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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岸绿 鱼翔浅底
罗 兰 马 放

水是生命之源。优美清
澈的河流湖泊、干净健康的
饮用水质是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重要期盼。

如今，在广袤的中华大
地上，无论滚滚江河、浩渺
湖泊，还是涓涓流水、潺潺
小溪，都纳入到“碧水保卫
战”战略中。

近些年来，碧水保卫战
通过开展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饮用水源地保护、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等行动，使中国的水
环境持续改善，水清岸绿、
鱼翔浅底的人间仙境正一步
步成为现实。“十四五”期
间，中国将更加注重水生态
保护修复，最终绘就“人水
和谐”的画卷。

江河湖泊是地表水
资源的主要载体，是自
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人类社会生存
和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
性资源。治理好、保护
好、利用好河湖资源，
为子孙后代留下健康的
河湖，不仅关系到水资
源的可持续管理，也关
系到流域乃至全国生态
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中国加强并完善了
河湖治理的顶层设计，
修订了 《水法》、《水污
染防治法》、《环境保护
法》 等有关重要法律法
规，初步建立了统一管
理与分级管理、分部门
管理相结合的入河湖排
污总量控制管理体制。
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了
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截至 2020 年底，
对地级及以上城市 2914
个黑臭水体的整治消除
占比超过 98%；省级及
以上工业园区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已全部建成；
对2800多个县级及以上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 1 万余个问题完成整
改；对长江入河、渤海
入海排污口进行了全面
的排查，其中涵盖长江
入河排污口 6 万余个、
渤海入海排污口近 2 万个；国家地表水考核
断面近两千个，对多个河流水域开展定期水
质监测评价，并形成了水质评价月报和年报
制。目前，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到 2021 年 4 月，在国家级地表水考核断面
中，水质优良断面占比接近 80%，较 2018年
增长 5%，劣Ⅴ类水质断面占比 2%，同比下
降 3%。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
河、辽河等重点流域和湖库水质稳中向好。
越来越多的地方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
鸟飞。

在保障水安全方面，国家要求系统治理
山水林田湖草沙，强化河湖生态空间用途管
制，维护河湖资源功能和生态功能。通过控
源减污、基础生境改善、生态修复和重建、
优化群落结构，河湖自我修复和净化能力得
到大幅提高，主要体现在解决湖泊富营养化
问题上，消除黑臭水体，促进水体原有的生
物多样性、连续性的恢复，发挥资源的生产
潜力，对于全国生态系统的保护具有重要的
意义和价值；促进并保障水生动植物和微生
物的保护、种植、养殖、繁殖的生态环境，
改善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多样性增强水体的自
净能力，消除或减轻水体污染；营造良好的
景观格局，产生美学价值，创造优美的水生
态景观。

以习近平生态思想为指引，立足生态文
明发展新阶段，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中国将进一步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
环境等要素，坚决打赢打好碧水保卫战。同
时，还要进一步整合大气污染防控、土壤污
染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达峰碳中和等
规划目标，提升涵盖多生态要素耦合的河湖
治理协同效益，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管理，贯穿海绵城市和韧性城市建设全过
程，以河湖岸线资源和水资源的集约安全利
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水与大气、水与
土壤、水与生物、水与人、水与社会经济发
展的协调统一，打造健康完整稳定的河湖治
理系统。（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治
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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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有“量”

饮用水安全事关民生，我国的
水污染防治法在多个方面对饮用水
安全作了规定，国家一直对饮用水
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和最严密的
监管。但一些地方饮用水水源因受
周边不良环境影响，水源地安全受
到较大威胁。因此，保护好水源
地，成为中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
个重要战役。

青海三江源，1800 多个湖泊星
罗棋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
湿地生态系统，也是重要的水源
地，维系着全球 1/3 人口的水生态
安全。

年近 40 岁的噶甲尔·吐旦旦巴
从小生长在草原，上游的沱沱河流
过他的家乡。“懂事的时候，我看到
的草原就是清澈的湖水、绿绿的草
地，所有的湖面都像一面镜子一
样，蓝天和大山耀映在上面，夜晚
的星空也是映射在湖泊上面，非常
美丽。交通便利以后，人们的需求
多了，环境变化很大。”吐旦旦巴从
记事起，家乡的环境开始变化：无
序的放牧、采矿、盗猎，破坏了生
态链。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锐
减，草地退化沙化明显。

之后，政府持续多年采取退牧
还草、以草定畜、控制矿产开发等
举措，让这片高原之地美景重现。
2003 年，吐旦旦巴大学毕业后回到
家乡，全职做起生态保护工作。在
大家共同努力下，青海湿地生态环
境不断改善。目前，青海湿地面积
持续增加至 814.36 万公顷，居全国
第一。青海湖水位逐年上升，湖泊
面积稳步增加，青海湖保护区的湿
地面积总体呈增加态势。

在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湖南省
沅江市林业局工作人员手指远处
说：“那边原来都是欧美黑杨，现在
已经全部退出。”从上世纪 80 年代
开始，在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里，大
量种植了用于造纸的欧美黑杨。这
种树肆意掠取土壤里的水分和养
分，加速了湿地旱化。现在，数万
亩黑杨已被清理。从“种杨树”到

“砍杨树”，当地人在环保和利益面
前选择了保护水源地的生态系统。

湿地是地球之肺，也是水源地
的保护神。近年来，中国对湿地采
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实行严格用途管制；对湿
地实行分级管理，建立全国湿地保
护体系；加快推进湿地保护立法进
程等，目前中国湿地保护率达 50%
以上，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有效
恢复。

河湖有“长”

水生态环境治理千头万绪，但河
湖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节点。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说，从空
间角度来说，上下游、左右岸污染都
将汇聚于河湖中；从因果角度来说，
河湖是水污染排放和水生态破坏的直
接承载者，基础设施不足、超标排
污、生态破坏等所有问题最终都体现
于河湖上。

2018 年，中国全面推行河长制，
每一条河流都有河长，每一个湖泊都
有湖长。各级党政一把手管理河流，
民间河长发现河流污染隐患，直接向
河长反映，迅速解决问题。

广东深圳，年近 50 岁的邓志伟自
从当上民间河长，走河巡河成了他最
大爱好。“如果关注这条河流，你必须
要知道这条河流一年四季每个月的水
质有没有变化，如果发现有偷排或者
是有疑点，我们就去勘察。”

邓志伟还记得，刚来深圳时，这
里的河水还很清澈，可以抓虾抓鱼。
但是，没过几年，河水变得污浊起

来。其中，茅洲河是珠三角地区污染
最严重的河流之一，河道周边气味难
闻，工厂宿舍无人入住。2013年，茅
洲河保卫战打响，截污、清淤、活
源、固堤，一场全面系统的综合整治
逐步取得成效。

2015年，国务院颁布“水十条”，治
水成为国家重要民生工程，像许多城
市一样，深圳继续加大水污染治理力
度，到2018年，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在水污染治理上，不仅政府和民
间在行动，企业也是重要一员：全埋
式水厂——六广门再生水厂每日把收
集而来的污水进行处理达到国家一级
A 标准后，再流入贵阳市的“母亲
河”——南明河；长江上的宜昌河
段，每年有 6 万艘次船舶在这里待闸
或转运，一套专业研发的船舶污染物
协同治理系统，可以完成船舶污染物
交接、转运、处置全过程。

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全国河
湖污染情况正在发生转变。据统计，
2021 年 2 月 ， 监 测 的 184 个 重 点 湖

（库） 中，劣Ⅴ类水质湖库个数占比
3.3%，同比下降2.2个百分点。

流域有“治”

新时代中国的治水理念已不仅局限于水
道滩涂，而是越来越用系统思维的智慧，将
治理思路扩展到整个流域水生态圈。

云南大理洱海边，研究人员每周都要到
洱海采样两次，每次都是清晨八点半出发，
以保证每个监测点的时间尽可能一致。他们
的工作只是洱海综合治理过程中的一环。

环湖截污、湿地修复、治理过度开发。
2015 年，治理洱海的思路逐渐打开，从一湖
之治开始向流域之治转变。当地开展暂停餐
饮客栈、环湖生态搬迁等行动，将洱海保护
管理范围从 252 平方公里的湖区，扩大到
2565平方公里的整个径流区。

2018年，《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
要求全流域协同行动，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2019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
如今，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初步
遏制，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显示，目前我国长
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水质稳定。其中，长江
干流历史性实现全Ⅱ类及以上水质；珠江流
域水质由良好改善为优；黄河、松花江和淮
河流域水质由轻度污染改善为良好。

“只要把海洋保护做到位，肯定能改善
海洋生态环境。”这是采访时，郭长海反复
提及的一句话，也是他十多年来坚信不疑的
信条。在部分从事非法渔业捕捞船主、鱼贩
子“锚头”的眼里，身为万宁市综合执法局

（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大队） 船务组组长的
郭长海，无异于眼中钉、肉中刺。可在当地
渔民的心目中，他却是个有恩于他们的人。

2006 年，郭长海只身来到海南，一待就
是十五年。期间，郭长海对大海的热爱和保护
海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最初，郭长海从事潜水教练工作。在长达
两个月的岗前培训中，除了学习、训练各种潜
水技巧、紧急救护知识外，郭长海最常做的就
是潜水之余，清理带走海底垃圾。

2013 年 7 月，郭长海开始在万宁渔港码
头常住。站在码头边上，他经常目睹许多破坏
海洋生态的行为和现象，如电鱼、炸鱼和使用
双拖网船、灯光船和绝户网……这让他非常
心痛。

2019 年，开船技术好、又熟悉万宁海
域情况的郭长海，被招聘进海洋与渔业行政
执法大队担任船务组组长，参与到打击非法
捕捞的执法队伍中。

2020年5月休渔期开始后，郭长海组织

开展了一系列海上巡
查行动。最拼的一次
是，整个大队船务组
执法队员跟着郭长海
连续四天四夜在海上
突击巡查。队员们眼
睛都熬红了，累得坐
着或者直接躺在甲板上就能睡着。而吃这么
大苦头，就是为了更严密地堵截非法捕捞，
给海里的生物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让万宁
海域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
海洋生态链。

有一段时间，在非法捕捞暴利驱使下，
部分顶风作案的非法捕捞船主及个别鱼贩
子“锚头”们甚至采用极端的办法——雇人
专门盯梢郭长海的行踪。只要看见郭长海
出门，就有人赶紧通风报信。郭长海发现
后，想办法换车、换码头摆脱跟踪，最终
将非法作业的船只捉拿归案。

2020 年，万宁新的海洋与渔业行政执
法大队组建成立，郭长海和同事多次周密策
划，协同队员们精准打击各类非法捕捞。

“我相信，只要不怕得罪人，敢管敢做，海
洋生态环境肯定能恢复好。”郭长海说，整
个 2020 年休渔期，万宁市综合执法局共抓

获了160多艘非法捕捞的渔船。
虽然执法的过程曲折艰辛，有时还惊心

动魄，但就像郭长海所盼望的那样，坚持一年
多后，万宁的海洋生态环境明显好转，鱼情越
来越好，大多数合法合规捕鱼的渔民收入都
得到大幅提高。当地渔民说，现在鱼多了，海
龟回来了，海豚群来了，经常看得到鲨鱼。“万
宁海域本身就是环海南岛全线沿海最好的天
然渔场，底子好，周围岛多。只要没有非法捕
捞，坚持不懈地保护好海洋生态，渔业资源很
快就能恢复。”郭长海说。

2021 年春节一过完，郭长海和执法队
又开始着力打击使用灯光船和绝户网等违法
行为。但这回，阻挠的少了，支持的声音多
了。有熟悉的人对郭长海说：“海哥，你付
出那么多打击非法捕捞，以往许多人都恨
你。但现在捕到的鱼越来越多，收入大大提
高，都开始明白禁止非法捕捞既是为大海

好，更是为大家好。”据了解，现在一艘小
渔船，从过年到四月间能收入三四十万元，
多的甚至能到七八十万元。

“看着码头卸鱼的渔民异常忙碌，每个
人的嘴角又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想着维护
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秩序的同时，还意料之
外地起到了零成本精准扶贫的效果，我就觉
得再苦再累也值。”郭长海说。

有人爱有人恨的“海洋护卫”
袁 嫄

江苏省扬州市，人们在清理长江仪征段江面上漂浮的垃圾。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雷甸村的河长,正在清理河
面漂浮物。 姚海翔摄 （人民图片）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秭归港，三峡水库水位下降后的消落带清晰可见。郑家裕摄 （人民图片）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城近郊的响
水河流域，经过多年生态整治，从曾
经泛着黑水的臭河沟“变身”为湿地
公园。 潘 帅摄 （人民图片） 郭长海在船上。 资料图片郭长海在船上。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