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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有人说，原

本稀松平常的水，一流到夷陵，便特别了起

来。

湖北是长江干线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

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区、三峡库

坝区的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是长江一级支

流、宜昌“母亲河”黄柏河的发源地，也是亚洲

第二大磷矿腹地。

曾经，对于黄柏河，水与人、水与产、保护

与发展的关系一度是剪不断理还乱。

如今，黄柏河全域提升绿水青山颜值，做

大金山银山价值，发展与保护由“二选一”变

为“一加一”，实现了“保护得越好、发展得越

好”的良性循环。

黄柏河的“水故事”，还得从“水源”“矿

源”说起……

水源地也曾有水难存

已是 3 月，樟村坪镇尚未化雪。

黄马河村的功德碑，记载着一段故事：

“受地理因素局限，本组无上游水源，自古以

来，村民饱受缺水之苦。由柳树沟公司出资 15 万元，历时

6 个月，完成万米饮水工程。”

黄柏河发源于樟村坪镇，由无数小山涧、小溪沟水汇

聚而成。

水源地也会缺水吗？会。夷陵境内拥有河流 32 条，水

资源总量 17.56 亿立方米，但分布并不均衡，尤其地处喀

斯特地貌区的西北山区，山高坡陡，有水难存。

黄马河村一户农家，至今保留着祖辈用石块垒成的小水

窖。据户主周全仕介绍，20 世纪 70 年代，早晨就得赶着骡马

下山取水，傍晚才能返回，一天最重要的活计就是取水。

2013 年，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年届七旬的湖北柳树

沟矿业集团创始人张邦甫与技术人员一起上山勘测、规划

管线、采购设备、指导施工，终于建成了 200 立方米的蓄水

池和 50 立方米的不锈钢泵水池，架设主管道 13326 米、农

户支线管道 5300 米，让清澈的山泉流进了 700 余位村民

家中。

黄马河村的功德碑不是个例，“水”一直是矿区的关键

词。曾经，找水、打井、储水，是老一辈孜孜不倦的“老三样”。

如今，年青一代把“老三样”变成护水、治水、用水“新三样”。

绿动能焕新“母亲河”

近半个世纪前，樟村坪镇依靠磷矿资源大踏步发展，

但也留下了后遗症：高山生态遭到破坏，水源涵养功能逐

渐减弱。

发展与保护只能“二选一”吗？

2018 年 5 月 17 日，湖北柳树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主

动拆除化工装置，成为关停长江一级支流化工企业的“第

一拆”。

“在手握大量订单的情况下，关停企业是一个痛苦的

决定，但公司上下都愿意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让步。”公司

负责人张朝武说。

2024 年，黄柏河流域 4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优良

率达到 100%，水环境质量持续多年保持优良。

矿企本是排放大户，黄柏河何以“不染”？

华西矿业浴华坪磷矿，地下巷道，一条 480 米长的井

下排水自动化处理系统昼夜无休。智能监测系统“紧盯”水

质情况，一渠渠清水缓缓流出，汇入黄柏河。

据夷陵“企业河长”、宜昌华西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张健介绍，2016 年，浴华坪磷矿率先建设井下沉淀池，

如今，总投资 3000 多万元、容积一万多立方米的处理系

统，能够让地下生产水“风尘仆仆”来，“一尘不染”走。

当初在井下建设沉淀池，投资大、技术难，为什么还要

坚持？原来，樟村坪镇地处山区，建在井下不仅节约土地，

污泥压滤后直接充填，极大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还能利

用高低落差，减少抽排水电能消耗，可谓一举多得。

这笔长远账、生态账，划算！

如今，走进矿山企业的智慧化中控大厅，“地下河”般

的污水处理系统，在线监测数据与上级环保部门实时联

网，不让一滴污水进入黄柏河。

从“一水共护”到“一域共富”

水好了，河就活了！

年复一年，黄柏河滋养两岸，沿线乡镇也从协同治理

到共同发展：上游打造绿色智慧矿区，中游发展农业康养

旅游，下游构建特色产业集群。

发源于夷陵西北深山，流经远安县荷花镇，黄柏河来

到夷陵区分乡镇，该段水量充沛，建有西北口水库、尚家河

水库和东风渠总干渠等，山水资源得天独厚。

夷陵以全域治水为主线，围绕产业发展、环境整治和

农业水利开展试点，编制《黄柏河东支流域分乡段环境治

理专项规划》，建设污水处理厂、亲水生态廊道、水源涵养

地，为绿水青山“锦上添花”。

走进分乡镇，“渡心·南岔湾石屋民宿”每逢假日一房

难求；百里荒风景区在刚刚过去的冬季持续“火热”———滑

雪场共接待游客 19 万人次，营业收入近 1500 万元。

纵览黄柏河沿线，越来越多的乡村正依托绿水青山，

让乡亲们尝到了“旅游饭”的甜头。

黄柏河年复一年流淌，夷陵年复一年守护。一方水土

与一方人的“水故事”持续奔涌，生动流淌。

张锐 邱天星

北京房山区构筑“0.1 微克”移动源污染治理防控网
2024 年，北京市房山区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达 291 天，占比近八成，为历年最多。为

进一步巩固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成果，2025
年以来，针对区域内道路机械运输场景复

杂、非道路移动机械流动性强、行政区界交

叉运输线长等特点，房山区多措并举构筑

“0.1 微克”移动源污染治理防控网，助推全

年区域蓝天保卫战取得扎实成效。

科技赋能：

构建全链条数字化监管体系

在房山区生态环境指挥中心，大屏幕上

实时跳动着全区 1.2 万辆柴油车尾气排放

数据。这是房山区打造的“天地车人”一体化

监控系统，通过“前端物联感知+中端智能分

析+末端精准执法”的闭环管理，将移动源监

管精度提升至 0.1 微克级。

“我们给每辆柴油车都装上了‘电子哨

兵’。”房山区生态环境局移动源监管科负责

人介绍，依托 OBD 远程监控系统，对国五及

以上柴油车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可实

时监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尿素添加量等

18 项参数，当数据异常时自动触发三级预

警机制。今年年初以来，通过这一系统发现

并处理超标车辆 127 辆（次），违法查处响应

时间缩短至 2 小时。

在进京要道设立“智慧哨卡”，则构成了

第二道防线。京港澳高速窦店检查站采用

“环保取证+公安处罚”模式，配备遥感监测、

FID 检测仪等设备，形成“过境车辆必检、超

标车辆必处”的高压态势。数据显示，此站点

日均检测柴油车 1800 余辆，超标检出率从

2019 年的 3.2%降至 0.8%。

为严防检测机构数据造假，房山区创新

建立了“双随机+云监管”机制。通过视频监

控系统对 56 家检测机构实施全过程留痕，

运用 AI 算法对 601 条检测视频进行智能分

析，精准识别“替换车辆”“篡改数据”等违规

行为。

制度创新：

建立“一机一码”全周期管理模式

在房山某工地施工现场，每台非道路机

械都贴着专属的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机械

的“环保身份证”里记录的排放阶段、维修记

录、油品检测等 12 类信息。这是房山在全国

首创的“机械户籍化”管理制度，通过“进场

备案—过程监管—退场注销”的全生命周期

管理，破解大气污染治理“往 0.1 微克深化”

非道路机械监管难题。

“过去这些机械像‘游击队员’，现在都

成了‘正规军’。”中建某局项目经理说，“项

目开工前，需在‘房山机械管家’平台报备机

械信息，环保部门定期现场抽检。”今年已建

立 1674 台机械电子档案，查处超标机械 23
台，推动施工单位主动淘汰老旧设备 35 台。

针对施工机械流动性强特点，房山构建

起“环保+住建+交通”协同监管机制。开发

工地扬尘与机械监管联动系统，当 PM10 浓

度超标时，自动触发机械排放核查指令。此

外，建立油品质量追溯体系，在 28 个工地安

装燃油快速检测设备，查获劣质柴油 4.2
吨。

在制度创新层面，房山还推出了三项举

措：建立机械环保绩效分级制度，对 A 级企

业给予政策倾斜；试点安装颗粒物数采仪，

实现排放量实时计量；推行机械电子围栏技

术，划定低排区自动禁入高排放机械。这些

创新举措，使非道路机械排放量同比下降

31.7%。

区域协同：

打造“房涞涿”联防联控网

在京津冀交界处，房山与河北涿州、涞

水建立的“环境执法联合指挥中心”格外醒

目。三地共同制定的《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

控三年行动方案》，建立基层村镇执法帮扶

机制，通过 10 天巡查检查、3 天线索深挖、7
天问题整改，实现对重点街乡镇环境问题的

精准发现解决。2024 年以来，共开展联合执

法帮扶 12 次，出动执法人员 240 人次，检查

移动源点位 172 个，发现问题 18 个，目前已

全部要求整改。

“以往交界地带易被忽视，成为监管盲

区，现在变成共治示范区。”房山区生态环境

执法人员表示，通过建立联合执法清单、统

一执法标准、共享监测数据，今年以来三地

已开展 12 次联合执法，查处跨区域违法案

件 8 起。特别是针对跨境运输车辆，实施“白

名单”互认制度，累计互认合规运输企业 46
家。

全民共治体系的构建更显治理智慧。充

分运用“线上+线下”举报线索，建立“定点+
流动”“日查+夜袭”的移动源执法模式，全面

督促运输企业完善柴油货车环保管理台账，

要求出车前检查车用尿素、OBD 故障及污

染控制装置是否正常使用。特别是根据举报

线索，针对垃圾运输车辆开展专项执法行

动，督促超标车辆和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

进行维修，达标排放后可正常使用。截至目

前共入户检查车辆 434 辆。

从“人海战术”到“智慧监管”，从“单打

独斗”到“区域协同”，房山区用“绣花功夫”

织密移动源污染防控网，不仅让蓝天成为常

态，更探索出了一条特大城市精细化环境治

理的新路径。随着“0.1 微克”治理体系的深

化完善，京南新城正向着“蓝天常驻、空气常

新”的目标稳步迈进，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

治贡献“房山方案”。 范华兵 董星晨 黄柏河呈现出两岸山绿、河流水清的景象。■ 周星亮摄

你会怎么形容一条清亮亮的河、一泓

碧悠悠的湖？

之于大地，它们是灵动的玉带、夺目的

珍珠；之于文人墨客，它们是“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等传诵至今的诗词；之于生活在

这片辽阔土地上的人们，它们是儿时与小

伙伴玩水嬉戏的记忆，是家门口看不厌说

不腻的风景，是旅行时一见倾心的美好。

除了美，今天，越来越多的河湖还多了

“幸福”这个形容词。

把江河湖泊打造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湖，是国家“江河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水利部与各地各有关部门一道积极

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越来越多的河湖“呼吸”

更加顺畅，风景更加秀美，漾着幸福味儿。

河安湖晏 铺就幸福底色

一出门便被闹猛的春讯感染，浙江省

金华市浦江县大畈乡夏明村村支书陈伟山

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壶源江边。沿江骑行

道上不时闪过骑行爱好者的身影，道旁的

樱花开成了霞。

作为村级河长，陈伟山每天都要沿壶源

江走走看看。江边出生、江边长大的他，对这

些年壶源江大畈段的变化了然于胸。“十几

年前这条河是‘牛奶河’，你想想牛奶的颜

色，就知道这条河被污染得有多严重。”陈伟

山不自觉地皱起眉头，“当时乡里的水晶工

厂多，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特别细的白色玻璃

尘渣夹在污水里排到河里，经年累月，河就

成了翻着奶白色泡沫的‘牛奶河’。”

2013 年起，浦江铁腕治水，关停全县

1.8 万家水晶工厂，打响了浙江“五水共治”

第一枪。这些年，在水利部门的指导下，大

畈乡累计投入 5000 余万元实施壶源江流

域大畈段综合治理等水利工程。“我带着村

民拆除违建、清运垃圾，看着形态各异的堰

坝建起来，从前塌陷的河岸成了亲水平台、

骑行绿道，堆满废料的河埠头成了观景台，

曾经的‘牛奶河’成了靓丽的风景线。”聊起

这些，陈伟山的脸上泛出笑容。

好生态，是幸福河湖的底色。日前，水

利部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制定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意见》，明确到 2035
年，河湖面貌全面提档升级，“河安湖晏、水

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

幸福河湖基本建成。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

幸福河湖建设。国家层面，2022 年以来，水

利部会同财政部在全国遴选 62 条（个）河

湖，实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为了这良好的河湖生态，各地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治污治乱。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司长

陈东明透露，依托河湖长制平台，水利部指导

督促各地累计清理整治侵占破坏江河湖库的

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四乱”问题 28 万余个，

推动江河湖库面貌实现历史性转变。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各地加强水

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排查入河排污口

33 万余个；开展黑臭水体治理，3000 多条

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县级

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 80%，国家监管

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率达 82.3%。2024 年

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 90.4%，较

2016 年上升 22.6 个百分点。

水生态修复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可见可

感———长江、黄河稳步恢复生机与活力，断

流百年的京杭大运河连续 4 年全线贯通，断

流干涸 20 多年的永定河连续 5 年全线贯

通，海河流域“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状况得

到扭转，“华北明珠”白洋淀重绽光彩……越

来越多的河湖恢复生命，越来越多的流域重

现生机。

文脉不息写在水上的书读也读不完

湖南省长沙市圭塘河羽燕湖畔的共享

图书馆里，市民余悦又带孩子来“打卡”了。

“我们周末一有空就来坐坐、看看书，看累了

抬头就能看到养眼的湖景，很惬意。”余悦一

脸满足。

圭塘河是浏阳河汇入湘江前的最后一

条支流，也是长沙最长的城市内河。除了控

源截污、生态修复，长沙对圭塘河推进景观

提升等工程，使圭塘河畔成为融生态示范、

运动休闲、文化艺术等为一体的城市景观。

“沿岸绿化约 230 千米，修复湿地 40 公

顷、河滨缓冲带 44.5 千米，我们还推进两岸

风光带建设，让浏阳河岸成为市民健身休闲

的热门场地。”长沙市水利局河湖管理处处

长何璇说。

水清了、河畅了，只是第一步。建设幸福

河湖，岸上的风景岂能逊色？除了基本成为

“标配”的景观提升工程，各地在弘扬河湖文

化上做文章，让水岸交融的风景更有看头。

白墙黛瓦、青石板路、小桥流水……来

到浙江绍兴，就一头扎进了没有围墙的博物

馆。浙东运河（绍兴段）穿城而过，轻轻摇晃

的乌篷船仿佛有放慢时间的魔力。作为京杭

大运河的延伸段，浙东运河凝结着古代人民

的杰出创造，在中国和世界内河航运史上有

着独特地位。行走在这座被运河滋养着的城

市，所见的是风景，亦是文化。

比如桥，运河与古桥，相伴相生，八字

桥、题扇桥、广宁桥……700 余座各式古桥

连街接巷，五步一登、十步一跨。比如酒，提

起绍兴，很多人一定先想到黄酒，早年间，绍

兴黄酒能走向世界，离不开优质的鉴湖水，

也离不开运河的水上运输通道。

古城里、运河边，仓桥直街上，游人如

织。“点个黄酒咖啡尝尝吧”“来杯黄酒奶茶”

……一家衍生品主题门店前，几位游客正在

点餐。

说到这些创意产品的灵感来源，绍兴绘

璟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尉韦媛打

开了话匣子。“运河文化为绍兴黄酒的酿造

技艺与文化传承铺设了深厚的历史舞台，现

在我们针对年轻人的喜好把黄酒文化融入

更多创意产品中去，希望游客喝完黄酒咖

啡、黄酒奶茶能记住绍兴的黄酒、绍兴的河、

绍兴的桥。”尉韦媛笑着说，“很多游客手拿

黄酒奶茶在古桥上打卡拍照，还意外带火了

附近的宝珠桥呢！”

写在水上的书，越千年，读不完……

最是文化润人心，水脉亦文脉。建设幸

福河湖，旨在实现人与河湖的和谐共生。在

这一进程中，要以保障水安全为基石，以营

造宜居水环境为依托，以维护与修复健康水

生态为命脉，以弘扬先进水文化为灵魂，深

入挖掘河湖沿线的历史文化、民俗特色及人

文精神，多措并举，让河湖成为生生不息的

生态纽带，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让自然

之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点“水”成金 生态好水化为经济活水

春光正好，这几天，夏明村村民陈川经

营的营地迎来很多来露营和玩皮划艇、桨板

的游客。“我的生活离不开壶源江。”陈川说

道，“以前我经营水晶厂，算是河的破坏者。

现在我是受益者，河的生态好了，来的人多

了，我就建了这个营地。现在每年来营地玩

的游客超过 5 万人次，我们也算是周边小有

名气的打卡地！”

这是大畈乡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

陈伟山说，大畈乡依托“15 分钟亲水圈”建

设，把各村拧成一股绳，建立了“亲水圈共富

联盟”。“政府引导+村民入股”的模式，激发

更多村民走上因水致富之路。目前，大畈乡

构建了壶源江、双姑源、清溪源三条滨水产业

带，形成滨水休闲、乡村文旅、民宿康养三大

特色产业，年均吸引游客超 210 万人次，带动

农副产品年销售额突破 150 余万元，助推各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全覆盖。

放眼全国，这样点“水”成金的实践比比

皆是。各地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化路径，创新“河湖+”“水利+”经济融

合发展模式，构建以河湖为轴线的高质量发

展空间，以幸福河湖建设带动产业结构调

整，让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更浓、成色更足、底

色更亮。

“我们还加快生态价值转化，比如河源

市依托万绿湖的优质水，吸引多家饮用水头

部企业落地投资，‘生态好水’加速转化为

‘经济活水’。”广东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说。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后，金山银山如

何反哺绿水青山？生态这碗饭怎么吃得长久？

“水生态价值转化需要不断创新。我们

正积极探索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的良性

循环机制，把转化得来的资金，再投入到持

续改善绿水青山当中去，进一步激发全社会

爱水护水治水积极性。比如绍兴市新昌县推

动的‘共富贷’5 亿元贷款授信，其中明确 4
亿元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金华市磐安县

南西溪小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的同

时，要求第三方将年产值 10%的资金，用于

水源涵养和生态功能维护提升。”浙江省水

利厅厅长李锐说。

绿水逶迤、碧波荡漾、长堤如画、文脉不

息、发展向优、人水和谐……河湖，流淌着幸

福…… 陈晨

广西南宁邕江风景。■ 水利部供图

———我国积极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水清岸绿，家门口就是“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