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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
江西抚州保护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以 水 润 城 兴 百 业
保护水源、涵养生态，护“一泓清水永

续北上”；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向黄河流域河湖、湿地生态

补水 2.4 亿立方米；以水润城、以水兴业，

好生态带来好生活……行走在陕西大地，

守绿换金、添绿增金、借绿生金，生动的生

态文明建设实践正在这里蓬勃开展，不断

丰富与拓展绿色发展的内涵与外延。

人水和谐风光好

在陕西汉中市宁强县汉水源国家湿

地公园内，风光旖旎，山峻谷狭，两岸青山

掩映，奇峰怪石点缀，飞瀑流泉高悬。

汉水源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汉江源头

秦巴山地交汇区，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作为汉江源头重要的自然保护地，对改善

区域气候和保护汉江源头的生态环境发

挥着重要作用。

“宁强汉水源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区是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其

湿地资源的保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为

‘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提供了重要保障。”

宁强县水利局局长高正宝表示，通过建设

湿地公园，宁强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关停

部分耗能高、污染严重的企业，加大排污管

理和污水处理力度，进行生态环境治理。

同时，通过实施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工程、

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及生态效益补偿，不

断提高森林覆盖面积，使生态环境步入良

性发展轨道，汉江水源得到充分涵养。

得益于汉水源国家湿地公园优良的生

态环境，宁强县汉源街道汉水源村村民邓启

严投资 10 万元将自家闲置的老房子改造

成了一家名为栖迟小院的民宿。“以前在外

打工，现在开了民宿，平均每天能接待一二

十个客人，每月收入 1 万多元。客人多的时

候还会叫乡亲们来帮忙，每人每天工资是

80~100 元。”邓启严说，民宿今年 4 月开业

后客流不断，暑假期间更是客似云来。

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不仅提升了当

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的水源安全提供有力保障。汉江出境断

面水质持续保持优良，连续多年稳定达到域
类以上标准，源头水质更是达到玉类标准。

“宁强这座三千里汉江第一城，为保

护水源、涵养生态交出了一份绿色答卷。”

高正宝介绍，宁强县通过柔性治水改善河

湖生态，累计投资 6 亿元，实施了汉江源

头生态保护项目、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

保持项目等一系列生态治理工程。通过这

些项目，宁强县治理河长 36.31 公里，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1586.26 平方公里，新建

加固堤防 27.37 公里，水生态系统形成良

性循环，河流面貌得到显著提升。

自 2009 年起，汉中市坚持汉江源头

水生态保护修复和美乡村建设与生态产

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陕西省副省长窦敬丽表示，陕西系统

加强水生态修复保护，聚焦秦岭“中央水

塔”生态保护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

涵养，加强汉丹江治理，汉江、丹江出省断

面水质长期稳定在 II 类以上。

渭河滋润添新景

漫步在亲水栈道观赏荷花、芦苇摇曳，

不时有水鸟出现在水面上。渭河咸阳城区段

优质的水源和优美的环境，让这里逐渐成为

咸阳城市文化及市民休闲活动中心。

“以前这里是一片光秃秃的滩涂地，

水又脏又臭，大家根本不会来这里。现在

水清景美，来的人多了。”67 岁的市民刘

荣华说。

咸阳市渭河生态保护中心党支部书

记王振华说：“渭河流域是黄河流域重要

组成部分。我们采取‘聚住水、留住水、涵

养水、用好水’的柔性治水理念，将一河两

岸整体规划，全面实施渭河咸阳城区段综

合整治，开工建设渭滨、古渡、钓鱼台 3 个

片区生态治理修复工程，将这里建设成为

集防洪、生态保护、休闲观光等功能于一

体的绿色生态走廊。”

近年来，咸阳以河湖长制为抓手，持

续开展渭河岸线整治、防洪治理和生态修

复工作，实施渭河咸阳城区段续建工程，

进行水面景观建设和滩面生态治理。治理

后，渭河咸阳城区段总长度 16.82 公里，

水面面积 10780 亩。良好的环境，为依水

而居的群众带来了新生活。同时吸引了大

批不同种类的野生禽鸟到此繁衍生息。其

中就有卷羽鹈鹕、东方白鹳等对环境敏感

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如今，这里‘洪畅、堤固、水清、岸绿、景

美’。”王振华说，截至目前，咸阳市累计完成

水利投资 54.71 亿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

942.9 平方公里，85.75 万人饮水安全保障

水平提高，综合治理河长 68.4 公里。

以水润城、以水兴业，渭河咸阳段综

合治理，是陕西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好见证。

“长期以来，陕西省聚焦水资源这个

关键要素，推进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

治理。”窦敬丽介绍，陕西省发布省总河湖

长令，建立河湖长制考核体系和“河湖长+
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治河模式。11 个

国家考核重要断面生态流量全部达标，向黄

河流域河湖、湿地生态补水 2.4 亿立方米，

红碱淖跨省区每年补水 100 万立方米。

兴业民富乡村美

水清岸绿，鸟语花香。安康瀛湖生态

旅游区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地处我国

南北过渡带，是陕西省最大的河道型湖

泊，其入水量占丹江口水库总入水量的

60%以上，承担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

涵养的重要职责。

桥兴村坐落于风景如画的瀛湖之畔，

400 多户村民曾以打鱼为生，瀛湖下曾有

很多网箱，网箱养殖对瀛湖水质造成很大

影响。

2018 年，为了保护水质，瀛湖库区实

行十年禁渔。随着水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

推进落实，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瀛湖的水

质得到了显著改善，出境断面水质持续保

持在域类以上标准，源头水质更是达到玉
类标准，不仅保障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水质安全，也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如今，瀛湖已成为游客休闲度假的热

门目的地。曾经的渔民也纷纷告别“水上

漂”的生活，回到岸上投身生态农业和乡

村旅游业。

梁永菊一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把

自家房屋租给了陕西文投安康文化旅游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她家的院子和房屋被改

造成拥有 5 间客房的瀛家·耕读民宿，每年

可获得 8 万元租金。与此同时，梁永菊被聘

为民宿管家，每月还能再挣三四千元。

“现在，瀛湖的水更清了，景更美了，

游客也越来越多了。今年‘五一’假期，我

们村滨水区域每天都是游客爆满，暑期游

客更是络绎不绝。”瀛湖镇桥兴村党支部

书记唐汉邦说。

桥兴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

生态资源优势，围绕“旅游+乡村振兴”谋

思路，挖掘特色资源，积极开发农耕文化、

渔家风情民俗、生态农业采摘等乡村旅游

体验项目，辐射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山下旅游火爆，山上瓜果飘香。“今年

6 月，我家的 50 亩枇杷再获丰收，收成超

过 1.6 万斤，带来超过 30 万元的收入。”

村民孟发明种植枇杷 50 余亩，茶叶 10 余

亩，还成立了孟里农舍休闲农业家庭农

场，曾是老渔民的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

新果农。

在桥兴村，像孟发明这样转型上岸的

渔民还有很多。在生态保护的同时，桥兴

村还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目前，瀛湖镇共

有枇杷栽植农户 1176 户。2023 年瀛湖枇

杷产量 500 余吨，销售额突破 2000 万元，

户均增收 2 万余元。

生态好带来生活好。陕西省委书记赵

一德表示，要牢记陕西生态环境保护是关

系全国生态环境大局的“国之大者”，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切实担负起守护中华民族祖脉、筑牢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

时代责任。 雷婷

自贡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南部重要城市、我国老工业基

地，也是全国首批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之一，素有“千年

盐都”“中国灯城”之称。

长江二级支流釜溪河穿城而过，这一流域承载了全市 3/4 的人

口、近 80%的 GDP，而这条河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可

很难想象，位于“千河之省”的四川，自贡却是全国 50 个严重缺水城

市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省人均水平的 14.6%。

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无论是水环境治理，还是产业转型升级，

自贡都在经历一场浴火重生。近年来，自贡市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用

好管好水资源，持续探索水环境管理转型，努力做优做好“水文章”。

留水：努力补齐 4500 万立方米生态用水缺口

4500 万立方米是自贡市生态用水的缺口。这一数据始终是压

在自贡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云义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缺水，尤其是缺少生态用水，让自贡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面

临很大压力。“自贡市长期干旱少雨，河流径流量小，水环境容量也

小，且水资源分布不均，枯水期降水仅占全年的 8%，2023 年，釜溪

河流量直接下降了 34%。”张云义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贡市主动迎接挑战，

求新求变。2023 年，探索实施“留水工程”，聚焦

水库工程、小流域综合治理、小农水工程、再生

水利用 4 个方面，制定筑堰扩容、病险水库整

治等 10 项举措，着手解决“留住活水”的问题。

“这项工程有效将水资源留了下来，蓄丰

补枯，扩大水资源总量、水环境容量，从源头缓

解全市生活生态生产用水短缺矛盾，对改善小

流域水环境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沿滩区

舒滩河旁，沿滩区水务局副局长袁祥坤介绍。

舒滩河是釜溪河支流，是周边村民生产生

活用水的重要来源，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

物难免入河。在枯水期流量不足的情况下，支

流水质对釜溪河的影响十分明显。

“让‘好水’有时间留在河道里，一方面可

以增强支流的自净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

枯水期补充干流生态水的目的。”袁祥坤说。

数据显示，自“留水工程”实施以来，自贡

市累计完成整治病险水库 27 座，新建、整治石

河堰 87 座，整治山坪塘 476 座，新建蓄水池

480 座，恢复囤水田 6.7 万亩，小流域生态修

复、再生水利用工程等均有序推进，实现新增

和恢复“留水”约 3950 万立方米。

治水：着力建立全面立体管理体系

在自贡市高新区，四川创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创美）工作人员陈建已在

釜溪河边工作了一年多时间。

作为高新区的“技术河长”，四川创美工作人

员自 2023年 4 月起，开始负责污染源排查、水质

监测、内源调查、应急处置等综合管控工作。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通过微信工作群，

‘行政河长’及时安排部署重点工作，‘技术河

长’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问题，生态环

境部门每日调度督促问题整改。”高新区环境

与应急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张帆说。

数据显示，作为“技术河长”，四川创美工

作人员累计开展日常巡查 350 余次，加密监测

水质 200 余次，完成专项调查 3 个，排查各类

排口 300 余个，总巡河里程超 8000 公里，发现

并整治水环境问题 77 个。

“行政河长+技术河长”的创新，是自贡市建立“河长制+X”工作

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是为辖区水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有力的

技术支撑。

治水的关键，还有责任体系的建立和工作压力的传导。

缺水城市并不意味着河流少、压力小。除了 50 条河流，自贡市

境内还有 375 座水库、11 条渠道和 29 个塘坝等重要水体。

基于此，自贡市实行“河长+段长+点长”三长制，压实市、县

（区）、镇（乡）、村、组 3650 名河段点长责任，调动民间河长、公益团

体等参与，织密河湖管理保护监管网络。

此外，自贡市创新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第一副厂长”制度，落

实乡镇领导干部包厂责任，及时解决污水收集、设施运行、工作衔接

等问题，确保了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而《釜溪河流域支流水质监测及结果运用办法（试行）》的出台，

则让治水既有“力度”、更有“速度”。办法要求每月监测、每月通报釜

溪河流域 32 个断面水质，对水质改善不力的，由责任区县政府向市

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纳入区县年度党政同责考核。

用水：以水定城以水定产促进转型发展

在全国率先出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在全省率先出

台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一系列“组合拳”让自

贡市水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数据显示，2022 年、2023 年，自贡市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

续两年保持 100%，较 2017 年提高近 90 个百分点。

在留住水、治好水的基础上，自贡市考虑的是如何将好水质、好

生态转化为好收成、好前景。

“今年 1~6 月，我们生产用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了 98.3%。”自

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保障部部长刘后胜说。

刘后胜表示，公司是西部地区唯一的大型钨品生产企业。虽已

获批釜溪河取水许可，但通过生产技术改造、污水处理设施升级等

措施，几乎不再采用河道水，获评了省级节水型企业。

“我们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产，通过上下游、岸上岸下等系统

治理，水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市民休闲娱乐有了新去处。”张云

义表示。

严禁“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

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提档升级化工、复混肥等传统产

业……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不断促进和引导着自贡的转型升级，使发

展的重点放在技术要求更高、产品附加值更高的高端产业上。

目前，自贡市以园区为主要载体，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为重要

依托，持续推进着力支撑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新材料、无人机及通航

等四大主导产业发展，努力推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大健康等 3 个

潜在优势产业实现明显突破，园区集聚效应不断增强，集聚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超 80%。

数据显示，2024 年上半年，自贡地区生产总值为 856.25 亿元，

同比增长 7.8%。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291.08 亿元，增长 9.6%；第

三产业增加值 485.85 亿元，增长 7.8%。好水质成为自贡经济增长

的活力源泉，自贡的水文章正越做越好，越做越活。 任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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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这土渠动不动就堵，水看得见

用不上，真发愁！现在混凝土新渠穿山越

岭，把水送到田里。”说起变化，万进良的

欣喜溢于言表。

万进良是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

龙和村三组的种植户，他家的水稻田曾经深

受缺水影响，其他种植户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多方努力下，混凝土水渠建成了，清冽的

水流进地里，乡亲们的心里暖暖的。

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市和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市，抚

州治山治水、护绿成“金”，以高品质生态

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巡山护林，保护林草资源
听着鸟叫，抚州崇仁县石庄乡富溪村

护林员杨爱华穿好巡护服，打开“林长通”

巡护 APP，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依托抚州市林长制智慧管理平台，

老杨和同事们每天的巡山轨迹会被自动

记录。巡山时，一旦发现乱砍滥伐、火情

等问题，护林员可以第一时间上报，方便

及时核实处理。使用时，还能自主设定无

人机对林地进行巡检。每天巡护下来，杨

爱华骑行 40 多公里、徒步不少于 9 公

里。

抚州精准实施森林抚育，依法打击毁

林毁草行为，科学开展造林绿化，持续创

建森林城市、自然保护区、森林（湿地）公

园。去年，抚州完成营造林任务 39.3 万

亩、森林抚育任务 7.7 万亩。今年 5 月底，

抚州境内首次发现珍稀濒危兰科植物南

方舌唇兰。目前，抚州共有植物种类 304

科 2933 种，古树名木 21529 株。

综合管护，创新机制治理水环境
在庄稼用水高峰期的时候，接连几

天，许仕兰都在忙着清理村里的沟渠。为

保障水流畅通，他争分夺秒除淤泥、去杂

草、清垃圾。作为抚州市广昌县驿前镇苦

竹村的综合管护员，许仕兰的职责是管护

好村内的 360 余亩农田、2 座山塘、9304
米灌溉渠道、19 座水陂。

“累吧？”有人问。“看着大伙儿日子红

火起来，再累也高兴，再说每年我还增收

4 万多元呢。”许仕兰说，前些年沟渠污染

严重，淤泥杂草丛生，经过多年治理，现在

水渠通畅了，看起来也很漂亮。

“以前，管护山塘水渠是各管各的，效果

不太好。”村党支部书记张腾飞介绍，县里实

施综合管护机制后，用人少了、成本降了，效

果反倒好了，需要管护时，一个电话，工作人

员就马上赶过来清理，高效省心。

广昌县水利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广

昌境内河网密布，农田灌排渠系发达，小

微型水利设施多，要管好这些水利设施，

单靠水利部门是不够的。为此，广昌县探

索实施农田水利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综合管护机制改

革。如今，全县综合管护人员仅 210 人，全

县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 2019 年的

0.50 提高至 2022 年的 0.517。

促进增收，发展生态农业
上唐镇是抚州市南城县水稻种植大

镇。这几年，上唐镇上舍村村民与麻姑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麻姑稻种植订单，销

路较稳定，价格也公道。

在当地政府和龙头企业带动下，南城县

麻姑稻种植订单面积已达 27.6万亩，带动和

辐射农户 2万余户，户均增收超 2000 元。

国控、省控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芋类

以上，抚州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大

力发展生态农业，使产地生态、产品绿色

成为优势特色，目前已有绿色有机农产品

675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31 个、名特优新

农产品 23 个，还创新推出了全市域、全品

类、全产业链的地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赣抚农品”。

南城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这些农

产品得到相关认证后，消费者认可度高，

在市面上的售价高于普通农产品，促进农

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赣抚大地绿意盎然、水天长碧，吸引

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众多游客。2023 年，全

市共接待游客 7621.97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632.85 亿元。 郑少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