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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丹江口市湖北省丹江口市：：

当好当好““水卫士水卫士””做足做足““水文章水文章””
初夏时节，丹江口水库烟波浩瀚，碧

蓝万顷，两岸绿水青山交相辉映，壮丽
如画。在丹江口库区沿线，活跃着20
余支清漂护水队，“志愿红”护佑着“汉
水绿”……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使命扛在
肩。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丹江口市被
誉为“中国水都·亚洲天池”，全市有114
条河流注入汉江，是南水北调中线核心
水源区。该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切实担负起一库碧水永续
北送的政治责任，坚决从守护生命线的
高度，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安
全，筑牢流域安全底线。水清岸绿、鱼
翔浅底的背后，是丹江口市委、市政府
的不懈努力和责任担当，是26万库区移
民的无私付出和牺牲。

强化保水责任担当

“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已经连续20多
年稳定在国家Ⅱ类以上标准，很多指数达
到一类，甚至可以直接饮用。”距离丹江口
大坝不远处的胡家岭水质自动监测站
内，正在分析水样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为服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有
效保护丹江口库区水质和水生态安全，

“十二五”以来，丹江口市累计投入生态
建设资金38.89亿元，全面加强丹江口
库区水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工作。

丹江口市严格实施环境保护“一票
否决”“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把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占全市总面积的59.4%），
禁批禁建一切项目；先后关改搬转冶
金、化工、水泥、电石、造纸、钢铁、电解
铝等企业166家；编制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累计拒绝不符合水
源地环保要求的项目120多个。同时，
该市实施城区、官山河、浪河等“三河治
理”，治理河流总长64.3公里；投资3.8亿
元，累计完成城区、浪河、官山河截污管
网84.8公里，实现了污水应收尽收、应处
尽处；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令，清理
取缔网箱12.1万只、库汊10.75万亩，实
现湖库拆围清零；5288只锁定船只全部
处置到位，1135名渔民转产上岸。

永葆丹心，砥砺前行。如今，丹江
口库区常年水质稳定在Ⅱ类以上，库区
109项水质监测指标中，有106项达Ⅰ
类水质标准。截至2023年5月，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超560
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8500万人。

开展全域清漂行动

“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决扛牢保水护水政治责任，突出问题导
向，强化系统治理，确保一库碧水永续北
送。”5月3日，丹江口市委书记、市第一总
河长赵洪福在官山河流域巡河时强调。

冲锋号已经吹响。5月4日，丹江口
市启动库区清漂示范村创建工作，按照

“分段驻守、守段有责”的原则，落实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岸
线长”“江段长”和“河湖长”工作职责，

常态化开展岸线巡查。其中，护水员每
天全线巡查频次不少于2次，江段长每
周全线巡查频次不少于2次，岸线长每
周全线巡查频次不少于1次，确保实现
水面无杂物、岸线无“四乱”、滩涂无放
养、污水无直排的“四无”目标；市河湖
长制办公室每周对创建工作进行实地
考核检查、评估打分，及时总结经验，形
成长效机制。

近年来，丹江口市开展库区清漂工
作坚持党建引领、群众主体原则，配置2
艘自动机械清漂船，组建203支党员志
愿护水队，组织4700余名农村党员认领
护水清漂岗位，保留94条渔船用于巡库
清漂，从渔民中择优选聘护水员300余
名纳入公益岗管理负责日常护水清漂，
同步运用库区安保天网工程，实现73万
亩、2443公里的库岸线监管全覆盖。

众志成城，无坚不摧。据统计，丹
江口市于2021年汉水流域超长汛期期
间，清理漂浮物6万余吨；2022年10月
秋汛期间，清理漂浮物21056.7吨；2023
年一季度，清理漂浮物2218吨。目前，该
市9个水质考核断面水质和2个县级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争当红色护水先锋

“把救生衣穿好，小船系牢，准备出
发。”早上7点，丹江口市牛河林区凤凰
山村码头，清漂队队长杨献锋和队友们
驾着小船，开始一天的清漂工作。

杨献锋今年35岁，2010年武警退役
后回村担任凤凰山村民兵连长、清漂队队
长。在他的指引下，清漂船转进一处回水
湾，果然有不少漂浮物。队员们划着小
船，从不同方向围住垃圾，用捞网把漂
浮物打捞起来送上清漂船，再转运上岸。

“汛期最忙碌时，从每天早上5点半

开始，到晚上10点下船，我们1天要打

捞近80吨漂浮物。”杨献锋说。

在丹江口市丁家营镇，清漂行动通
过与生态环保公益组织、乡村振兴驻村工
作队、“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以及群团组织活动等结合的形
式，不断壮大清漂队伍，常年守护着库
区沿岸生态安全。

除了专业清漂队员，志愿者是保护

库区水生态的一股重要力量。只要天

气适合，在库区沿线，就有身穿红马甲

的志愿者，或沿路捡拾垃圾，或举着印
有“珍爱生命，远离溺水”的小红旗，不
断用扩音器向周边群众宣传游泳安全
知识，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幅幅党员群众齐参与的护水画
面，营造出“人人都是护水员”的浓厚氛
围，绘就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自然生态新画卷。

壮大特色水域经济

“在坚定不移完成确保一库碧水永
续北送这一政治任务的同时，我们始终
在思考，如何将水资源优势转化为丹江
口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胜势。”赵洪
福表示。

做强水工业。丹江口市紧紧围绕
水资源加工利用全产业链招大引强，不
断推进水资源产业向绿色化、集群化、
高端化发展。农夫山泉先后在丹江口
市投资兴建4家工厂，产品涵盖饮用水、
即饮茶、功能饮料、果汁等全部饮品系
列，2022年实现产值33.3亿元。该市加
快推进北冰洋汽水、南水北调高端饮用
水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泰国天丝红
牛、王老吉等重大水资源加工项目招引
力度，构建“源头活水—纯净水—功能
饮料—食品加工”一体化水资源加工产
业链，预计到2026年形成产值150亿元
的产业集群。

做大水农业。丹江口市抢抓全国乡
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机遇，以促进库区移
民安稳致富为目标，加快水系连通及水
美乡村项目（3.9亿元）建设，已建成23个

乡村振兴示范村，新建5个美丽家园示范
村；突破发展“陆上养鱼”设施渔业，已吸
纳20多家市场主体，一季度产量达1.5
万吨，产值达3.6亿元；充分发挥丹江口
翘嘴鲌和“中国鱼头王·丹江鱼头”品牌
效应，持续发展水产品深加工等农业特
色产业，实现渔业产量5万吨、产值15
亿元。“绿水青山”正加速成为库区移民
和转型渔民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促进生态旅游发展

一库好水同时也孕育出新的发展机
遇，生态环境的改善加速了生态旅游的发
展。依托水资源优势和特色，丹江口市
环绕丹江口水库已建成14个3A级以上
景区，创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个，全力
推进丹江口生态文化旅游区加快创建国
家5A级景区。

丹江口市围绕发展全域生态旅游，
实施“一镇一品”“一村一韵”差异化、特
色化和个性化发展战略，出台“引客入
丹”旅游奖励暂行办法，推进文旅、农旅、
康旅融合发展，全力打造全国知名文化康
养旅游目的地；研发“丹江口印象”农创、
文创系列产品67套，以创意产品助力农
旅、文旅融合发展。习家店镇杏花村、蒿
坪草莓小镇、农夫山泉丹江口工业旅游
景区、白杨坪林区珍珠岩村、三官殿办
事处潘家岩村、中国最美山水公路等
景点成为网红打卡点，火爆全网。文
化、生态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丹江口
市区域文旅经济发展优势。2022年，该
市入选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
县（市），位居全省上榜县（市）首位。

随着“沧浪之光”观光高塔、均州码
头、大坝灯光秀等特色文旅项目相继
建成，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丹江口
游玩。今年一季度，丹江口市共接待
游客204.96万人次，同比增长5.7%；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3.69亿元，同比增长
6.49%。今年“五一”假期，该市接待游
客累计突破50余万人次，生态旅游为
经济转型升级注入“绿色动力”。

碧水丹心写担当，踔厉奋发踏新
程。接下来，丹江口市还将在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全
力守护好源头碧水，当好“守井人”，履
行好一库碧水永续北送的职责和使
命。（图片由丹江口市委宣传部提供）

■周玉娟 顾 珊 程 勇

丹江口大坝烟波浩渺。

清漂队员在丹江口库区清理水面漂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