位 联 合 印 发《“ 十 四 五 ”噪 声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全国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

率达到 85%，推动实现全国声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行动计划》聚焦群众重点关注的问题，实施源头预防、传

输管控、受体保护全过程监管，通过树立噪声污染治理标杆、施

工工地分级分类、建设宁静小区等方式强化正面引导，共建和

谐生活氛围。明确重点噪声源的管控措施，针对重点工业企

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细化要求，针对交通运输噪

声、社会生活噪声特点优化举措，逐步提升噪声污染治理水平。

《“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印发

2025年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达85%

本报北京 1月 10日电 （记者李红梅）中央气象台预计，11
日起，强冷空气开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将迎来大风降温和明显

雨雪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大部、黄淮、江淮、江

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转小到中雪或雨

夹雪，部分地区大雪，局地暴雪；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有小到中

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天气。

其中 11 日至 12 日，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

海等地将有 6—12摄氏度降温，并伴有 4—6级大风。12日夜间至

15日，冷空气开始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将降温 6—12摄氏度。

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