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
这场硬仗

2023 年，全国地表水水
质优良断面比例达到 89.4% ,
比 2012年提高 27.8个百分点

江苏省南京市，明城墙边、钟山脚下，月牙湖

碧波荡漾。假日里，南京市秦淮区月牙湖社区居

民邹梦青和家人沿着湖边的绿道游玩，“湖水越

来越干净，瞅着心里就高兴。瞧，黑天鹅游得多

畅快！”

以前的月牙湖是一片黑臭水体。2016 年起，

当地实施水环境综合整治，系统排查整治排污

口、清理湖底淤泥、实施生态修复，月牙湖从“黑

臭湖”变成了美丽的“水下森林”，水清、岸绿、景

美，“现在还成了鸟类的乐园。”邹梦青说。

月牙湖南接秦淮河。秦淮河是长江下游的

重要支流，流域面积 1751 平方公里，南京市约一

半的人口生活在秦淮河流域。“以前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生产、生活污水直排秦淮

河，水质常年为劣Ⅴ类，水生态系统退化严重。”

南京市水务局水环境建设处处长张晓峰说。

张晓峰介绍，近年来，南京市对秦淮河进行

系统治理，新改扩建污水处理厂 16 座，铺设污水

收集管网 470 公里，整治沿河排污口 1300 余个。

同时，修复水生态，逐步完善支流月牙湖、玄武湖

等水体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形成多处“水下

森林”，增强了水体自净能力。

经过多年综合治理，秦淮河重现水清岸绿美

景，目前水质稳定在Ⅲ类及以上，还发现了江苏

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鳊。去年 10 月，秦淮

河入选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新时代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围绕水源地保

护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长 江 保 护 修 复 、黄 河 生 态

保 护 治 理 等 采 取 一 系 列 有 力 举 措 ，坚 决 打 好

碧 水 保 卫 战 这 场 硬 仗 ，我 国 水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3 年 ，全 国 地 表 水 水 质 优 良 断 面 比 例 为

89.4%，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较 2012 年改善 27.8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0.7%，较 2012 年改

善 10.2 个百分点。

饮用水安全更有保障。“十三五”以来，我国

深入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

动，累计完成 2804 个县级及以上水源地 10363 个

问题整治，有力提升涉及 7.7 亿居民的饮用水安

全保障水平。累计完成 1.98 万个乡镇级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定。全国 1300 余个城市水源地纳

入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各地综合采取污染

防治、水源替代、水厂深度处理等措施，筑牢饮用

水安全防线。

黑臭水体加快消除。“十三五”期间，地级及

以上城市新建污水管网 9.9 万公里，新增污水日

处理能力 4088 万吨，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

设施短板。截至 2023 年底，地级及以上城市黑

臭水体基本消除，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

过 70%。昔日的一条条臭水沟，变成了一道道亮

丽风景线，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升。

作为生态环境部聘请的特邀观察员，环保社

会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见证了新时

代以来水生态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通过与中

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的‘指尖上的环

保’等公益活动，我们的蔚蓝地图 APP 收集到约

10 万张公众拍摄的反映水环境变化的照片，人

们身边的河湖重现生机，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

景象越来越多。”

大江大河及重要湖泊
水质提升

长江干流连续 4 年全线
达到Ⅱ类水质，黄河干流连
续两年全线达到Ⅱ类水质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河边，一座座再生水厂

“喝进”污水、“吐出”净水。

南明河是贵阳市的母亲河，是长江上游最

大支流乌江的重要支流。由于工业废水、生活

污 水 直 排 入 河 ，南 明 河 一 度 成 为 一 条“ 失 去 生

命 的 河 流 ”。 2012 年 ，贵 阳 市 成 立 南 明 河 水 环

境综合整治指挥部，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技术

力量，采用“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治理

模 式 ，沿 河 建 设 污 水 处 理 厂 ，统 筹 推 进 流 域 水

环境综合治理。经过持续综合整治，南明河重

现碧波荡漾，去年 10 月，南明河入选美丽河湖

优秀案例。

88 岁 的 雷 月 琴 老 人 多 年 来 志 愿 守 护 南 明

河，用 4 本巡河记事本、6 张手绘河流地图、1200
多篇日记，记录下母亲河的重生。

2014 年，贵阳第一座下沉式再生水厂——青

山再生水厂在南明河畔建成，比传统地上污水厂

节省投资数亿元。水厂运行不久，雷月琴就到现

场参观，“污水厂居然藏在一座公园下面，真是难

以置信。”亲眼看到浑浊的污水变得洁净，雷月琴

非常高兴。

10 年来，贵阳沿南明河陆续建成了 17 座下

沉式再生水厂。雷月琴把一座座再生水厂画在

了手绘地图上。眼看着地图上的再生水厂不断

增多，南明河水也越来越清澈，水质常年保持在

Ⅲ类，雷月琴欣慰不已。

“我从事水环境治理已有 30 多年，南明河

水环境的改善，正是碧水保卫战取得历史性成

就的一个缩影。”中国水环境集团董事长、中国

城市科学研究会水环境与水生态分会副会长侯

锋说。

在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护鸟志愿者韩战桥

见证了白洋淀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6 年来，韩

战桥坚持每天下班后，背着相机、骑着摩托车到

白洋淀边巡护。“你看，这是青头潜鸭，这是震旦

鸦雀。”韩战桥展示着他拍摄的照片，“鸟类是生

态环境的晴雨表。越来越多鸟类在白洋淀安家，

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湿地生态系

统，具有蓄洪滞涝、生态涵养等功能，素有“华北

明珠”之称。白洋淀生态修复治理，是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

“ 我 们 坚 持 内 源 、外 源 协 同 治 理 。 外 源 管

控上，减少输入性污染，建设府河、孝义河等入

淀 河 流 河 口 功 能 性 湿 地 ，进 一 步 净 化 上 游 来

水，取缔非法入河、入淀排污口；内源治理上，

开展生态清淤，淀区内水产养殖场和规模畜禽

养 殖 场 全 部 退 出 。”雄 安 新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局 长

吕伟说。

经过系统治理，白洋淀淀区水质从 2017 年

前的劣Ⅴ类提升至 2021 年的Ⅲ类，目前已连续 3
年稳定保持在Ⅲ类。白洋淀生物多样性显著提

升，目前，野生鸟类达到 276 种，比雄安新区设立

前增加了 70 种；野生鱼类恢复至 48 种，比新区设

立前增加了 21 种，指示物种中华鳑鲏全淀均有

分布。

“下一步，我们将在白洋淀进一步实施水系

连通工程，持续做好生态补水工作，强化生物多

样性保护，进一步提升白洋淀的生态功能，让‘华

北明珠’永续绽放光芒。”吕伟说。

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大江大河和重要

湖泊保护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部等 5
部门联合印发《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明确七大流域及三大片区重要水体水生态环境保

护要点，制定规划重点任务措施清单，压实地方治

理主体责任；加强重要湖泊保护治理，深化太湖、

巢湖等蓝藻水华预警防控。2023 年，长江干流连

续 4 年全线达到Ⅱ类水质，黄河干流连续两年全

线达到Ⅱ类水质，太湖蓝藻水华发生面积、发生天

数和蓝藻密度，均处于 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

让更多河流湖泊实现
人水和谐

统 筹 水 资 源 、水 环 境 、
水生态治理，持续深入打好
碧水保卫战

打好碧水保卫战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

久战。“全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但也要看

到，水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

尚未根本缓解，局部地区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

比如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城乡面源污染凸

显、环境风险隐患依然存在等。”生态环境部水生

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如何打好碧水保卫战？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以美丽中国建设为统领，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

量为核心，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持续深入打好

碧水保卫战。深入推进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保

护治理，组织实施重点排污口整治提升行动，深

化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深入实施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持续推进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实施海

湾综合治理。

科技创新成为重要支撑。北京市海淀区上

庄镇，稻香湖再生水厂二期工程现场，机器轰鸣

声中，施工人员正在安装污水处理设施。“稻香湖

再生水厂一期日处理能力为 8 万吨，二期工程投

产后，污水处理能力将翻倍，尾水直接排放到河

湖进行生态补水，能有效改善区域生产生活环

境。”北控水务集团副总裁冒建华说。

冒建华表示，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需

要稳步提升水环境质量、加强污水资源化利用

等，这对水环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生态环

保企业必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进一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服务能

力和水平，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发

展提供有力支持。”冒建华说，北控水务集团将有

力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更好满足持续深入打好碧

水保卫战的需求。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近

年来，我国生态环保产业总体规模保持增长，创

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将持续为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重要支撑。

马军建议，在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继续完善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

多元共治格局。“要进一步推进环境监测数据公

开，借助信息技术让公众更便捷地参与监督，推

动企业承担治污主体责任。创新方式方法，促

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让更多河流湖泊实现长

治久清、人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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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记者手记R

编者按：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统

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水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向好，水生态环境保护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生态

保护治理”。我国水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哪些历史性成就？新征程上如何持续深入打好碧水

保卫战？记者进行了采访。

2023 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到

89.4%，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米，比 2019 年

下降 16.7%……新时代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把解

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经过顽强努力，我国天

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的意见》明确，加快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

变到质变。

锚定目标，我们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

略定力。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

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

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必须以更高站位、更

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锚 定 目 标 ，我 们 要 打 好 有 力 有 效 的“ 组 合

拳”。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持之

以恒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

护、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促进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

础，我们定能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加快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夯实高质量发展

的生态基础
寇江泽

图①：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乡乌江六冲河

段，河道保洁员在忙碌。 周训超摄（人民视觉）

图②：重庆市开州区汉丰湖景区景美如画，游

客在观光游玩。 王晓宇摄（人民视觉）

图③：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闽江河口湿地，中

华凤头燕鸥在嬉戏觅食。郑培銮摄（人民视觉）

图④：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古黄河公园，蓝

天碧水相映生辉。 徐 瑞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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