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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在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
水库江口段，偌大的湖面如同一面镜
子，沐浴在细细的春雨中。一大早，丹
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村护水员罗天志就
和同事乘着电动小船，沿着水库岸线一
路巡查。

罗天志站在船头，时不时用手中的
网兜打捞起水中的枯树枝等漂浮物。在
他的身后，丹江口大坝在薄薄的雾气中
露出厚重的轮廓。“丹江口库区水质稳
定保持在II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味
道甘甜。看到环境这么好，就觉得我们
之前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罗天志感慨
地说。

今年50岁的罗天志曾是一名渔民，
在汉江里有100多个养殖网箱。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后，为保一库净水
北送，他和十堰市3000多名渔民一道，
按照统一部署，陆续拆除网箱、退捕上
岸后，领取了补偿，并被村里聘为专职
护水员。

“上岸之后，我种植了 20 亩柑橘
树，一年纯收入5万多元，加上担任护
水员，每月还有1000元工资。守着好山
好水好风光，日子甜蜜蜜。”罗天志笑
着说。

十堰市地处湖北省西北部，长江最
大支流——汉江中上游，多年年均水资
源总量达400亿立方米，是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十堰始终把生态
功能作为首要功能，把守好‘中华大水
井’作为首要任务。”十堰市委书记胡
亚波表示，近年来，为支持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建设，十堰清理库区网箱18.2万
只，关停转产高污染、高耗能企业560
家，拒批有环境风险的项目120个。

水源地的保护，直接受益的是当地
百姓。天气晴好，十堰市民杨志金带着
5岁多的孙女来到犟河边游玩散步。岸
边步道上游人如织，水鸟在河中嬉戏。

“这条往西流的‘犟河’，又回到了
我儿时的样子。”今年65岁的杨志金感
慨地说，他小的时候，犟河水清澈见
底，他经常下河摸鱼捉虾，后来随着城
市发展和工业建设，两岸工厂、大楼林
立，犟河成了黑水河，鱼虾消失不
见了。

曾几何时，在汇入丹江口库区的12
条河流中，十堰市有剑河、犟河、官山
河等多条河流水质不达标。为确保 “一
江清水入库”，2012年以来，十堰自筹资
金30多亿元，探索建立“截污、清污、
减污、治污、控污、管污”综合治理体
系，启动十堰市城区水资源配置工程、
丹江口水库库滨带治理等项目，整治排
污口590个，完成河道清淤138公里，建
成城市污水管网1300余公里，黑臭水体
全部清零，剑河、犟河、官山河水质稳

定保持在Ⅲ类。
“优美的水环境是一座城市的血脉

和灵气。”胡亚波说，近年来，十堰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植绿增
绿、以林护水，完成石漠化等水土流失
治理700平方公里，年均人工造林约30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73.86%，2811
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河，区域水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

从政府到民间，当好“守井人”逐
渐成为十堰人的自觉行动。2016年，杨
志金带领周边一些老党员和退休职工，
自发组建成立了“犟河民间护河队”。
他们每天义务在犟河流域巡逻，发现垃
圾及时清理，劝阻破坏环境的不文明行
为。如今，护河队已经发展壮大到了20
多人的规模。

扎实的水源地治理和保护，为南水
北调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
介绍，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主体工
程建成通水以来，已累计调水513亿立
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 1.4 亿。其中，
中线工程累计调水超过 460 亿立方米，
生态补水近80亿立方米，全面助力华北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河湖生态环境
复苏。

上图：汉十高铁动车组行驶在丹江
口库区浪河特大桥上。

陶德斌 刘 昆摄

湖北十堰：

守护丹江水长清
本报记者 范昊天

湖北十湖北十堰堰：：

守护丹江水长清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微雨时节，游览三峡，两岸花朵盛开，宛如
百里画廊。人们乘船经过重庆巫山时，常会看到
江面上有一群人，手握网兜，在风雨中清漂作业。

他们的名字叫“水护士”，以清漂船为家，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长江上清漂，最短的已经工
作了六七年，最长的有十几年。

“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
巫山是长江流经重庆的最后一站。作为一名巫山
人，要守护好身边的环境，让每一捧长江水回味
甘甜。”葛亮是“水护士”的领头雁，2005 年 5
月，巫山县长江干流清漂工作全面启动，25岁的
他自告奋勇，“到清漂一线去学习锻炼”。

十几年如一日。葛亮与他的队友们，每天早
上7点上岗，下午5点半收工，负责55公里长江干
流和大溪、大宁河、抱龙河等9条支流的漂浮物清
理工作。

“现在，每天要出动 15 艘船只 30 多人，打捞
漂浮物上百吨。”巫山县城管局副局长叶东明告诉
记者，巫山境内有长江干流和支流水域岸线183公
里，17 年里，巫山“水护士”们风里来、浪里
走、水上漂、船上捞，多次成功完成河流汛期、
退水期间应急清漂和一般清漂任务。

巫山护水，不止清漂。
2020 年 1 月 1 日，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开始实

施。巫山县全面开展禁渔工作，实施增殖放流，
投放各种淡水鱼类 5000 万余尾。如今，一湖碧

水、两岸青山的大昌湖已成为三峡库区一处独特
的河湖美景。

同时，巫山县还建成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指
挥中心，实现全县重点水域全覆盖全天候远程
监控。

水的命脉在山，为守护一江碧水，巫山县积
极保护两岸青山。

三峡库区多红叶，以前，村民们将黄栌、乌
桕这些红叶树砍了当柴烧。在县委县政府引导
下，大家逐渐意识到保护红叶树的重要性，从砍
树卖树转向看树护树。

得益于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绿水青山催生出
各色“生态宝贝”。自 2007 年开始，巫山县举办

“长江三峡 （巫山） 国际红叶节”，持续擦亮红叶
旅游品牌，30 万亩红叶遍布长江两岸，蔚为壮
观，成为一道靓丽的生态风景线。红叶树成为了

“发财树”，全县近10万人吃上了“旅游饭”。
安静村坐落于巫山北部大山深处，曾是深度

贫困村，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前些年，村民探
索用红叶做叶雕，越来越多的村民回来了。

2019年，村民赵本坤牵头筹建了巫山县鸿森
雕刻有限公司，开网店、做直播，叶雕产品渐渐
被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在重庆市举办的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上，1200 张红叶书签作为伴手
礼，被赠送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

除了红叶，巫山还因地制宜开展绿化行动，
结合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科学布
局“空间+纬度”生态保护措施，形
成了低山带柑橘、中山带巫山脆
李、高山带生态保护林的三带绿化
效果，全县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3%。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
叶、四季云雨，千年古镇、万年文
明，行到巫山、风景正好。”巫山县
委书记曹邦兴说，近年来，巫山县
积极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发展全域
旅游，促进山水人城和谐相融，一
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
画卷正在巫峡大地徐徐展开。

（卢先庆参与采写）
左图：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柑

园村美景。 卢先庆摄

重庆重庆巫巫山山：：

两岸青山碧水流
本报记者 刘新吾 王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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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城市的灵气所在。对于长江沿
岸城市而言，一江碧水更是城市形成与
发展的起点。千百年来，江畔人家枕水
而居，产业因水而兴，山水人城早已紧
密相连。因此，构建城江相依、人水相
亲的和谐关系，对于江畔城市的高质量

发展和沿江居民的高品质生活意义深远。
因江而兴，与江为邻，长江两岸，

城市星罗棋布，更需建立城市与长江良
性的互动关系。断污于岸，把昔日化工
企业的厂房变为生态绿廊，江水恢复了
净美模样，江苏南京燕子矶街道居民的
心情更加舒畅；将堤防与公园建设相结
合，汛时能够伏波安澜，平日可供休闲
观光，湖北武汉龙王庙建设的亲水平台
充分实现“水旱两宜”。这都说明城市
若想因水而美，人们若想因水而乐，必
须将城与江视为有机的生态共同体，在
污染治理、城市建设等方面向长江释放
善意，从而收获长江给予的馈赠。

滨江多雨，需保障排水安全，形成
畅通的城市水循环。实现人水和谐，不
仅要处理好与大江大河等地表水的关
系，还要应对“天上来水”的考验。近
年来，由于“国之重器”三峡大坝的削
峰调水、长江堤坝的加固，抗洪压力已
然减小，但城市内涝却成为常见的“城
市病”，尤其是在雨季较长、降雨集中
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马路上看海”
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应在城市水生
态治理上做到“内外兼修”——既要保
护修复湖泊湿地等水系节点，发挥其天
然的“蓄水池”“排水管”作用，织就
雨水自然积存的“面子”；又要加强地
下排水管网等设施建设，做好雨水径流
疏通的“里子”。

依江立业，要让节水净水成为城市
绿色发展的有力抓手。长江流域人均占
有水资源量少，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
的30%，提升用水效率是长江沿岸城市
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要通过转变用
水方式，淘汰高耗水高排放高污染的落
后产能，实现废污水减排，增加水环境
容量，让大江之水永续长流。

凭江而望，要留住长江文化遗存，
守护缘水而生的共同记忆。人与水最持
久的亲近，就是让水所涵养的城市文
化，持续浸润人们的精神气质。引江入
城，建设长江文化公园、滨江绿道等文
旅地标，让城市在融入大自然的同时，
也拉近人水距离、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渔樵江渚上，一城山水情。我们共
同期待，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景象越来
越多，让人们在生态良好的江畔城市中
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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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行走，一路眺望，天光
云影共徘徊。江水穿越绿意盎然
的山川，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蜿
蜒，在星罗棋布的新村中镶嵌，
四川泸州在长江大保护的路上一
步一个脚印。

泸州地处长江上游，既是四
川省生态建设的核心地区、生物
多样性富集区、长江上游重点水
源涵养区，也是典型的生态脆弱
区和自然灾害多发区。泸州的决
策者清醒地认识到，要加快建设
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必须破
除旧的思想观念屏障，让“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
为社会共识，成为全民行动。

2018 年起，泸州以“绿芽”
行动为发端，建立了“绿芽积

分”体系。这是基于个人绿色行
为的数字化激励模式，创新运用
碳减排方法学而形成的个人绿色
生活积分体系。

泸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表
示，“绿芽积分”将环保碳减排与
公益结合起来，将泸州人生活中
的环保行为“形成点”“连成线”

“汇成面”，勾画出一条人人可
感、时时可行的环保践行之路。

一枝红花，一蓬芦苇，一只
彩蝶，动静相宜，相映成趣。轻
轻举起相机，屏住呼吸，随着

“咔嚓”声响，一幅精美的微观生
态图被定格。你怎么也不会想
到，这画面是来自合江县城张湾
生活污水处理厂渠系中。

合江是长江上游置县最早的

三个县之一，因长江、赤水河、
习水河交汇而得名。合江人曾经
十分忧虑：雨污混流，直入长
江，水体污染严重。

今天，走进合江县城张湾生
活污水处理厂，整个厂区就是一
个大花园，绿树成荫，花香阵
阵。这个污水处理厂引进了高科
技设备，覆盖整个县城。在合
江，城区污水处理率超过了88%。

动真碰硬，利剑治污，现实
留给泸州一串闪光的数据：2013
年以来，泸州市累计投入32.27亿
元，建成城市 （县城） 及一级场
镇污水处理厂136个，实现流域内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泸州人在大规模污染治理
中，直面“痛点”，对症下药，如

今，一大批传统特色产业浴火重
生，提档升级，华丽转身。

泸州乃千年酒城，然而，以
前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污染严
重，群众反映说，臭水流到河
里，水浑了，鱼虾越来越少了。

今天，泸县酿酒废水集中处
理站配备了先进的酿酒废水处理
设备，大数据平台、在线监控系
统、预处理系统、生化系统等环
环相扣，科学有序，确保源头管
控，让底锅、晾堂等污水应收尽
收。污水通过集中转运处理后，
再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行第二次
处理，确保达标排放。目前，泸
县有61家酒类企业的酿酒废水实
行转运处理。

“赤水河，万古流。上酿酒，
下酿（酱）油”。沿着赤水河逆流
而上，走进合江县先市镇下坝村
酱油文化产业园，一排排晒露缸
头戴“棕帽”，依山站立，整齐列
队，像卫士一样静静地守护着身
边的赤水河。

先市酱油不仅是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其酿造技艺也于
2014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面对一块块金字招牌，作为
先市酱油第五代传承人的马超，
却倍感肩上的担子沉重。他清
楚，无论生产酱油还是醋，都有
泡粮水、清洗容器水、锅底水、
冷却水等废水产生，过去用的办
法是沉淀、直排，容易造成空气
和水污染。

马超横下一条心，对公司的
治污设备来了个翻天覆地的改
造，采用厌氧+曝气+消毒处理工
艺处理废水，又找到周边村民，
陆续签订种养殖协议，由农户及
时清运，用作猪、鱼饲料和果树
肥料。马超了却了烦心事，农民
多了条致富路，两全其美。

行走在泸州大地，仰望天
空，白云悠悠；迎风轻嗅，荷香
阵阵。生态文明建设的华丽篇
章，由无数绿水青山的守护者用
智慧和心血绘就。

左图：春日时节，四川省泸
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花田酒
地”景区繁花似锦。

刘学懿摄（人民图片）

四川四川泸泸州州：：

清风送清风送来来花花草草香香
刘裕国刘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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