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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州是湘江、赣江、北江三大水系的

重要源头，水资源丰富。2019 年 5 月，国务院

批复同意郴州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

示范区。

4 年来，郴州坚持“绿水青山样板区、绿色

转型示范区、普惠发展先行区”定位，把水安

全、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水产业、水科技、

水文化、水管理 8 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谋划，全方位立体式节水管水治水护水。

严格管理，保护水环境

地处湘江上游的郴州市临武县三十六湾

是郴州重要的有色金属采选、冶炼区之一。几

代人在此采矿、选矿，废水和尾砂直接排入甘

溪河河道。

“郴州有最好的水，也有最差的水，这是以

前人们对郴州水的印象。”郴州市科技局党组

书记、局长肖亮说。

曾在三十六湾上游一家大型矿山工作的

赵谊还记得以前的画面。“尾矿淤积，河道越来

越浅、越来越窄，山洪常常把尾矿冲到田里。

附近甘溪坪村临水而居的一些村民只能举家

往山上搬。”赵谊说，有一年，尾矿还冲毁了下

游的一些农田，良田变成了石头滩。

守护一江碧水刻不容缓，而治水必先治

矿。2013 年，三十六湾矿区治理纳入湖南省湘

江流域和洞庭湖生态保护修复“一号重点工

程”范畴。2018 年，三十六湾矿区成功申报国

家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

点。10 年来，三十六湾矿区治理工程累计投入

资金 20 亿元。2022 年，甘溪河马家坪电站大

坝断面历史性地实现了“消劣”目标。

从乱采乱排，到企业整合、矿山修复，回想

过去的几十年，如今已是临武县南方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赵谊颇有感触。

“ 以 前 干 采 矿 ，从 来 没 想 过 要 保 护 水 资

源。现在可不一样，用水要办取水证，付费利

用；排水要达标排放，回收处理；尾矿只减不

增，综合利用。”赵谊算了笔账，按照每年 40 万

吨的采选量，如果不回收利用，每天都要排水 2
万吨。如今经过回收处理，每天排水量只有

1000 吨左右。

最 差 的 水 ，重 拳 治 理 ；最 好 的 水 ，悉 心

呵护。

郴州资兴市东江湖，水质Ⅰ类，蓄水量超

过 80 亿立方米。资兴市一方面执行最严格准

入制度，近 10 年来先后否决了总产值达 600 亿

元的可能影响水环境的投资项目；一方面制定

乡镇的生活污水处理、船舶污水收集转运处理

等一系列水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和制度，完成 35
公里环湖截污管网工程，规范整治环湖 373 家

民宿、农家乐等，全部实现达标排放，全面建成

环湖乡镇集镇污水处理厂。

2022 年，郴州市省控及以上断面达标率

100% ，13 个 县 级 以 上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达 标 率

100%，东江湖持续保持Ⅰ类水质。

优水优用，激活水经济

走进资兴东江湖大数据中心制冷机房，可

见直径超过半米的输水管道有序排列，将河底

冷水源源不断地送到板式换热器中。经过换

热器降温的冷空气进入数据机房，带走计算机

高速运算产生的热量。河底冷水则分流至回

水管道，重新排入河道。

“经过这一过程，冷水仅升温 3 摄氏度，对

水质和生态影响可控，却为发展大数据产业提

供了宝贵的助力。”湖南云巢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雷建军说。

东江湖常年水温在 4至 12摄氏度之间。一

次偶然在东江湖旅游的经历，让雷建军产生了

利用东江湖低温湖水给数据中心供冷的设想。

经过几年的论证和建设，2017年 6月，东江湖大

数据中心一期工程投入运营。“实际运行下来，

比传统数据中心节能 35%以上。”雷建军说。

依托东江湖这一巨大的天然冷源宝库，资

兴市在东江湾规划建设了集数据中心和大数

据 产 业 链 企 业 于 一 体 的 东 江 湖 大 数 据 产 业

园。相比采用电力制冷，园区全面达产后，一

年可节约用电 52 亿千瓦时，相当于年节约标准

煤 17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54 万吨。

郴州市北湖区仰天湖瑶族乡廖家洞村地

处深山，附近有一片吸引着不少游客的高山草

原——仰天湖大草原。2021 年开始，村里的民

宿从零起步，已发展到近 100 家。这一变化，离

不开仰天湖大草原失而复得的那一泓碧水。

过去，因无序放牧等原因，仰天湖大草原

草场毁损、土地沙化，令人望而却步。2020 年

以来，郴州对仰天湖大草原实施禁牧封育、清

理淤泥、修复坝体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如今，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率从 2019 年的 64%提高至

95%，仰天湖水面也由过去的 20 余亩扩大至

70 亩。

“为了保护生态，景区每年开放运营半年，

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进行生态养护。”仰天湖大

草原景区负责人刘华东说。

“郴州将把山水画卷转化成发展答卷，把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走出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与绿色发展的新路子。”郴州市委书记吴

巨培表示。

做好水科普，以水产业促振兴

了解水循环，体验水力发电，感受不用电

的“水空调”供暖供热……郴州东江湾旁的郴

州水世界展览馆，因水科普教育而生。

围绕“水是什么、水很重要、水还这么有

趣”，郴州水世界展览馆利用 5G、三维建筑投

影、AI 智能、体感互动等新媒体技术，营造了

360 度沉浸式、互动性观展体验。

除了水科普，郴州同时加快推进节水型社

会创建。截至目前，郴州 8 个县市区建成节水

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建成节水型企业、单位和

居民小区 370 个。

一湾碧水润万家，一条河流促发展。治理

保护齐发力，郴州西河沿岸正走在以水产业促

振兴的路上。

先在瓦灶村吃一碗正宗的栖凤渡鱼粉，再

悠闲地漫步于板屋村竹海公园，而后再去岗脚

村、吴山村欣赏一下青砖黛瓦、小桥流水……

这是郴州市民肖建军一家西河两天一夜自驾

游安排的一部分。

西河流经郴州 4 个区县、9 个乡镇、52 个

行 政 村 ，过 去 因 为 行 政 区 划 限 制 ，西 河 的 开

发 没 有 成 体 系 。 郴 州 市 建 设 国 家 可 持 续 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西河沿线打破城乡

壁 垒 、区 域 壁 垒 ，两 岸 景 观 、产 业 以 水 为 依

托 ，连 成 一 线 ，形 成 了 西 河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带。截至目前，郴州西河沿线累计建成旅游

步道 251 公里，完成供水工程养护项目近 300
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177 个。 2022 年，西河

沿 线 成 功 创 建 了 21 个 湖 南 省 级 美 丽 乡 村 示

范村。

今年 3 月，郴州市出台了《郴州市建设国家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新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明确将水环境的治理与生态

保护结合起来，将水资源的利用与产业发展结

合起来，将水产业的发展与科技创新结合起

来。提出到 2025 年，郴州将把国家创新示范区

建设成为国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绿色发展

的典范，基本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郴州有独特的山水资源和产业发展的

优 势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条 件 极 为 优 越 。 未 来 ，

湖南将持续讲好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故事，

把 郴 州 建 设 成 为 人 与 水 和 谐 共 生 的 示 范 城

市 。”湖 南 省 委 常 委 、省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杨 浩

东说。

湖南郴州修复生态环境，加强水资源保护

节水治水 涵养绿色动能
本报记者 吴齐强 孙 超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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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29日电 （常

钦、张丽阳）29 日，记者从自然资

源部了解到：近日，上海崇明东滩

国际重要湿地（以下简称“崇明东

滩 湿 地 ”）完 成 自 然 资 源 确 权 登

记。这是我国首个由国家登记机

构开展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也

是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的国

际重要湿地首次实现登簿，将具

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崇明东滩湿地

作为登记客体在国土空间上予以

精准落地，为湿地资源有效监管、

严格保护和所有者权益行使提供

产权支撑。

崇明东滩湿地位于上海市崇

明岛的最东端，处于长江入海口

的核心位置，是我国规模最大、最

为典型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之

一，于 2002 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

地名录。由于地处长江、黄海、东

海三大生态区的交错带，崇明东

滩湿地典型、特有、多样、快速演

替的生态系统支撑着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在这里记录到的鸟类超

过 300 种，每年迁徙停留的水鸟

上百万只。

根据湿地保护法有关要求，

以 及 自 然 资 源 确 权 登 记 操 作 规

范，自然资源部会同上海市人民

政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开展崇

明东滩湿地确权登记工作，根据

中 央 政 府 直 接 行 使 所 有 权 的 自

然资源清单，将崇明东滩湿地作

为自然资源登记单元，依据湿地

管 理 范 围 界 线 划 分 登 记 单 元 界

线，全面完成了通告、地籍调查、

登 记 审 核 和 公 告 登 簿 等 各 环 节

登记工作。

据介绍，通过开展崇明东滩

湿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明晰了

崇明东滩湿地产权主体及权属界

线，摸清了登记单元内各类自然资源状况，为崇明东滩

湿地资源分类施策、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

产权支撑。

登记簿主要记载以下三类信息：一是自然状况。

包括崇明东滩湿地的坐落、空间范围、面积、自然资源

类型等信息。崇明东滩湿地登记单元面积 32600.34 公

顷 ，登 记 单 元 内 湿 地 资 源 10928.03 公 顷 、水 流 资 源

9156.13 公顷、森林资源 9.8 公顷、草原资源 1.49 公顷、

其他资源 12504.89 公顷。

二是权属状况。登记单元内各类自然资源全部为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履行主体为自然资源

部（含国家林草局）。

三是其他相关事项。比如登记簿附图，以及登

记 单 元 内 关 联 的 不 动 产 权 利 情 况 和 公 共 管 制 信

息 。 崇 明 东 滩 湿 地 登 记 单 元 全 部 在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范围内。

据了解，经过 10 年的实践探索，自然资源确权登

记从理论到实践，从无到有，从试点探索到全面实施，

一项项制度规范、一个个关键节点不断走深走实。今

年，自然资源部完成了崇明东滩湿地、山东昆嵛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等 8 个自然保护地，史灌河等 7 处河流湖

泊，浙江绍兴平水矿区等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公告登

簿，打通了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最后一公里”。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保

护，构建更加完善的工作体系，为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权

益、保护自然生态空间提供产权支撑。有序推进重点

区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持续拓展登记范围，逐步实现

国家公园、水、林、草、湿、矿、海等各类自然资源确权登

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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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程 晨 何宇澈 董泽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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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10 月 29 日电 （记者李纵）近

日，水利部河长办评估组通过实地考察、查阅

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对广州市南岗河幸福

河 湖 建 设 成 效 开 展 复 核 评 估 。 南 岗 河 以

96.39 分成为全国首个通过水利部幸福河湖

建设成效评估的幸福河湖建设项目（85 分以

上为通过）。

评估组认为，南岗河幸福河湖建设努力探

索高度城市化地区小流域幸福河湖建设的路

径，形成了以安全为前提，统筹推进流域区域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坚持洪涝共治，高水平

建设南岗河流域数字孪生管理系统，以智慧保

安澜；营造自然多样化生态环境，打造亲水乐

水的便民设施；坚持以水兴城，推动绿色水经

济发展，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等幸福河湖建设

典型做法经验，取得了良好成效。

据介绍，南岗河背山、穿城、面海，自然禀

赋优越，人文底蕴深厚，2022 年 4 月，通过竞争

遴选成为水利部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经

过一年多时间全流域精心打造，南岗河以优质

的生态环境、优美的水岸空间，助力流域产业

兴旺、经济发达、人民富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具有“小而全、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富”独特气

质的幸福河。

全国首个水利部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过评估
广州市南岗河成为“幸福河”

本报太原 10 月 29 日电 （记者乔栋、付

明丽）沿黄九省（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标准化大会暨标准化协作系列活动近

日在山西运城举行。来自沿黄九省（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

关单位的 200 余人参加大会。会上，沿黄九省

（区）市场监管局（厅）共同签署了《沿黄九省

（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标准化

战略协作机制框架协议》。

本次会议举行了标准化助力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论坛、对标国际全面促进黄河流域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等分论坛。

会议明确，沿黄九省（区）要建立区域标

准协同机制，开创共商共建共享发展新局面；

要筑牢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底线，支撑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要强化新兴和关

键技术标准引领，推动黄河流域优势现代产

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快社会治理标准供给，支

撑共建美丽幸福黄河；要提高标准国际化水

平，助力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据介绍，沿黄

九省（区）将努力推动沿黄各省（区）基础标准

互联互通、生态环境标准联防联治，凝聚起强

大工作合力，共商使用标准，联合制定标准，

协同实施标准。

标准化赋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沿黄九省（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标准化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