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知道吗？长江里跑着 5000 条河南船！
不靠江的“长江航运第三省”，身家都在船上的河南人，分享了长江水运的繁荣，也遭遇市场不振、债务压头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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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治七分养：“百湖之城”武汉“养湖”记
本报记者王自宸、廖君

素有“百湖之市”称号、拥有 166 个湖泊的武
汉，近两年来，以工匠精神做治湖文章，通过完善
湖泊保护法规体系、创新湖泊保护管理手段、构建
“三员三长”保护机制，全社会致力湖泊保护的氛
围日益浓厚，“一橹摇六湖，芳草碧连天”湖中景致
正触手可及。

生态优先：由养鱼向养水转变

初夏时节绿烟浓。乘坐冲锋舟划过牛山湖，
浪花朵朵、清风拂面。波光粼粼的湖面经阳光照
射清澈见底，小鱼小虾正在一簇簇水草中躲藏嬉
戏。抬头远望，野荷花随风摇曳、娇艳欲滴，田田
荷叶间时而有鸟儿或跃起或俯冲，湖中美景尽显
生机。

牛山湖是梁子湖的一个重要湖湾，水域面积
7 万亩，是驰名中外的武昌鱼的重要栖息地。谁能
想到，就在几年前，这片秀丽的湖湾曾面临水质下
降等问题困扰。因渔业开发，湖区资源一度严重受
损，2000 年，湖区水质一度从Ⅱ类下降至Ⅲ类，甚
至Ⅳ类。2016 年调查显示，湖底的水草覆盖率已
不足 20%，几乎很难看到水草的踪影。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传统养殖必须让位于绿
色发展。”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祥

说，为改善牛山湖的水质，保护水环境，2017 年武
汉市江夏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梁子湖水产集团转
型发展，决定梁子湖水产集团由养鱼向养水转变。

养水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当地请来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提供智力支持。经过
摸底调研，制定了养鱼、种草的生态平衡发展综合
方案。

一方面，在湖区大力推行土著鱼类产卵场修
复，规模化恢复鱼类天然产卵场 3 . 2 万亩，以提
高湖泊土著鱼类生物多样性，同时开展鱼类群落
组合调控，保持生态平衡。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
开展大型底栖动物增殖放流和水草镶嵌种植，实
现 10 余种水草落户湖中，各类水草生长期基本覆
盖了全年。

此外，再根据水体、鱼群、水草、浮游生物和底
栖动物的不同情况，控制鱼类的投放和捕捞，不断
构建良好的生态系统，让“养水”和“养鱼”互为促
进。

一系列举措带来显著成效，武汉市水务局发
布的 2018 年度水资源水环境相关公报显示，牛山
湖再次达到Ⅱ类水标准，成为武汉水质最佳的湖
泊之一。

科学治理：立规矩、明用途、勤管护

牛山湖的变化是武汉正在逐步推进湖泊治理

的一个缩影。武汉现有湖泊 166 个，湖泊水面面
积约 867 平方公里，占全市水域面积的 41%，
东湖、梁子湖、涨渡湖等 148 个重要湖泊被列入
湖北省湖泊保护名录。湖泊，一直是武汉市得天
独厚的宝贵资源。

城市的本质是诗意般的栖居，保护湖泊就
是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2001 年至今，武汉市
先后颁布实施《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武汉市
湖泊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武汉市湖泊整治管理
办法》《武汉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等法规，按照
“严保护、严控制、严管理、严处罚”的原则，为湖
泊管理立下规矩。

“法律准绳为保护湖泊增加了一道道铁
闸。”武汉市湖泊管理局副局长尹淙泉说，立规
矩是第一步，武汉市还创新为每个湖泊制定“身
份证”，明确湖泊用途。

根据《武汉市湖泊保护总体规划》，相关部
门在掌握湖泊面积基础上，明确湖泊水域蓝线、
环湖绿化绿线、湖泊周边建筑控制灰线范围和
面积，并根据湖泊的分布、水系、功能、排污口等
情况，将 166 个湖泊分为自然保育型、防治结合
型和污染治理型等三类湖泊，按照“一湖一策”
的方式进行科学治理。

菱角湖是典型城中湖，它与其他自然水体
没有交流，且处于城区雨污合流区域，因而被定
位为防治结合型湖泊。武汉市江汉区水务局相

关负责人说，2014 年，在菱角湖全面截污基础
上，市区两级投资 2000 多万元开展清淤、水生
态修复等综合治理建设，更换湖水 18 万余立方
米，建设人工湿地 5000 平方米，种植水生植物
3 . 6 万平方米，湖泊环境得到极大改观。

湖泊治理“三分在治理、七分在养护”。这位
负责人说，江汉区财政每年下拨近 600 万元资
金用于湖泊日常维护，并成立湖泊管理所等专
门机构及时清理湖泊水面垃圾、收割水生植物，
防止杂物腐烂污染湖泊。曾经污染显现的城中
湖已经成为市民扎堆的湖泊公园。

“全市湖泊综合治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武汉市水务局局长张斐说，数据显示，2018 年
武汉市湖泊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与 2017
年同期监测相比，91 个湖泊水质保持稳定，36
个湖泊水质好转，水质最好的湖泊已达到Ⅱ
类。

治养结合：建造国内最长排污深隧

“头顶上就是东湖，以后污水将通过我们这
条隧道送达污水处理厂。”记者近期在国内首条
湖底排污深隧武汉大东湖深隧看到，工程施工
正有序开展，这条主隧全长 17 . 5 公里，是目前
国内传输流量最大、输送距离最长的排污深层
隧道，也是国内首条湖底排污深隧。预计今年底

项目建成后，武汉近三分之一的污水将通过这条
深隧直送污水处理厂。

大东湖深隧是武汉推动生态治理的重点工
程之一，与此同时，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河
流湖泊流域打通工程、雨污分流工程也正在武汉
各个地区紧锣密鼓建设当中。

湖泊保护管理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除
了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立健全长效管理体制机
制是关键。为此，武汉市强化河湖长制全覆盖，由
市级主要领导担任梁子湖、汤逊湖、东湖等 7 个
重要湖泊的市级湖长，其他湖泊所在的辖区党政
主要负责人担任区、街级湖长，确保了市、区、街
三级湖长全到位，全市湖泊全覆盖。

与此同时，针对武汉湖泊众多，且分布较散，
岸线较长，及时发现违法填湖等行为工作难点，
在落实官方湖长党政同责基础上，武汉还创新引
入民间湖长、数据湖长，并在街、村级层面落实河
湖技术员、保洁员、监督员“三员”工作队伍，实现
河湖管理体系全覆盖，打通街、村巡湖护湖“最后
一公里”。

“推动湖泊治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武汉市
水务局污水处冯文琦博士说，各项工程建设能够
在短期内有效改善湖泊污染状况，但真正要让湖
城相融，还必须统筹考虑源头、过程、末端等各个
环节可能出现的污染问题，并通过城市精细化管
理，不断提升湖泊管理的水平和效能。

本报记者王贤

长江武汉青山段，不少船舶在锚地等待武钢
码头的卸货指令。

22 岁的河南信阳小伙王顺奎独自一人守着
自家的万吨巨轮“豫信货 13699”，坐在装修豪华
的客厅沙发上玩着手机；趁着等候卸货的间隙，王
顺奎的父母和亲戚们一起上岸买东西，顺便到陆
地上透透气。在武汉这片最大的锚地里，像这样的
河南船随处可见。

6 月 25 日是“世界海员日”，记者近期在长江
沿线走访时，看到不少河南船在江里航行。据记者
了解，不靠江不临海的河南，却是长江上仅次于江
苏、安徽的航运大省：5000 艘散货船，超千万吨运
力，数万名船民常年闯荡在江上。他们大多以家庭
为单位在江里讨生计，船就是家。

近些年，河南的“江船”越建越大、越造越多。
但由于运力过剩，航运市场不景气，贷款造船的河
南船主倍感压力。

“祖祖辈辈在江上漂，老的小的照顾不了，把
自己身体也搞垮了，前几年行情不好，把几十年赚
的钱也亏掉了。”一些河南船主诉苦。

但这些来自中原的“跑江人”对未来仍满怀希
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给了我们信心，期盼国
家搞好搞活长江航运市场，让我们也能从黄金水
道挖到‘黄金’。”

船就是家，儿子婚房也在船上

崭新的地板闪闪发亮，精致的吊顶、金色的电
视墙、金白相间的板材包裹的墙壁透着主人对装
修的考究；蓝色的真皮沙发，各种家电一应俱全，

复式房里满屋子挂着的大红“喜”字显示船主家刚
刚办过喜事……

走进河南驻马店籍干散货船“瑞泰长旺”轮，
记者俨然有一种进入别墅的错觉，眼前的景象与
印象中那些破旧脏乱的货轮形成巨大反差。

48 岁的船主郜国鑫就在船上出生，老家没房
也没地，这么多年就住在船上，男人驾船、女人做
饭。郜国鑫说，和长江里的许多船不太一样，河南
船以家庭船为主，船就是家，年初儿子娶了媳妇，
就把船上好好地装修了一番。

为了互相照应，郜国鑫的船和王顺奎家的船

停靠在一起。王顺奎家的“豫信货 13699”吨位更
大，船内的装修也差不多。船舱外，一笼活鸡格外
引人注目。王顺奎说：“这些鸡是我母亲喂养的，船
上买东西不方便，有时在江里一漂就是个把月，就
自己养点鸡、种点菜改善一下生活。”

全家人一起跑船，一年四季在船上

子承父业、全家人一起跑船，这是河南船的一
个突出特点。

王顺奎初中毕业就上船跟着父母一起干。郜
国鑫的儿子中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考虑到岸上做
不了什么事，就让儿子跟着自己一起跑船。38 岁
的河南周口籍船民张伟峰一家三代船民，2002 年
就开始和父亲出来跑船。船上生活太单调，张伟峰
的妻子在船顶种了许多花。

在中石化荆州李埠水上加油站，不到半小时
就有 4 艘 8000 吨级以上的河南籍船舶驶过。加油
站站长文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和不少人都成了
朋友。她说：“河南船跟其他船不同，他们把船当
家，走上去一看就感觉有家的温馨。河南人也很能
吃苦，一年四季都在船上，过年过节也不回家，但
相应的，他们的圈子也很小，跟亲戚朋友慢慢疏远
了，岸上的事也了解不多，有的甚至不敢用不会用
微信、支付宝，感觉和社会有点脱节了。”

原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局驻武汉办事处主
任江合适告诉记者，目前常年在长江里运营的河
南籍船舶有 5000 艘左右，大多数是“夫妻船”“父
子船”，且几乎全是干散货船，总运力超过 1000 万
吨，成为长江上一支举足轻重的航运队伍。

河南人与长江结缘，始于解放军

渡江作战

一个不靠江不临海的内陆省份，缘何有这么
多船在长江里跑？

其实，河南内河水运历史悠久，鸿沟水系、隋
唐南北大运河、北宋中原水运网都盛极一时，曾呈
现“百舸争流天津卫，千帆竞航下江南”的盛景。上
世纪 60 年代，河南有 27 条河流通江达海，通航里
程 6100 多公里，水运占货运量比重达 48%。

江合适说，河南人与长江结缘，要追溯到解放
战争时期。渡江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在河南集结了
大量的木船、水泥船参战，后来，很多河南船民留
在长江，成为最早一批“拓荒者”。

由于环境变化，到上世纪 70 年代，河南境内
的航道逐渐萎缩，降至不足 1500 公里。为了谋生，
许多河南籍货船逐步散落到淮河、汉江、京杭运河
和长江干线。

扎根长江，身家都在船上

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水运市场的开放，河南
船民闯荡长江的热情高涨。郜国鑫就是这个时候
跟着父辈一起到了长江。他说，家里最早是 10 多
吨的水泥船，后来到 60 吨、几百吨、一千多吨、几
千吨，再到现在的 9000 吨。“每隔五六年，就要换
一次船，船越造越大，回不到河南的内河了，自然
而然就在长江扎下根来。”

在河南籍船民看来，长江航运竞争激烈、完全

市场化，能让他们立足长江的，是自己超乎寻常
的勤勉和实在。郜国鑫说，他一年在岸上的时间
加起来只有 10 多天，每年 300 多天在江上漂，
没有白天黑夜，锚泊了也要在船上守着，上岸了
心里也放不下，长年不跟岸上的亲戚朋友接触，
慢慢感情都疏远了，更不想上岸了。“对于河南
船来说，船主就是船员，我全家的生计系在船
上，身家都在船上，无时无刻不在操心怎么把船
运营好。”

记者走访的几位河南船主，都还记得上世
纪 90 年代在长江跑船的经历。他们说，当时长
江下游生意不好做，很多河南船到川江谋生计。
“当地船挑三拣四，价格低了不去，催得急了不
去，这些脏活苦活累活我们都照单全收。”

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支持河南船

赚了钱的河南船民不断提升着船舶的吨
位，以及河南船在长江的规模。从最早的木船水
泥船，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 400 吨级铁船，到
本世纪初的三五千吨的钢制船，再到如今的 2
万吨大船。同时，亲戚互相带，老乡带老乡，越来
越多的河南人到长江跑船。

河南船跑长江，也得益于地方政府和金融
机构的支持。河南内河航运协会负责人坦言，
2008 年到 2015 年航运处于复苏阶段，当时不
少船民在银行贷款支持下买了万吨大船。在河
南信阳、南阳、驻马店、周口等地，政府对航运业
给予了足够多的支持，船民们很容易从银行拿
到贷款造新船、建大船，河南在长江上的船舶运

力也迅速攀升。

“船太多太大，而货就那么多”

一哄而上带来的恶果很快显现。由于长江
船舶运力特别是干散货船舶运力过剩，而货源
的增幅远远赶不上运力增幅，长江航运市场很
快变成了货主市场，运价一压再压，市场的急剧
变化让家庭经营为主的河南船猝不及防。

“现在的问题是船太多太大，而货就那么
多。”多名船民说，市场最低迷的 2015 年到
2016 年，散货从江苏到湖北监利上水的运价一
吨只有 7 元，只能保个油钱，弄不好还会亏损；
现在行情稍好，上水能到一二十元每吨，但由于
国家大力整治非法采砂，从中游下水的主要货
源——— 砂石很少了，很多船下水空载；加上利润
被代理商拿走不少，河南船经营压力日益增大，
赚来的钱也主要是还贷款。

铤而走险，江船入海

航运生意越来越难做，一些身背贷款、压
力巨大的河南船开始铤而走险，组成船队从长
江一路开到大海，寻找海砂进江的货源。长江
海事局船员管理处处长章少平称，内河船在海
上航行，船舶安全、船员安全、海域环境安全等
风险很大。数据显示，2018 年砂石运输船死亡
人数上升 121%。

目前，河南省地方海事局召回江船进海
船舶 35 艘次，处理、约谈船公司 33 家，将 33
家航运公司、52 艘船舶列入重点跟踪名单，
对 4 家航运企业实施了停业整顿，并对 1 家
企业暂时收回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1 家航运
企业注销资质。

多位船民告诉记者，江船冒着生命危险入
海实属无奈，这反映出当前长江航运市场的低
迷，以及船民的焦虑和生存恐慌。

虽然已经离开了武汉办事处的岗位，与长
江里的河南船打了四五年交道的江合适依然在
密切关注着长江，他忧心江船入海，更对河南船
面临的债务压力和金融风险忧心忡忡。江合适
说：“这些年新建的河南船大多背着贷款，如果
市场持续低迷，很多人就还不起贷款，可能带来
较大的金融风险。”记者调查发现，已经有河南
船无力还款，开始了逃债躲债的生活。

期盼长江航运市场好起来活起来

坐在自家装修豪华的客厅里，郜国鑫却一
脸愁容。原来，他 2014 年从银行贷款和民间借
贷了 400 万元，买了现在这艘船，本来是 3 年期
的贷款，但到期还不上，与银行协调将贷款延期
至 8 年。郜国鑫说：“民间借贷利息很高，去年赚
了 100 来万元，利息就要还四五十万元，剩不下
多少钱，眼下也看不到市场好转的迹象。”

船民们最期盼的，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早日见效，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和宏
观调控，搞好搞活长江航运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内河船员收入不高、工作
单调枯燥，现在除了家里有船的，年轻人都不
太愿意上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内河船员将
越来越稀缺，家庭经营或是多元化的内河干散
货船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应该给予河南
船这一群体更多的关怀，让他们真正从国家战
略和长江黄金水道中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一艘滚装船舶航行在三峡库区湖北省秭归县郭家坝水域（新华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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