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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美为生态美“点睛”
刘 琼

山川秀美，关键在水。水是一座城市

的灵魂和名片，更是生态之基，是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物质资源。

随着社会发展，水土流失、水源污染

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我国

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瓶颈”。

近日笔者跟随水利部“秋水长天?水
美中国”采访团实地探访湖南、江西两

省，近距离了解当地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成果。

① 确保“安安全全喝水”

夜幕降临，“星城”长沙点亮灯光，如同
“天上繁星”移步人间。俯瞰湘江两岸，千年
古城之韵与现代文明自然地交融一体，“山水
洲城”的绚烂美景让人目不暇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
展，生产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长沙部分地
区地表扰动，植被破坏。2012年前后，沿湘
江两岸砂场林立，河道内滥采滥挖屡禁不
绝，加上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落后、处理能力
严重不足，导致大量面源污染，加剧流域水
质恶化。

水滋养了城市，城市也应守护着水源。
湘江是长沙人的母亲河，80%的市民生活

用水取自湘江。如何确保百姓用水安全？近
年来，长沙市加大湘江水域治理和保护力
度，以库区水质安全为核心，重点在“清
退”“截污”“提标”“监测”8个字上下功
夫，开展高污企业退出专项整治，从源头控
制高污染高耗水项目进入：否决污染项目425
个，涉资90余亿元；完成主城区105个排污
口截污改造，建成雨污分流和污水收集管网
400公里；提标改造11个城区污水处理厂等。

为确保湘江流域水质达到地表三类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地表一类水为最优，五类水为最差）以
上，长、株、潭三市将排放水标准提高。

标准的提升给治理污水、洁净水源提出
了新挑战。笔者在长沙市洋湖新城科教园区
内洋湖再生水厂了解到，2011年以来，该厂
通过人工湿地这一新型技术有效地改善当地
水质，保障市民用水安全。
“眼前这片人工湿地共165亩，种植着芦

苇、菖蒲、水葱、风车草、美人蕉等30余种
植物，它既是自然景观，也是污水处理‘设
备’。”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危建新给笔者介绍说。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的柏水寨村也
是通过种植水生植物的方式，净化当地水源。
通过水葫芦、田虫草、水芋、荷花等一系列净水
植物对污染物进行物理拦截、生物降解，加上
植物本身的遮光作用，有效地抑制了水中藻
类繁殖，实现了水生态的循环利用。

实施生态治污、保障流域内水质水量
仅仅是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一环，只有与当
地的水利建设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打通河
湖连接体系，实现雨季排水，旱季补水的
合理调配。

长沙温和适宜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水
资源丰富的特点。每临汛期，因湘江两岸
地势低洼，外洪内涝灾害时有发生。

痛定思痛。近几年来，长沙大手笔开
展城市防洪建设，基本建成了主体防洪圈
和行洪排涝水系网。城乡堤防（千亩以上
堤垸）完成达标建设235公里。城区排涝
工程完成易涝点处置57个、堤防涵闸121
个、泵站改造68处，大大提升了城市防洪
排涝能力。
“一定要联通江、湖、河，让水流起

来。”长沙市望城区区长范焱斌说。据了
解，望城区水利工程利用长沙综合枢纽蓄
水后形成上下游水位落差，枯水期上游引
江水入湖，丰水期下游放水入河，河湖联
通构建动态的自流活水系。该项目集沿线
边坡整治、河道疏浚、调蓄储水、景观亮
化等工程于一体，建成后将形成一个贯穿
滨水新城的城市水系生态绿廊。

在家住江西省赣州市赣江源大道的罗
先生眼中，大道旁的章江南岸开发工程不

仅防洪排涝，同时兼
具生态、休闲的功
能。他告诉笔者，未
开发之前，这里基本
没什么风景可看。工
程建起后，有山有
水，还有许许多多他

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树木，很是吸
引人。

漫步在章江南岸，河流、岸
线、景观、道路自然衔接，防洪
堤与道路绿化景观融为一体，营
造出城市水利与景观联动的亲水
氛围，诠释了人文精神与自然生
态的和谐统一。

治理水环境，不仅要改善水
质，还要加强河道岸线的生态治理，
提升内在“颜值”，带动经济增效。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

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上个
世纪一曲《浏阳河》响彻大江南
北。但对于家住马坡岭街道西龙
村小区71岁的张海祥老人来说，
他记忆里浏阳河并不是现在水清
岸宽的模样。“以前的堤坝只有20
多米高，堤岸也就两米宽，两岸的
养猪户把污水直接排进河里，河面上尽是
垃圾，气味很大，我们都不愿来河边。”

采访中，老人对浏阳河现如今的高
“颜值”竖起大拇指，“现在环境好了，每
天早晚我都会来这里走上几圈。”
“如今的浏阳河东西两岸汇集了婚庆

文化园、亲子街区等特色产业。2015年，
芙蓉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2亿，增长
10.3%，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0%，主要经
济指标保持全省领先位置。”长沙市芙蓉
区区委书记于新凡介绍道，浏阳河景观带
现已成为百姓休闲胜地，10万市民每晚都
有人到这休闲散步，生态效应有效转化为
经济、社会效应。

秋天的赣鄱大地，金风送爽，草木
丰茂。不同于北方的干燥少雨，这里温
度适宜，一年四季雨量充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赣州由于地
质、土壤、降雨的自然原因，加上人为破坏
等因素，一度被称为“江南红色沙漠”，水
土流失面积高达1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市
国土面积的28.73%，严重危害了当地的
生态环境和百姓生产生活。经过30多年
的持续水土治理，赣南的穷山恶水变成
了青山绿水，初步实现了“绿水青山”
与“金山银山”的和谐统一。

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的生命线，更
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十二五”期间，
《国务院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的若干意见》将赣州定位为“我国南方
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赣州市宁都县作为赣江的源头，同
时也曾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份，近年
来一直在水土保持，助力精准扶贫上发

力。
站在赣州市宁都县石上镇万亩珍稀

苗木基地上眺望，只见梯田如练，层层
叠叠向山脚蔓延；山脚下的沟壑间，一
口口水塘碧波荡漾。
“原本土质差、水土流失严重的坡面

种上胡枝子、马尾松这类耐瘠薄土壤的
植物和脐橙、桂花、红豆杉、樟树、榕
树等果树苗木后，不但水土保持效果明
显，还帮助周边农户增收致富。”赣州市
水保局的工作人员张声林自豪地说到。

下山途中，笔者遇上了家住山脚下
的贫困户李兴亿，他对笔者感慨地说
道：“之前种水稻，年收入不过一万元，
如今以自己的土地入股，在基地管理、
种植脐橙，一年到头收入增加 1.6 万多
元，比过去翻了一番。”

正是这种“园区+基地+贫困户”的
生产经营方式，因地制宜，从根本上解
决了赣州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

④ 全民参与建绿色家园

绿水青山，天赋于人。随着时代发展和人
们环境保护意识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绿色
出行、低碳生活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绿色发展
理念深入人心。

江西赣州前江小流域生态文明新村（大畬
村）在建设绿色宜居家园，保护良好生态环境
的过程中，不仅依靠当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的监管机制，更突破创新，形成全民参与、共
建共享的绿色发展方式。

在治理过程中，大畲村把生态文明理念
渗透到百姓生产生活中去，强化生态自觉，
并依托地域特色，重点治理中小河流；同时
打造客家文化，提供赏莲、品茗等一系列综
合体验。
“治一方水土，改一方生态，富一方百

姓。”正如江西省水利厅原副巡视员隋晓明说的
那样，从曾经的“荒山”，到如今的“绿水青
山”、“金山银山”，这其间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过程，还是绿色发展观念进步的过程，
更是人和自然关系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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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建设“有颜值”的生态

③ 防流失、增收两不误

如今的中华大地已披上了金黄的秋装，汩汩清
流汇成碧波万顷，波上寒烟凝翠，山映斜阳，落霞
满地，秋水共长天一色。

水清清 彰显人文情怀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
湖，这个享誉中外、风光秀美的城市湖泊，是中国
目前唯一一处湖泊类世界文化遗产。沧海桑田，风
云变幻，从两山间的沙洲演变为如今的内湖，她承
载了太多的爱情故事，不论是苏小小，还是白素贞

……古往今来，吸引了无数游人墨客去
畅想、去寻觅。他们所渴望的，正是那
爱情的见证——一汪波光潋滟的西湖水。

然而，西湖是一个封闭型的浅水
湖，天然水源不够丰沛，加之几十年来
沿湖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水质状
况不容乐观。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湖区
1986年以来就开展了引钱塘江入西湖的
工程，无奈江水波涛汹涌，一片混沌，
无法延续西湖爱情的柔美，于是西湖又

开展了引配水工程，主要通过
沉淀净化水体来改善水质。这
些年，居住在西子湖畔的杭州
人都可以亲身感受到西湖水质
的变化，西湖的水体年均透明
度从2002年的 43.7厘米达到了
2015年的 84.2厘米。加之试行
的西湖降氮工程，西湖水在山
色空濛中又变得如梦境一般撩

人心扉，宛若人间天堂。东南形胜，钱塘自古繁
华，游人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处漫步，春看苏堤春晓，夏来曲苑观荷，秋
赏平湖秋月，冬观断桥残雪，夜半将至，听得南屏晚钟，又见雷峰夕照，在
西湖歌舞中、在暗香黄昏处徘徊，一池西湖水，最恋杭州城。

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位于安徽中部。巢湖之美，不仅在于她的
烟波浩渺，而且在于她山川形胜，文脉深厚。巢湖水面浩大，水天相接，一
望无际。湖面上江枫渔火，笛声悠扬。号称“湖天第一胜境”、始建于东吴的
中庙就矗立在凤凰台赤砂礁岩上，庙外飞阁流丹，重檐飞出，庙内匾额高
悬，神龛中坐，可谓“人间蓬岛”。然而，长期以来巢湖水质不断恶化，水体
富营养化严重，一时间再难寻觅巢湖昔日的湖光山色。“十二五”期间，安徽
大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据介绍，与2010年相比，2015
年巢湖水质明显提升，西半湖由中度富营养转为轻度富营养。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百里巢湖在云销雨霁中会重现美景：湖水环绕，亭阁参差，翠岛若
浮，清秋三五之夜，一轮明月倒映在涟漪微澜的湖水中，便是千古名湖，“一
色湖光万顷秋”。

水微微 点缀山川盛景

在重峦叠嶂、云横绝顶的群山之间，
有一片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湖水在云贵
高原深处荡漾着，这就是素有“高原明
珠”之称的昆明滇池。它方圆500里，既
有湖泊的灵秀和韵味，又有大海般的气势
和情调。由于水体自身的半封闭性和污染
物的大量排放，滇池自上世纪80年代以
来污染不断加剧，90年代水质达到最差
水平。“九五”时期，滇池水体治理被列
为中国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通过20多
年的不懈努力，滇池治理取得了明显成
效。2016年1至6月，滇池外海与草海水
质均达V类，营养状态已转为“轻度富营
养”，保持了污染减轻、水质转好的势
头，并呈现了逐渐向好趋势。也许不远的
将来，人们就可以泛舟湖上，看水光接
天，赏滇池夜月，配上玉壶美酒，在万里

碧波中，听渔歌唱晚，如若在清凉水晶城。
镜泊湖，坐落在中国北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是中国最大、世界第

二大高山堰塞湖，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和世界地质公园。镜泊湖蜿蜒曲折，
深邃澄澈，湖水清平如镜，岛屿星罗棋布，红罗女的传说又为这里的山水增
添了几分诗情画意。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建和旅游业的发展，镜泊湖水也受
到了严重污染，其污染物主要来自沿湖宾馆、船艇排放的生活污水以及沿岸
的农牧渔业生产。2001 年夏秋，湖面曾形成了十几平方公里的大面积蓝
藻，恶臭难闻。鉴于水质的日益恶化，2001年牡丹江市开始全面实施湖区
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工程，截至2016年 8月，镜泊湖湖体水质得到了显著
改善，首次达到三类标准，入湖库断面水质达标率高达100%，整个湖水逐
渐恢复了她原有的浑然天成。镜泊湖春夏山花烂漫，湖水清幽，秋冬雪花
漫天，淡雅恬静。湖畔风韵奇秀，曲径通幽，风情万种，置身其中，都是
美的享受。

松花江水白山来，千里奔流，波光叠锦，风帆摇曳。松花江流经平坦开
阔的东北平原，她不像黄河气势恢宏，也不如长江波澜壮阔，她就像西湖一
般，水面平稳舒缓，温顺而不桀骜，“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平静而
秀美。然而，2008年松花江发生了水体严重污染事件，当时哈尔滨段三类水
质的达标监测断面仅为 20%；后经过大力整治，2011 年这一数据提升至
100%，并一直持续至今。“十二五”期间，松花江水质持续变好，各种鱼类都
开始全面恢复生长和繁殖，即使进入冰封期，江边仍有人静坐垂钓，已成独
特风景。长白山千里冰封，涓涓山泉汇成涛涛江水，松花江延绵千里，如一
条巨龙镶嵌在银装素裹的北国大地，在风雪中奔流入海。

季秋孟冬，天高云淡，湖水微寒。北国山舞银蛇，南国山峦叠翠。千里
湖泊，万里江河，又将在这个冬日的琉璃世界中积蓄春天勃发的力量。

西湖

江西前江小流域生态文明新村。 刘 琼摄

境泊湖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