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动态

通过持续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国生态环

境质量近年来持续改善。在生态环境部近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兼水生态

环境司司长张波表示，我国水生态破坏以及河湖

断流干涸等情况目前依然较为普遍。2020年将更

注重河湖生态保护修复，“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

鱼和谐”成为“十四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追求的目标任务。

打通水里岸上，实现重要
水功能区监测“四个全覆盖”

张波说，通过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9 年，我国 1940 个地表水国控断面中，水质优

良断面比例同比上升 3.9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

例同比下降 3.3个百分点。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底，3 年多时间里，累计完成 2804 个水源地 10363

个问题整改，一批久拖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得到纠

正，7.7 亿居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大幅提升。

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 86.7%，其

中 36 个重点城市消除 96.2%。长江流域水质优

良（Ⅰ—Ⅲ类）断面比例同比上升 4.2 个百分点，

达到 91.7%；劣Ⅴ类断面比例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

点，达到 0.6%。全面完成长江流域 2.4 万公里岸

线、环渤海 3600 公里岸线及沿岸 2 公里区域的入

河、入海排污口排查。“十四五”时期，国家地表水

监测断面将从 1940 个增加到 3600 多个，打通水

里和岸上，实现重点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地级

及以上城市、重要水体省市界、重要水功能区的

“四个全覆盖”。

河湖水底成“沙漠”，也应
讲“森林覆盖率”

张波说，从环境角度看，各地以水污染为代价

的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

提高。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水生态环境

保护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水生态

破坏以及河湖断流干涸现象较为普遍，重点湖泊

蓝藻问题虽经多年治理仍居高不下，环境风险隐

患不容忽视。

“从根本上来讲，当前河湖生态破坏的现象还

是一些地方没有真正认识到河湖生态的价值。比

如河湖缓冲带是重要的生态空间，但我国很多河

湖缓冲带被企业、养殖业和农业生产占用。”张波

说，还有一些生产活动是以破坏水生态为代价

的。“我最近到一些地方调研了解到，当地拖网捕

捞，湖水深 3 米但拖网高达 9 米，大约每隔 90 公分

就有一个一斤多重的铅坠，在湖底拖来拖去，湖底

一根草都没有了，湖泊水底变成‘沙漠’。还有一

些地方用吸泥船挖螺蛳，把泥吸上来，用筛网一

筛，螺蛳就出来了，把底部水生态破坏得一塌糊

涂。还有一些地方养蟹，养蟹的水底连根草都不

剩。我们在岸上讲森林覆盖率，水里也应该讲森

林覆盖率。”

做好守退补，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

张波认为，保护水生态环境，要推动做好守、

退、补的工作。守是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河湖

最重要的生态空间是水源涵养区、河湖水面及其

缓冲带，生产活动不能老是跟水生态对着干，要把

重要的生态空间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出来。划出

来之后还要严加保护，坚决不允许在这个空间里

新上破坏水生态的生产项目。

退是指尽最大可能把破坏水生态的生产活动

从生态空间里退出来，并在不破坏生态空间基本

功能前提下，建设亲水设施，实现人水和谐。补是

指开展河湖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建设，在排污

口的下游、河流入湖处，建设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

程、恢复生态植被。

2020 年是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是

谋划“十四五”工作的关键年。生态环境部启动了

《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这也是生态环境部成立以来编制的第一个流

域规划。

张波说，“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鱼和谐是该

《规划》追求的目标任务”。

该《规划》编制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协同好水生态、水资源、水环境。在水资源方

面，以生态流量保障为重点，力争在“有河有水”实

现突破；在水生态方面，以维护河湖生态功能需要

为重点，明确河湖生态保护修复措施，力争在“有

鱼有草”实现突破、让生物多样性增加、生物链完

整性更好，水体自净功能更强大；水环境方面，有

针对性的改善水环境质量，让群众能游泳、垂钓、

“人鱼和谐”。

“美丽中国的建设不是在专家指标体系中，而

应该是老百姓记忆里的美丽河湖中，我们要让它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张波说，还要重现土著鱼类

或水生植物数量等，以河湖历史上曾有的土著鱼

类、水生生物甚至鸟类为导向，“这样一些亲民指

标会在‘十四五’规划中体现出来”。

湖泊水底被拖网拖成“沙漠”

生态环境部：有鱼有草、人鱼和谐才是美丽河湖
本报记者 李 禾

随着生态文明
建设进入快车道，
神州大地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
祖 国 各 地 生 机 盎
然，我们赖以生存
的家园正变得越来
越美。图为雄安新
区白洋淀。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麻

涌镇，一走进公园就能看到这里绿树成荫，美

人蕉等鲜花正在盛开，游客坐着游船沿湖荡

漾；上岸后，还可参观渔人码头、古梅乡韵，品

尝岭南特有美食。可是谁能想到，昔日的华阳

湖畔，曾密布着上百家高污染企业、非法养殖

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排其中，河涌淤塞又

黑又臭……日前，记者跟随生态环境部调研组，

对华阳湖通过环境综合整治，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进行实地采访。

麻涌镇水系发达，河涌密密麻麻，故以“麻涌”

命名。地理位置优越，与广州经济开发区仅一桥

之隔。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麻涌镇工业快速发

展，成为招商引资的热土。但是电镀、牛仔裤水洗

漂染等“两高一低”企业先入为主，占据了土地等

要素资源。位于麻涌镇第二涌工业开发区的广东

中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距离华阳湖并不远，当时

年产值七八亿元，每年上缴税收有四五千万元，曾

是麻涌的纳税大户。但由于污染问题，这家企业

屡遭村民投诉，一度被纳入广东省环保“黑名单”，

随后被中央、省、市三级环保部门挂牌督办。

华阳湖位于麻涌镇 4条主要河流的交汇处，

地势低洼，经常受到海潮侵蚀，4 条河的沿岸曾

分布着上百个禽畜养殖场。一些小型养殖场把

馊水作为饲养畜禽的饲料，在河涌边堆积垃圾。

再加上居民生活污水直排，华阳湖俨然成了东莞

的“龙须沟”。

麻涌镇副书记陈文龙说，多种污染因素叠

加，导致华阳湖的入湖河水发黑发臭，最终华阳

湖的水质变成了劣Ⅴ类。

污染叠加，华阳湖水质曾变成劣Ⅴ类

产业结构位于低端、地区发展后劲弱化、本

地年轻人出走，麻涌该如何发展？在东莞，包括

麻涌镇在内的“10 镇 1 港”，自然地理条件、社会

经济条件类似，都存在土地资源粗放利用、生态

环境遭受破坏等问题。东莞市在 2012 年提出，

以水乡“10镇 1港”为基础，探索同类型经济区域

的一体化，推动发展模式从粗放分散向集约有序

转变、资源配置从行政区配置向经济区整体配置

转变、空间布局从自然生长向规划引领转变。

2013 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东莞水乡特

色发展经济区发展总体规划（2013—2030 年）》，

这也是广东省首个以水乡特色为发展主题的省

级战略经济区。

顶层设计有了，麻涌镇迅速行动起来。通

过对全镇 14 个行政村全方位调研摸底，请专

家论证，确立了《建设美丽麻涌之五区九园六

纵四横规划与设计》的跨越式发展蓝图。发展

水乡特色经济，打造美丽华阳湖，实现绿色崛

起。

据统计，当时全镇列入整治对象的共有 121

家企业，先后关停海珠纺织厂等 185 家污染企

业，腾出用地近 2000亩。“以奖代补”提升了企业

提前退出的积极性，并减少了企业损失。累计清

拆非法禽畜养殖场 223 个共 16.5 万平方米，腾挪

节约农用地 225亩。

陈文龙说，除了污染企业和非法养殖场的拆

顶层设计，综合整治工程成效显著

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建设和环境改善

还在持续进行。日前，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牵头举

办的“广东省首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十大范例”

中，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脱颖而出，进入了

十大范例。

绿水青山回来了，“金凤凰”也跟着飞来了。

生态环境再造吸引了电商物流、珠三角汽车博览

中心等一大批优质项目入驻麻涌，改变了当地的

产业格局。比如引进京东电商项目，2018 年实

现电商贸易额从 2015 年的 6 亿跃升至 212 亿

元。而京东亚洲一号项目在 2019 年投产运营

后，预计实现销售额约 250 亿元。自 2014 年以

来，云南城投集团岭南水乡小镇项目、碧桂园集

团机器人智能制造等一大批重大项目落户，总投

资达 325亿元。

生态环境再造也带动了华阳湖周边土地升

值，让村民共享生态与经济效益。如麻三村临湖

一块 32亩土地，租金从每月每平方米 1元提高到

45.5 元。光是这一块地，每年就为麻三村带来

1223 万元租金收益。华阳湖景区里，投入 3.5 亿

元建成“走进香飘四季”“古梅乡韵”“曲水岸香”

“南繁盛景”“和乐漳澎”等幸福村居项目，实现了

美丽乡村全覆盖，优化了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

升农村品质。

华阳湖优美的生态环境还让周边逐步转型

成为文化创意、科技研发、生活服务、生态休闲等

产业集聚区。成了创业创新的热土，让村民能在

家门口就业。曾经出走的麻涌人纷纷回到家乡创

业。华阳湖边的一家餐厅老板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随着越来越多游客来华阳湖湿地公园旅游，她

的小餐馆生意火爆，到了周末还要请5个兼职。

华阳湖的环境综合治理实现了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2018 年，麻涌镇

生 产 总 值 260.55 亿 元 ，比 2013 年 增 长 60.8%；

2018 年 ，税 收 总 额 43.3 亿 元 ，比 2013 年 增 长

65.8%；2019 年 1 月—10 月，全镇接待游客约 498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8.4亿元。由此，麻涌镇获

得了中国粮油物流加工第一镇、中国现代港口第

一重镇、中国曲艺之乡、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绿化

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生态环境再造，绿水青山引来“金凤凰”

从东莞从东莞““龙须沟龙须沟””到国家湿地公园到国家湿地公园
华阳湖生态再造带动产业升级华阳湖生态再造带动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李 禾 迁或退出外，麻涌镇投资 2.5亿元，对华阳湖进行

截污清污、清淤疏通、修复水体、美化堤岸等工

程。在华阳湖周边 14 个村开展幸福村居建设。

特别是通过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建成 22 公里独

具岭南水乡特色的水上绿道，达到“水水相通、路

随水走”的效果。

生活污水乱排也是麻涌河水黑臭的根源之

一。为此，麻涌镇统筹规划截污管网，统一收集

处理污水。但因为有些管网铺设到村民的家门

口，挖路、凿墙等施工会影响村民，有些村民还担

忧会影响自家房子的安全。为了顺利推进管网

建设，麻涌镇政府牵头，协调各村村委成立工作

组，挨家挨户入门做思想工作。“做村民工作就是

要做细、做实，没有捷径可走。”麻涌镇一位环保

负责人说。

如今，麻涌镇建成截污主干管 30.23公里、次

支管网 58公里，建成 3座污水提升泵站及 1座污

水处理厂，年均污水处理达 1100万吨。

截污清淤、水利建设、绿化修亭等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效果显著。如今的华阳湖国家湿

地公园，天蓝地绿水清，水利功能突出，蓄水

量 达 320 万 立 方 米 ；麻 涌 的 内 河 涌 水 质 迅 速

从劣Ⅴ类恢复到了Ⅲ至Ⅳ类。水乡生态环境

也得到极大恢复，鱼、虾等水生动植物随之大

量繁殖，白鹭等鸟类重回栖息。正如《水乡梦

赋》所 描 述 的 ：“ 碧 波 斑 斓 ，树 绿 气 清 。 舟 舸

竞渡，泽乡花海渺渺……流水淙淙，游人乐而

忘返。”

新华社讯 （记者赵倩）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了解到，为推动水环境质量改善，从 2020年起，宁夏将对纳入全

区各市县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的 72 个断面（点位）开展地表水环

境质量排名工作，按季度向社会公开排名结果。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方案（试

行）》，宁夏将对各市县地表水、主要排水沟水环境质量状况和水环

境质量变化分别进行排名，其中地表水考核断面（点位）37 个，主

要排水沟断面（点位）35个。依据相关规定，排名将采用统一的指

标 和 方 法 计 算 城 市 水 质 综 合 指 数（CWQI）及 变 化 程 度（△

CWQI），两项指标都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名，名次越靠前表明

水质状况越好和水质改善程度越高。

宁夏地表水环境质量将按季排名

新华社讯（记者央秀达珍）记者近日从青海省气候中心获悉，

受青海湖流域降水偏多影响，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水位

2019 年上涨 0.56 米，至此已连续 15 年上涨，水位恢复至上世纪 60

年代初水平。

青海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戴升介绍，2019 年青海湖流域年

降水资源量为异常“丰水年”。降水量异常偏多，流域各条河流径

流量持续增加，使得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

据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资料显示，2019 年平均水位为

3195.97米，较上年上升 0.56米，2005年至 2019年共上升 3.11米。

数据显示，2019 年青海湖流域平均降水量为 447.7 毫米，较常

年偏多 2 成。青海湖流域各地降水量在 444.2 至 451.2 毫米之间，

较常年均偏多 2 成。青海湖流域周围各条河流径流量增加，水位

持续上升。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素有“中国最美湖泊”的美誉，

它不仅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也是阻遏西

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

业内专家表示，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有利于周边气候变湿变

暖，对改善当地野生动植物和鸟类栖息环境以及整个环湖地区的

生态环境都比较有利，但是水位持续上涨或将对周边旅游设施带

来不利影响。

青海湖水位连续15年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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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讯（记者李丽静）远程控制重要闸门开关，实时察看水

库水量，统筹调度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信息化技术为黄河水

量调度装上智能“大脑”，并已覆盖黄河干流。近日，河南省政协委

员、黄委会信息中心副主任寇怀忠亮相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委员通道”时，公布上述消息。

黄河全长约 5464 公里，占全国 2%的河川径流量，滋养着全国

12%的人口，灌溉着 15%的耕地。

黄委会作为“母亲河”的大管家，从 2013年起，提出建设“智慧

黄河”的目标。现在黄委会已经建立了先进的黄河水量管理调度

信息化系统。工作人员可以远程实时察看水库、闸门的运行，掌握

水库有多少水、再放多少水；也可以远程控制重要闸门的开关，实

现了黄河连续 20年不断流，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

寇怀忠说，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 80%，远超一般流域

40%生态警戒线。水资源仍然是最大的刚性约束。目前，黄河水

量管理调度系统主要覆盖黄河干流，部分支流还未覆盖。下一步，

黄委会将大力推进“智慧黄河”，充分利用 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提升对水资源的动态监测能力，实施干支流一体化调度，深度

节水控水，合理分水，管住用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智慧黄河”已覆盖黄河干流

新华社讯（记者胡璐）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长江水

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水生生物资源呈现急剧衰退趋势。农业农

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全力拯

救和保护长江水生生物及其生存环境，遏制水生生物多样性的衰

退趋势。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分布

有 4300 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 400 多种，170 多种为长江特有

种，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受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中华鲟、长

江江豚、长江鲟等珍稀濒危物种的自然栖息生境遭到破坏，水生生

物保护工作形势严峻。

针对近期社会关注的白鲟多年未见的问题，这位负责人说，白

鲟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

级保护物种。1983 年以来，国家采取禁止商业捕捞利用、建立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一系列保护措施来试图挽救该物种。遗憾的

是，2003年以后长江流域没有再发现白鲟。

专家认为，洄游通道阻隔、产卵场消失、过度捕捞、航运、水污

染和饵料鱼类资源下降等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影响，导致白鲟数量

减少，繁殖规模下降，繁殖频次降低，当繁殖活动停止且高龄个体

逐步趋近生理寿命后，种群逐步走向衰退。

这位负责人还说，近年来，为全面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农

业农村部先后发布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等多个物种的拯救行

动计划，并以这些旗舰物种为抓手，完善保护制度、推进常年禁捕、

构建保护网络、规范经营利用，取得明显成效。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续推动全面落实濒危物种拯救行动

计划、开展珍稀濒危水生生物迁地保护行动，实施自然种群与栖息

地就地保护工程，加强长江水域网格化监测站点布局建设，强化重

点物种人工繁育技术攻关。还将稳步推进长江禁捕工作、系统实

施生态修复工程、持续加大保障投入力度，全力拯救和保护长江水

生生物及其生存环境。

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急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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