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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早饭，背上相机，福建省福州市市

民黄学鼎从家出发，过条马路，来到白马河

公园。早上 7 点，公园里唱歌、锻炼的人不

少。沿河两岸，榕树郁郁葱葱，河水波光粼

粼。黄学鼎沿步道慢走，不时举起相机定

格美景；河边走一会儿，又来到白马河东侧

的乌山，在大众茶馆沏一壶清茶，背山面

湖，坐下来享受恬静时光。

在白马河、乌山一带住了多年，黄学鼎

见证了这里的喜人变化：河水清了、河岸绿

了、周边美了，新建的沿河步道串起远近一

个个山体、绿地、公园。“登山观景、沿河享

绿，都在家门口。”黄学鼎觉得，“生活品质

又上了新台阶。”

全面摸排制定措施
加强水系综合治理

三山鼎峙，139条内河纵横交错，福州是

典型的山水城市。北通西湖、南连闽江，位于

中心城区的白马河是福州主要的内河水系

之一。

“曾经的白马河很美。”在黄学鼎记忆

里，“河水很清，里面还有鱼虾。”但随着周

边 居 民 增 多 ，白 马 河 与 福 州 诸 多 内 河 一

样 ，水 质 变 差 ，水 体 黑 臭 ，内 涝 也 时 有 发

生。以前白马河也曾整治过多次，但问题

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哪里有问题，就治哪

里。每次治完，都有好转，可过不了多久，

就又回到了老样子。”黄学鼎说。

就水治水，怎么就行不通？

对这个问题，福州水务集团总经理助

理李招群感受很深。 2016 年 9 月，福州市

召开水系综合治理第一次动员会，提出所

有干部“看图看三天，走路走三天”，针对福

州内河“涝”“臭”两大问题，巡查全市 139 条

内河，全面摸排原因，逐一形成治理方案。

在白马河流域，时任福州水务管网维

护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李招群带着团队，摸

排出 42 个排水口。“其中一处污水溢流尤其

严重。”李招群回忆，“顺着管网一路排查，

发现竟是斗池路上一处污水干管破损导致

的。一测算，破损点距离白马河足足 2 公

里。”李招群和同事们意识到，内河水质与

周边环境密不可分。

在 这 次 摸 排 中 ，全 市 干 部 最 终 找 出

1300 多 个 问 题 ，并 制 定 3000 多 项 整 改 措

施。2016 年 11 月 14 日，《福州市城区水系

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正式下发。“关键思路

就在于综合治理，一体推进。”李招群介绍。

突破就黑臭治黑臭——福州统筹内河

治理、污染源治理、排水管网排查修复、污

水 厂 提 标 扩 建 等 工 作 ，综 合 治 理 、标 本

兼治；

突破就河治河——将全市 107 条主干

内河，按流域划分为 7 个水系项目包，主干

支流全流域治理；

突破就水治水——实行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结合城市建设，统筹沿岸自然景观与

城市风貌，改善水系周边整体环境。

清淤、截污、治理污染源……经过一年

多的水系综合治理，臭味闻不到了，水变

清了。

改善水系周边环境
打造宜居生态空间

在水系治理的基础上，福州结合旧城

改造，打造沿河景观。种树、亮灯、修步道，

白马河沿岸，逐渐有了绿地、步道、公园。

“从干净到漂亮。”天天从河边过，黄学鼎赞

叹周边环境“一天一个样”。

白马河公园东侧，穿过一条马路，就是

乌山。过去，乌山较少对市民开放，几十栋

建筑遮盖了山体原本风貌。“看山不进山，

见绿难享绿。”和不少周边市民一样，黄学

鼎一直期盼，“什么时候能上乌山走走？”

2020 年，福州市委、市政府启动乌山历

史风貌区保护修复提升二期工程，对乌山

进行改造，还绿于山、还山于民。

“从接到项目起，考虑的就是如何结合

山体自身风貌，建 设 与周边相协调的整体

景观。”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乌山

项目负责人吴起飞说。

拆除违建、修复山体、补植绿化、新建

凉亭……在修复山体的同时，还对乌山和

周边自然景观、人文风貌进行整治，通过出

入口、步道，将乌山与周边的三坊七巷、文

庙、乌塔、于山、黎明湖等景观资源连接，建

成了系统串联的 10 个主次出入口、总长 6.8
公里的三大环形线路。

既治水，又融合了周边山体修复和环

境提升，涉及的工作点多、量大、面广，如何

统一推进？

刚开始，有部分居民不理解：“改善环

境，我们支持，可为什么要拆掉我们的杂

物 间 ？”在 河 流 沿 岸 环 境 综 合 提 升 中 ，方

案 要 求 腾 出 沿 岸 约 6 米 以 上 宽 度 建 立 休

闲步道，建设亲水、近水的绿色空间。而

在白马河流域的陆庄河沿岸，某小区 100
多间杂物间就贴河而建。

“拆除旧空间，就是希望给大家建成更

宜居的新空间。”区、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成

立专门工作组，与居民现场沟通。摊开设

计图，沿河两岸，休闲步道串联的绿色空间

徐 徐 铺 展 。 居 民 多 了 理 解 ，矛 盾 终 于 化

解。在推进周边环境提升过程中，福州各

区、街镇政府成立专门工作组，提供细致服

务，项目实施到哪里，工作组跟到哪里，遇

到问题，现场解决。

与此同时，福州在市级层面成立由市

领导挂帅的指挥部，把环境综合提升涉及

的建设、园林、规划等单位全部纳入，随时

协调，便于部门间通力合作。

提升城市山水风貌
绘就美好生活图景

2022 年春节前夕，经过整治的乌山重

新对外开放。吴起飞记得，那一天，周边居

民纷纷前来参观游览。

如今在福州，像“白马河—乌山”这样

的山水连接体越来越多。一条 125 公里的

“ 福 道 ”，又 将 这 些 分 散 的 山 水 连 接 体 串

起，连同一处处街头绿地、小公园，共同构

成一幅“城在山水中，人享山水乐”的美好

画卷。

2020 年，福州市启动“两江四岸”环境

全方位系统提升工作，在方案中明确了城

市水体治理、山体修复、绿化提升、夜景照

明、设施完善、慢道贯通等工作，一体推进

山水城市建设。如今，福州的山水城治理

探索越发成熟。

《福 州 市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2021—

2035 年）》提出尊重并保留城市山水风貌，

打造连山通海、城绿交融的区域生态廊道

和城市组团绿楔，形成山与城、水与城、山

与水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福州的母亲河闽江两岸，正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人——在青年广场上享受江风，

参加一场文化活动；登上江心公园，邂逅一

次江上日落；到烟台山历史风貌区打卡景

点……作为“两江四岸”品质提升改造工程

的重点区域，“闽江之心”集山水自然景观、

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等元素为一体，正成

为福州新的城市会客厅。

改善后的城市山水风貌持续释放生态

效益，据统计，相比 2017 年，2021 年福州市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标率）提升 4.1 个

百分点，全市 54 个小流域省考断面Ⅰ—Ⅲ
类水质比例提升 22.2 个百分点。

夜幕下，闽江两岸霓虹闪烁。闽江游、内

河游……如今，福州城市文旅项目越发多

样。“基于水系环境综合提升的成果，市民有

了更多享受城市美景的方式。目前内河已开

通 7 条航线，未来将建设‘百里水上福道’。”

接手内河游这项工作的，正是李招群。经历

了水系整治，从管网公司来到水务集团，李招

群的工作重点也从水环境治理转变为内河

文旅。

在 白 马 河 上 ，游 船 驶 过 ，荡 开 层 层 波

纹。“白马河漫漫千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整治后的白马河。下船，白马河公园、乌

山，举步皆达……”船上的广播，讲述着白

马河沿岸的变迁，也印刻着福州这座山水

之城探索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生动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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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福州市西湖公园美景如画。

陈 暖摄（人民视觉）

福建福州以内河整治为切入点，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

城在山水中 人享山水乐
本报记者 王崟欣

■深阅读R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治城一体推进，，科学科学

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多为老百姓建设多为老百姓建设

休闲、健身、娱乐的公共场所。营造健康美丽的城市生态环境，是

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福州市以内河整治为切入点，

通过水系综合治理、山体保护修复、提升城市山水风貌，逐步探索

出山水城综合治理的有效路径，让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让市

民享受高品质生活民享受高品质生活。。

——编 者

兔年春节刚过，一

组假期消费数据引发广

泛关注。春节档电影票

房突破 67 亿元，位列中

国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

位；春节假期全国国内

旅游出游超过 3 亿人次，同比增长 23.1%；

全国春运客流总量超过 2 亿人次，春运盛

况再次出现。强劲的数据，火热的消费，折

射出农历新年神州大地上的蓬勃景象，彰

显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旺盛活力。

这些数据背后所蕴藏的一个个具体生

活场景，更能让人直观感受到消费热情与

社会活力。在电影院，与亲朋好友在光影

世界共度团圆时光，成为不少人的“新年

俗”。在旅游景区，乡村游、周边游热度不

减，携老游、亲子游日益回归，热门景区再

现拥挤，旅游复苏带动餐饮、住宿、零售等

服务业持续回暖。在各个地方，集年货、美

食、民俗于一体的新春庙会吸引着人们踊

跃参与，传统与时尚融合，文化与消费齐

飞。人气回来了，年味回来了，“流动的中

国”呈现出升腾气象，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

正昂首阔步走向未来。

热闹的春节，再次让人们感受到“家”

与“国”的深层联系。兔年春节，是我国疫

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第一个春节。从保障

好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到关心困难群众

生产生活，从丰富物质和文化产品供应，到

做好春运出行工作，正是国家的政策保障，

为无数人的春节出行、无数家庭的春节团

圆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支撑。而春节团圆之

时，家风家教得以春风化雨、赓续传承，人

们在慎终追远中感受家国情怀。“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国家为每一个家庭提供

保障和支撑，而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向上向好构成了国家

欣欣向荣的基石，这种家国同心、家国一体的力量为新时代中

国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热闹的春节，更展现出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消费

的回暖，不仅说明优化疫情防控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更说

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只要基本条件具备，生

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就能够得到迅速恢复。往深层看，消费不

仅有量的扩大，还有质的提升以及形态、样式的拓展。网购年

货等消费方式成为新潮流，表明消费结构优化、消费模式升级

仍然是大势所趋；春节档“乡镇影院也很忙”，三四线城市的票

房贡献稳步提升，说明城乡统筹能够打开扩大内需的新空间。

由点及面来看，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随着政策红

利持续显现，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整体好转、总体回升。

春节黄金周假期结束，但火热的劲头在持续，发展的活力

在迸发。人们背起行囊，踏上返程之路，奔赴各自的工作岗

位，开启兔年的奋斗之旅。方此之时，我们已经挺过最困难时

刻，发展的有利因素增多，国家的政策保障、经济的持续恢复，

将为每个人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提供舞台和机会。

从春节黄金周看向全年，满怀信心、坚定前行，每个人都大有

可为也将大有作为。而每个人生生不息的奋斗、昂扬奋发的

进取，不仅能成就自己的出彩人生，还将汇聚成国家发展进步

的时代洪流，让中国始终充满勃勃生机、强大动能。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兔被称为瑞兔、玉兔，代表着机智敏

捷、纯洁善良、平静美好。春节期间，人们多用“前途似锦”“大

展宏图”相互拜年祝福，寄托着对兔年的美好期待。从春节出

发，动如脱兔般奋跃而上、飞速奔跑，每个人都将跑出自己的

美好轨迹，也将共同跑出国家发展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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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眼里，沙漠是活的。”春节前夕，

腾格里沙漠南缘，包兰铁路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固沙林场职工康文岩站在包兰铁路

旁的一座沙丘上，向远处眺望，“不同的风

速、风向让沙丘处于持续流动中。我们在想

方设法让这种流动停下来。”

碧蓝天空下，百米高的沙丘一片银白，

沙丘旁，是高大的灰黑色挡沙墙。墙后，冬

日里深黄色的麦草方格连绵 500 余米，让沙

漠不能侵入分毫。“这里有 3000 亩的人工植

被，全是我们固沙林场职工种下的。”康文

岩说。

包兰铁路 1958 年建成通车，在中卫市

沙坡头段的十几公里内，这条铁路 6 次穿越

腾格里沙漠。铁路建成初期，每遇大风，沙

丘便会将铁轨覆盖。为了保证铁路平稳运

行，铁路工人经过多年探索，发明了“麦草

方格固沙法”。通过在铁路两边铺设 500 米

宽的方格防护带，这条沙漠中的铁路已平

稳运行了 60 余年。

然 而 ，“ 麦 草 方 格 固 沙 法 ”也 存 在 缺

陷。2014 年，康文岩大学毕业，进入固沙林

场工作，他发现这种治沙方式成本高、失效

快，“沙丘被阻挡流动后，继续固化常常需

要 5 年以上的时间。但原有麦草方格两年

便会腐坏失效，要进行多次铺装，耗费大量

资源。”

能否用一种新型材料来延长方格的使

用寿命？治沙周期能否进一步缩短？为了

更深入地了解沙漠、探索更有效的治沙方

式，上班第一天，康文岩就一头“扎”进了茫

茫的腾格里沙漠。“在进行沙害治理成效遥

感监测的研究时，我们一个月有 20 多天都待

在沙漠里，15 公里的沿线沙漠区人人都走了

数十遍。”康文岩说。

“在沙漠里，沙子的直径只有 0.2 毫米，

在微观上对沙粒的运动规律进行研究，才能

揭示沙丘流动的秘密。”拿着长期实地探访

积累的资料，康文岩刚出沙漠，又钻进了中

科院沙漠研究所的实验室风洞。

在风洞实验中，康文岩发现，在风中，沙

粒通常在地表 20 厘米以下的地方呈跳跃式

运动，“这说明，前人用麦草扎成高约 30 厘米

的方格结构是有科学依据的。”

旧 有 结 构 可 以 继 续 沿 用 ，但 新 的 材 料

仍 需 探 索 。 经 过 3 个 月 的 实 验 ，康 文 岩 先

后尝试了塑料、纱网、秸秆等物质，最后发

现 可 降 解 的 混 纺 尼 龙 具 有 实 验 所 需 的 优

异特性。“尼龙便于编织，很容易就可以形

成 30%的最佳孔隙度，同时，不易腐坏的特

性 也 能 让 沙 障 维 持 10 年 以 上 的 使 用 寿

命。”康文岩说。

实验室数据良好，但还需要实地测验。

于是在初春时节，西北风刮得最凶的时候，

康文岩带着十几副新材料沙障迈入了茫茫

沙漠。大风中，铺天盖地的黄沙聚起，沙子

打在脸上生疼，直往鼻子、耳朵里钻。数月

里，康文岩日日在研究所与试验点之间往

返。终于，他扎下的 200 多个测签，都证明了

新式沙障阻沙的优越性。

常年的艰苦钻研带来了成果，康文岩一

鼓作气，开发出尼龙材质的 1.5 米高、9.1 公

里长的高立式挡沙墙。外有高大挡沙墙，内

有低矮方格，二者结合，将腾格里沙漠 95%
的流沙阻挡在了固沙林场之外，为固沙林场

每年节省 320 万元的固沙成本。

工 作 8 年 多 来 ，康 文 岩 累 计 进 入 沙 漠

400 余次、徒步 1000 多公里，组织栽植乔灌

木 237.35 万株、治理沙害 6712.8 亩，其发明

的多项技术解决了多个铁路沙害治理技术

难题。

如今在沙地巡逻，康文岩最喜欢在天气

晴朗的时候爬上沙丘，眺望远方的腾格里沙

漠。“防沙治沙是一场持久战，这里的沙漠曾

经一度入侵到城市，经过治理，现在沙子再

也过不来了。”康文岩笑着说。

徒步1000多公里，组织栽植乔灌木237.35万株—

护路八载余 治沙有妙招
本报记者 秦瑞杰

■点赞新时代R

新华社厦门 1 月 29 日电 （记者石龙洪、许雪毅）1 月 7 日

部分复航以来，中断近 3 年的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平稳有序

运行。记者从福建省台港澳办获悉：截至 29 日，厦门到金门航

线 46 航次运载 3000 余人次，福州到马祖航线 10 航次运载 230
余人次。

“我度过了一个幸福满满的春节。”在厦门工作的金门乡亲

卢莉莉通过“小三通”返乡，一家人吃团圆饭，共度佳节，其乐融

融。“这次终于可以便捷回家过年，家人都超开心。”她说。

“经‘小三通’往返只需 300 多元人民币，而绕道岛内转机需

花费上万元。”年前，金门乡亲李汉强带孩子经“小三通”来福建

探亲。他表示，希望“小三通”尽快常态化运行，这是台湾同胞的

共同愿望。

2020 年 2 月，民进党当局以防疫为借口单方面暂停“小三

通”。在台湾社会各界持续强烈呼吁下，台行政管理机构去年底

通过“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允许在春节前后一个月期

间以专案方式申请航班，但限定航班数量，且仅限金门、马祖民

众及当地大陆配偶申请，在大陆的广大台商台胞被排除在外，台

湾舆论批评其为“只做半套”。

大陆方面持续推动“小三通”复航。1 月 28 日、29 日，中共中

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厦门了解“小三通”部分复航情

况，慰问经“小三通”往返厦金的台胞，走访厦门台协和台资企

业，与在闽台胞台企代表座谈，听取意见建议。

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希望两岸同胞相向

而行、携手并进，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推进

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进程中，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当

前，大陆疫情已得到很好的控制，台湾同胞完全可以安心前来学

习、工作、创业、生活。两岸同胞对实现正常交流往来的意愿强

烈，我们高度重视并已全面做好相关准备。以疫情为借口阻挡

两岸交流违背民意，不得人心，应尽快全面恢复“小三通”和两岸

民众正常交流往来。

“大陆持续努力推动‘小三通’复航，关心照顾台商台胞的发

展和生活。我们深受感动，更坚定了扎根大陆的信心。”厦门台

协荣誉会长吴家莹表示。

“民进党当局开放‘小三通’只做‘半套’，大陆台商台胞非

常不满。”厦门台协会长韩萤焕表示，我们强烈呼吁民进党当

局尽快全面恢复“小三通”和两岸直航航点，恢复两岸正常交

流往来。

台湾青年范姜锋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青年需要交

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取消对两岸交流往来的所有限制，为谋

政治私利不惜损害台胞利益，只会遭到民意背弃。

“小三通”复航后便利往来

台胞要求尽快全面恢复两岸正常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