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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陕西西咸新区泾河新城人，

老家金田玉村就在泾河边上。在外打

拼多年的我，因为不舍家乡的田野和

伴我长大的泾河，2015 年回乡，并当

选了村支书，后来又成了村级河长。

我们村 1570 米的泾河河道，承载着我

对这条家乡河的感情与责任。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泾河水总是浑

浊的，采石场的挖掘机在没日没夜地啃

噬着河滩。我们这里的石材硬度高、销

量好，所以就有人在这里开了采石场。

慢慢地，采石场从一两家变成了五六

家，泾河滩涂上的深坑也越来越多，一

遇涨水便成为一个个“陷阱”。

我们村子是泾河流入泾河新城的

第一个村子，没有了植被的保护，水土

流失、阻碍行洪等问题日益严峻，也给

下游的村子带来了严重影响。 2015
年我回乡时，这些采石场还没有被完

全关停，河水依旧浑浊，河滩上更是满

目疮痍。

2017 年，我们村从咸阳市划转到

西咸新区。随着河湖长制的推行，河

湖管理和生态保护不断被重视，这些

原本藏匿于法律空隙里的采石场全部

被关停。其后西咸新区还通过加装监

控设备、无人机巡查等技术手段，加强

监管，彻底遏制了采石场对泾河的无

序挖掘和破坏，泾河两岸的综合治理

也逐渐被提上了议程。

也是在这一年，我成为河长，每周

都要开展河道巡查。现在村里还有另

一位市民河长和 6 名联防队员，大家

轮流巡查驻守，保护母亲河。

2019年，我们村的周边滩涂被纳入

《泾河新城泾河滩面治理及生态修复工

程》总体规划，河岸两边的耕地和被采

石场破坏的滩涂由泾河农业集团统一

管理，种上了大片的油菜和荞麦，这些

作物不仅美观、具有经济价值，还能够

有效防治河道滩地水土流失。

随着治理工程的推进，我们村的泾

河水越来越清。靠近滩涂的水域，游鱼、

水草清晰可见，就连小时候从没见过的

白鹭，也成为我们巡河路上的“常客”。

治水不仅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更

在于人们观念的改变。沿水而居的人

们，能否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

治理成果能够长久保持的关键。只是

观念的改变并不容易，河水变清了，来

河边戏水、露营的人也多了起来，草地

上的生活垃圾也随之增多。这让我和

同事们犯了难，不忍心让这条母亲河再

次遭受破坏。随后政府也很快发现了

这个问题，于是不断增加保护河道宣传

力度，多次组织对河道周边群众进行宣

讲，普及保护河道的重要性，聘用专业

保洁人员及时清理河道滩面的生活垃

圾。这几年我和市民河长、联防队员们

配合上级政府，向村民做了大量关于环

境保护的宣讲，让越来越多的村民明白

要爱护泾河，身体力行加入保护泾河的

队伍。

根据泾河治理规划，我们村前的大

堡子滩将来会成为泾河湿地的一部分。

如今，各类观景道路、应急道路已在铺设

当中，建设稳步推进，湿地内也会设置安

全的亲水区域，让乡亲们能够与水共生，

与水共乐，让母亲河更加灵动。

（作者为陕西西咸新区泾河新城

高庄镇金田玉村党支部书记、村级河

长，本报记者张丹华采访整理）

泾河清清白鹭飞
孙 涛

“泾水”是青弋江的古称，又称“泾

溪”等，为长江下游重要支流。发源于

安徽省黄山北麓黟县的青弋江穿泾县

等 地 ，于 芜 湖 汇 入 长 江 ，流 域 总 面 积

8178 平方千米，全长 275 千米。

21 世纪初，由于青弋江畔砂场、矿

山开采，以及沿岸畜禽养殖业的影响

等，造成水土流失、河床侵蚀、水质下

降，青弋江水生态环境受到威胁。

党的十八大以来，泾县地方政府下大

气力持续进行青弋江流域综合整治。对

县域砂场全部进行清退清场，实现河道砂

石全域禁采；健全河湖管护体系，近 3年累

计处置各类涉河、涉林问题近 3000个。

如今，青弋江水环境得到根本改观

和质的提升，国控出境断面水质常年稳

定在Ⅱ类，部分月份达到Ⅰ类，自然岸线

保有率达到 85%以上。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青弋江

边，我也是地地道道的“江畔人”。古称

泾水的青弋江，自西向东横贯泾县丁家

桥镇，是我们当地人心中的母亲河。江

水离我家大约 100米，从小我就在江里

嬉戏玩耍，捕鱼捉虾，村里家家户户都

来江边取水、洗衣洗菜，乡亲们也都靠

青弋江水灌溉农田。

然而，后来的青弋江水渐渐变了

样。丁家桥镇是我国著名的中国宣纸

发源地，21世纪初，这里的宣纸书画纸

产业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壮大。在镇

上不到 10公里长的青弋江沿岸，最多时

有大大小小两三百家宣纸书画纸厂。

这些造纸厂，大多是作坊式经营，不少

企业为了图方便和节约成本，把生产污

水直接排放到青弋江里；同时，沿江砂

场滥采砂石、畜禽养殖等，也给水生态

环境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污染严重的时候，人们下河游泳

之后身上会起疹子。家家户户被迫打

了机井，不敢再喝江里的水。更严重

的是，由于河道被泥沙淤积，发洪水时

造成两岸农田村庄被淹，有时候江水

还会断流。面对完全变了样的母亲

河，乡亲们眼里看着心里疼。

从 2014 年开始，泾县地方政府下

大气力持续进行青弋江流域综合整

治，强制关停砂场。2019年，当我听说

要在村里招聘巡河员的消息后，立即就

报了名。每一位“江畔人”都有这样的

觉悟——保护好母亲河，守好蓝天碧

水，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一顶草帽，一双胶鞋，一件巡河

服，一本巡河日志——这些是我巡河

的全部装备。虽然每天巡河管护的河

道只有 2 公里多，但这里走走、那里看

看，捡捡垃圾、巡查一下河道，有时候

还要处理一些偷采砂石、非法捕鱼等

特殊情况，可不轻松。

长期的巡河工作，也让我炼就了一

双“火眼金睛”。在一次常规巡河工作

中，我老远就看见河面上有一些垃圾，

这些垃圾是哪儿来的呢？巡视下四周，

我就发现河道附近有游客在吃东西。

于是，我一边清理垃圾，一边上前给游

客做宣传工作。游客听完劝说后，当时

就把垃圾都清理了，走的时候还都带走

了。这些年，每每遇到一些游客的不文

明行为，我都会主动跟他们宣传河道保

护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游客们还会自

发地和我一起捡拾垃圾。

现在，记忆里的青弋江又回来了。

江水清了，鱼也多了，水鸟也回来了，岸

线整治之后，比以前更漂亮了。每年还

有不少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我家也开起

了民宿，旅游旺季时都接待不过来……

我相信，江畔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

（作者为安徽省宣城市泾县青弋

江巡河员，本报记者徐靖采访整理）

碧波漾起幸福路
张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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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是渭河最大支流，也是陕西

省关中地区的第二大河流，发源于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泾 源 县 泾 河 源 镇 龙 潭

村，干流流经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泾

川县，由长武县汤渠进入陕西省，于西

安 市 高 陵 区 汇 入 渭 河 ，干 流 全 长 460
千米。

泾河历史悠久，流经之处有泾源、泾

川、泾阳诸多与之相关的地名，泾川河谷

自古就是穿越六盘山区的交通要道，沿

线还有郑国渠、泾惠渠等重要水利枢纽。

近年来，泾河沿线各地通过完善防

洪工程体系、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复

苏生态环境、推进数字孪生流域建设、

强化流域治理管理等措施，开展泾河流

域系统治理。目前，泾河已建成干流防

洪工程 85.92 公里，水文站 3 座，水库 2
座，水电站拦河坝 9 处、生态湿地及森

林 公 园 3 处 ，泾 河 管 理 与 保 护 范 围 已

划定。

在安徽省宣城市，有一处以“泾”为名的县城——

泾县。这座拥有 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县城，因穿城而

过的长江支流泾水（今名“青弋江”）而得名。

无独有偶，在距离泾县千余公里的陕西咸阳，同

样有一座因水得名的县城——泾阳县。黄河支流渭

河的第一大支流泾河，从泾阳县张家山冲出峡谷进

入平原地区，沿泾阳县境环绕 70 多公里，出泾阳县

域 13 公里后便在高陵境内汇入渭河，成语泾渭分

明即源于此。如今的泾阳县也是国家级新区“西咸

新区”的战略重地，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的全部区域、

秦汉新城及空港新城的部分区域都在泾阳县境内。

泾水生泾县，泾河生泾阳。绵延自大江大河的

两条河流不仅孕育出同样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古

城，也见证着河流沿线从严重受损到岸线复绿、从化

工围河到绿色转型、从“无人管”到“找河长”的深刻变

化。清江迢迢，绿水何来？可以说，流淌于中华大地

一东一西的两条河流所经历的生态之变，正是新时代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缩影。 ——编 者

“靠近滩涂的水域，游鱼、水草清晰可见，就连
小时候从没见过的白鹭，也成为我们巡河路上的

‘常客’”

“现在，记忆里的青弋江又回来了。江水清了，
鱼也多了，水鸟也回来了，岸线整治之后，比以前更
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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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②：青弋江河道综合治理前后对比图。 吴治国供图

图③：经过综合治理后的青弋江畔风景如画。图为位于泾县丁家桥镇后山

村的青弋江畔风光。 刘爱国摄（人民视觉）

图④：群山环抱中的青弋江，宛若一条玉带。在青弋江流经的泾县桃花潭镇，

江畔屋檐相接的古老村舍于水光山色中尤显旖旎。 尹建生摄（人民视觉）

图⑤：多年前，泾河畔因采砂场开采形成深坑，河滩伤痕累累。

孙 涛摄（人民视觉）

图⑥：治理后的泾河水质明显改善，2019 年至今，泾河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

Ⅲ类以上。图为泾河（西咸段）风光。 李 星摄（人民视觉）

图⑦：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泾河穿城而过。如今，崆峒区内泾河水系曾

经存在的违法采砂、非法排污等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静静流淌的泾河也成为

扮靓城市的美丽风景。图为碧波荡漾的崆峒水库。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水务局供图

图⑧：综合治理后，白鹭已经成为泾河周边居民亲切的伙伴。图为泾河（西

咸段）栖息的白鹭。 张有望摄（人民视觉）

图⑨：位于泾河源头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源县老龙潭景区，两侧悬崖

郁郁葱葱。泾河水波荡漾，从这里开始全长 460 千米的旅途。

秦瑞杰 党 硕摄影报道

图⑩：随着治理的推进，泾河两岸植被逐渐恢复，越来越多的“黄土”变为“绿

地”。图为泾河（西咸段）。 程 健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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