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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杭州 3 月 22 日电（记者朱涵、
郑梦雨）一条古塘碧水悠悠，漫步在青石古
堤上，仿佛进入水墨画中……走进浙江省
湖州市长兴县小沉渎村，流淌了千百年的
古溇港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太湖溇港是湖州特有的古代农田水
利灌溉工程，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我
们坚持在保护中整治，坚决制止可能破坏
溇港的行为。”小沉渎村党总支书记、村级
河长钦炜明一边巡河一边告诉记者。
　　生活污水是否依规排放、环保设施是
否 正 常 运 行 、是 否 有 违 规 建 筑 占 用 河
道……担任村级河长 6 年来，钦炜明已经
习惯了每天花上一个小时，在 1700 米长
的河道旁走走看看。
　　自 2013 年以来，浙江建立起省、市、
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让每一条河流都
有了“守护人”。5 万余名河长、4 万余名

民间河长上岗履职，形成上下贯通、环环相
扣的责任链条。
　　在多年实践中，浙江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河长制规
定》，出台了省级地方标准《河（湖）长制工
作规范》，开展河（湖）长履职考核评价，推
动河（湖）长制逐步实现了从“有名”向“有
实”“有能”“有效”迈进。
　　对于丽水市松阳县小槎村原党支部书
记刘石玄法而言，当好村级河长，就是要守
好村子的“责任田”。
　　小槎村山川环抱，水陆交通便利，村口
处松阴溪与小槎源迂回流淌。
　　几年前，小槎村启动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要建一座污水处理终端池，在建设
过程中，刘石玄法发现，终端池的选址下方
有水电管线、隐蔽工程等，他立即上报给
县、乡治水办。

　　“在征得各方同意后，我提出建议，因
地制宜，把占地 504 平方米的终端池改址
设计在松阴溪畔。”刘石玄法说，终端池建
成后，与松阴溪上的江心岛上下呼应，形成
了小槎村村口“双岛”的美丽景观，还成了
村民健身休闲、写生摄影的好去处。
　　目前，浙江已全面消除劣五类水质断
面。水秀、景美、业兴、民富，一个个因水而
美的村庄也活跃了起来。
　　在小沉渎村附近，太湖龙之梦乐园、长
兴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历史古建筑（钦
宅）民宿产业等项目接连落地。目前，小沉
渎村年接待游客量可达 100 余万人次，村
民们也有了新的增收路径。
　　“我们全村共有农家乐 16 家、民宿 3
家，还有很多村民在计划开设民宿或者农
家乐。”小沉渎村村民钦峰说。
　　近年来，浙江通过全面推行实施河长

制促进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河长也从水生
态环境的保护者、监督者和生态经济发展的
推动者，进一步成为生态环保理念的执行者、
传递者。
　　清晨 5 点半，杭州西湖苏堤旁，一队护
水志愿者准时出现。其中一位带头打捞水
草的六旬老人是杭州市级民间河长竹书鸿，
他身旁一位“90 后”年轻小伙是他的儿子竹
昱波。这对“父子档”民间河长日复一日晨起
护水，已坚持了 1000 多天。
　　 2020 年，竹书鸿发起常态化护水的“水
韵西湖 365”生态保护志愿项目，鼓励更多杭
州市民、中小学生参与护水。在竹书鸿一家
的带动下，这支志愿队扩大至 500 多人，累
计打捞湖面垃圾 500 多吨。
　　“作为一名民间河长，不仅要让西湖的水
更清、环境更美，我还要把生态理念像种子一
样种进人们的心里。”竹书鸿说。

又 见 江 南 好 风 景
浙 江 十 万 河 长 守 护 碧 水 清 流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记
者刘诗平、李思远、牛少杰）3 月
22 日是第 31 届“世界水日”，22
日至 28 日是第 36 届“中国水周”，
我国确定的活动主题为“强化依法
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
度，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强化依
法治水，社会各方用法治力量携手
共护母亲河，江河面貌发生可喜
变化。

  流域法律相继出台，母亲

河保护进入新阶段

　　春分时节，天气转暖，与长江相
连的湖北枝江金湖国家湿地公园
里，碧波荡漾、鸟儿云集。作为江汉
平原重要湿地，栖息于此的鸟儿即
将进入繁殖高峰期。枝江市公安局
仙女派出所“生态警长”李超群连日
来与同事加强了在湿地公园内的
巡逻。
　　“ 2021 年 3 月 1 日，长江保
护法实施。它明确了部门职责，让
我们执法有了法律保障。”李超群
说，以前金湖承包给个体养殖户养
鱼，既污染湖水，也污染江水。经过
系统治理，如今金湖已变身为美丽
的长江“后花园”。
　　金湖的变迁，是长江大保护的
一个缩影。
　　“长江保护法出台并实施，形成
了保护长江母亲河的硬约束机制，
开出了治愈‘长江病’的良方。”水利
部 长 江 水 利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胡 甲
均说。
　　继长江保护法之后，我国第二
部 流 域 法 律 ——— 黄 河 保 护 法 于
2022 年 10 月 30 日经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黄河保护法以水为核心、河为纽带、流域为基础，统
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充分反映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关联性，为推进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法治力量。”
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于琪洋说。
　　专家指出，作为推进国家“江河战略”法治化的重
要成果，长江保护法和黄河保护法相继出台，良法善治
守护母亲河，标志着我国的江河治理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流域治理和保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跨部门合作持续加强，执法机制建设取得新进展

　　在河南荥阳市境内的黄河河道中心，曾经矗立着一
座数十米高的钢结构蹦极塔，严重影响河道行洪安全。
2016 年和 2017 年，荥阳黄河河务局先后下达《责令停
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责令改正通知书》，但开发企
业迟迟未落实整改。
　　 2020 年 9 月，河南省河长制办公室向河南省人民
检察院移送此问题线索，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检察院立案
后，分别向荥阳市王村镇人民政府、荥阳黄河河务局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经各方共同努力，2020 年 11 月，蹦极塔
及横跨黄河两岸的附属设施全部拆除。
　　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理，得益于近年来水利部门和检
察机关密切配合。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于琪洋说，在不断完善水法
规体系的同时，水利部持续加强水行政执法制度体系建
设，加快完善水行政执法网络，坚决打击和遏制各类水事
违法行为。
　　 2022 年 5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联合发布

《关于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
意见》，推进水利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2022 年 9 月，
水利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河湖安全保护工作的
意见》，进一步强化水利部门和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健
全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长江保护法明确在监督执法方面建立协作机制，同
时明确了各有关部门的牵头责任，执法人员可以更好地
协同守护母亲河。”长江委政策法规局局长滕建仁说，长
江保护法实施两年多来，长江委与公安、交通运输、农业
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和地方水利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更
加顺畅，已累计专项执法 184 次。

水行政执法力度加大，母亲河治理取得新成效

　　在一些河岔较多的省级交界水域，由于受不同行政
区域管理，容易出现管理盲区，给非法采砂分子流窜作业
留下可乘之机。今年 3 月 6 日，一场联合巡江行动在江
苏和上海交界处的长江水域拉开序幕。执法艇上，长江委
河道采砂管理局督查处处长刘平刚与当地执法人员一
道，对交界水域进行拉网式巡查。
　　“现在我们的执法底气更足，对不法分子的打击力度
也更大了。”刘平刚说，过去对长江干流非法采砂行为最
高只罚款 30 万元，长江保护法施行后，长江流域内河道
非法采砂最高可处货值金额的 20 倍或 200 万元罚款，
对用于违法活动的船舶、设备、工具等可直接没收，大幅
提高了违法成本。
　　重拳之下，规模性非法采砂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据水
利部河湖管理司司长陈大勇介绍，2021 年 9 月，水利部
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一年间，累计查处非法采砂行为 5839 起。
　　针对水旱灾害防御、地下水超采等领域的涉水违法
行为，水利部门同样加大了专项执法力度。2022 年，通
过组织开展 2022 年防汛保安全专项执法行动，以及黄
河、海河、松辽流域地下水超采治理专项执法行动，立案
查处了 1391 起案件。
　　“我们将切实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
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用法治力量守护母亲河，努力让河
流湖泊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于琪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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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漫步于小清河
中的五柳岛，远看河道
清澈蜿蜒，近观岸边垂
柳绦绦，一幅生机勃勃
的清新画卷逐渐展开。
　　“眼前水清河畅的
景象，在几年前真是不
敢想。”一位路过的市民
对记者说。
　　这条有着隽秀名字
的河流，见证着济南的
变迁。作为山东知名内
河，小清河全长 237 公
里，流域面积 10336 平
方公里，其济南段是城
区范围内唯一的纳污和
行洪河道，承接着沿线
约 700 万人口的生产生
活废水。
　　自 20 世纪七八十
年代开始，小清河一度
成为“小黑河”。随着
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
快，大量工业废水和生
活污水涌入河道内，水

质不断恶化，垃圾遍布、鱼虾绝迹，生物多
样性丧失殆尽。烟波浩渺、仿如江南的鹊
华烟雨盛景一度消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能让小清
河成为老百姓心中永远的痛。”济南市生态
环境局局长肖红说，当地为此关停搬迁沿
河工业企业 66 家，取缔非法“散乱污”企业
7190 家，推动 8 家涉水企业转型为绿色工
厂，从源头减少工业污染排放。
　　同时，当地补足污水处理短板，新建成
26 个污水处理项目，总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209.8 万吨/日，生活污水基本实现全收集、
全处理，每年直接减少约 5616 吨 COD 、
600 吨氨氮流入小清河。
　　“我们还实施底泥清淤环保疏浚工
程，总计完成清淤工程量近 200 万方，减
少底泥污染物对河道水质影响，同时打造
济西湿地、华山湖湿地、白云湖湿地等沿
河生态湿地带，深度净化入河水体。”济南
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处长李计
珍说。
　　黄河之畔，小清河迎来蝶变。2022 年
以来，小清河济南段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
到地表水Ⅱ类标准，成为市民健身、垂钓、
观光的好去处，沿河两岸成为教育、居住、
商业等产业争相进驻的黄金地段。
　　小清河的“新生”，是当地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其中一环。“济
南是黄河流域中心城市，为保护黄河流域
生态安全，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大水环境污
染治理力度，积极建设黄河下游绿色生态
廊道，呵护母亲河水体健康。”肖红说。
         （记者张武岳、袁敏）
       新华社济南 3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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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昆明 3 月 22 日电（记者杨静）云
南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有长江、珠江、澜沧江
等六大水系，滇池、洱海、抚仙湖等九大高原
湖泊。为解决“水系多、用水难，湖泊多、治水
难”等问题，云南加快推进“兴水润滇”工程。
在 3 月 22 日世界水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进
多地节水、治水、兴水一线，看“兴水润滇”如
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动力”。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节水效果初显

　　眼下，正值云南干旱少雨的季节。曲靖市
陆良县小百户镇炒铁村过去很缺水，群众要
到数公里外拉水浇地，如今这个烦恼因恨虎
坝中型灌区而得到消除。
　　“今年首批蔬菜种植在即，尽管天气干
旱，但一点也不担心。”云南沃坤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何耀霖来到炒铁村的蔬菜
地，与工人一起检查田间喷灌管网系统，为蔬
菜种植提供灌溉保障。
　　“高效节水灌溉省水、省钱。”当地干部介
绍，他们探索出初始水权分配和合理水价形成
机制，群众灌溉成本从过去的 5.5 元/立方米降
至 0.79 元/立方米，年节水量超 120 万立方米。
　　云南以农田水利改革试点为契机，以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为重点，不断推进高效节
水灌溉项目建设，水资源利用率和节水效
果明显提升。目前，云南农田水利改革试点
经验全面推广，累计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面积 2694 万亩。

打好高原河湖污染防治攻坚战

　　捡拾河道垃圾、清理岸边杂物、宣讲护河
知识……杨敏是昭通市威信县双河乡楠木村
党总支书记，也是赤水河支流苦猪河楠木段
的村级河长，开展护河已成她的日常工作。
　　苦猪河曾面临生活垃圾和农业面源污
染的风险，为了守护一河清水，杨敏与党员、
志愿者带头开展保护工作，开展“磷”污染变

“零”污染等活动，唤起群众保护赤水河意识。
　　云南省水利厅河长（湖长）制工作处负
责人介绍，为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有实”
到“有能有效”，他们联合省检察院、公安厅
等单位制定了协作机制，不断提升河湖监
管水平，全面推进州（市）级及以上河湖库
渠健康评价工作。
　　依托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云南清
理非法占用河道岸线 600 余公里，清理建
筑和生活垃圾 22.6 万吨，拆除非法网箱养

殖 25.2 万平方米；开展绿美河湖项目建
设，完成绿化面积 6.37 万亩。

建好水利工程助力“兴水”

　　云南水资源总量丰沛，但时空分布不
均，不少地区存在工程性缺水等问题。近年
来，云南加大水利项目投资力度，通过工程
性措施优化水资源空间布局。
　　在地下约 350 米的海东隧洞内，机械
轰鸣，工人们正抓紧掘进。由中铁五局承建
的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近日主洞开挖突
破 2 万米，提前半年完成目标任务。
　　滇中引水工程引水线路全长超过 600
公里，工程总投资超过 1200 亿元。云南省
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 3 月上旬，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
累计开挖（掘进）561.54 公里，进度为
74.3% 。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引 34 余亿立
方米江水至丽江、大理等六个市（州）的 36
个县（市、区），直接受益人口超过千万人。
　　云南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云南水利投资首次超过千亿元，重点骨干
水源工程、重点水网工程建设全面提速，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水动力”。

节 水 · 治 水 · 兴 水
云 南 综 合 治 水 助 推 高 质 量 发 展

　　新华社拉萨 3 月 22 日电（记者田金文）
早春的高原，沉睡了一冬的湖泊开始解冻，冰
川雪水带着春天的气息向东流淌，和煦的春
风 抚 过 河 谷 草 甸 ，藏 东 南 的 桃 花 开 得 正
艳……行走在高原，处处呈现着一幅蓝天白
云、水清岸绿、生态和美的生态画卷。
　　西藏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水资源十
分丰富，肩负着维系高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及周边地区生态平衡的重要任务，是重要
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近年来，拉萨着力在“水”上做文章。自
2013 年起，拉萨市有序开展拉萨河城区段综
合整治工程。2019 年，拉萨又启动拉萨河城区
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工程，对 7 段护岸段工程
进行治理并配套相应的滨水生态景观建设。
　　如今，拉萨河两岸，水清岸绿、河道畅通，

一座座公园拔地而起，为市民提供了亲水
的公共空间。2018 年西藏全面建立的河
湖长制，让西藏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
都有人管理。拉萨河城区段共有 40 余名
河堤管护人员，他们每天负责河道巡堤和
环境保护工作。“拉萨河是拉萨的母亲河，
要好好保护。”管护人员拉巴次仁说。
　　作为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以一体打造

“百里生态绿廊”为目标，努力实现水润城、
绿满城。除了逐步恢复历史水系，未来拉萨
还将形成“两河、三廓、水成网、湖密布”的城
市水系结构。“今年拉萨将实施城市水系提
升工程，对现有水系进行整体改造提升，让
群众更有获得感。”拉萨市市长王强说。
　　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

“拉萨之肺”，是拉萨市民的“天然氧吧”。近

年来，通过生态恢复、水系治理等有力举
措，湿地总体面积和水域面积不断扩大，生
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得到有效恢复。
　　“动物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随着湿地
生态环境的改善，这几年到湿地过冬的鸟
类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现在湿地已经成
为候鸟的乐园。”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副局长尼玛多吉说。
　 巴松错，藏语意为“绿色的水”，因其林木
繁茂和镶嵌在高山深谷中的一池碧水而著
名，是林芝最早为人所知的风景名胜之一。
　　在巴松错景区，垃圾分类指示牌、环保
标语非常醒目。“景区内所有运营车辆及船
只全部采用环保型清洁能源车辆和游船，
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清理沿湖垃圾，景区里
还建立了污水处理厂，可以就近处理污水

和垃圾。”景区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林芝市加强河湖综合治理推
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底，林芝市完成 19 个河湖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划定 62 个河湖范围，
并以巴松错为试点开展示范河湖及河湖健
康评价工作，出动清理人员 2 万余人次，
专项清理河湖 729 条，整治垃圾堆放点
254 处、清运垃圾 321 吨。
　　大力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
推行河湖长制、持续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
和饮用水安全保障、积极推进水生态保护
修复……一项项关于水的措施扎实落地。
西藏坚守生态保护红线，走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之路，着力让“诗与远方”“人水和
谐”的美好画卷触手可及。

西 藏 ：绘 就“ 人 水 和 谐 ”生 态 画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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