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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近日，川渝

河长面对面访谈活动在重庆市潼南区崇龛

镇举行。川渝毗邻地区各级河长、6 地市

29 区县河长办代表齐聚一堂，共商跨界河

流联防联控联治，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

两地“三长”联合巡河

河水清澈、碧波荡漾……不久前来自

川渝两省市河长办及生态环保、交通运输

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乘船联合巡查琼江重

庆市潼南区崇龛镇段。这也是今年以来

川渝两地“河长+警长+检察长”首次联合

巡河。

如 今 ，琼 江 已 连 续 4 年 保 持 Ⅲ 类 水

质。但在 2018 年以前，琼江内的生活污

水、畜禽养殖等污染面宽量大，且由于跨界

河流治理涉及多区域、多部门，职责交叉、

条块分割，治理难度很大。

为此，潼南区与四川省遂宁市两地于

2021 年 4 月正式联合启动琼江幸福河湖

建设。他们坚持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标准、统一验收，共同编制实施琼江幸

福河建设方案。两地联合开展水境污染

事件应急演练，打击养殖污染、企业超标

排放等违法行为，把分头治水转变为联合

治水。

据了解，近年来潼南区实施“全民护

河、联防联控”两大机制，投资 16 亿元新建

和续建项目 51 个，实施“智慧琼江、美丽琼

江、生态琼江、文化琼江、联动琼江”5 项重

点工程和“基础工作补短板、管护能力提

升”两项基础工程。遂宁市安居区聚焦“清

河、畅河、靓河、护河”四大行动，实施“增水

扩容、水源保护、污染治理、岸线保护”四大

工程，投资 4.17 亿元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13 个，在管好琼江干流“大动脉”的同

时，管住支流“毛细血管”，推动全流域水环

境水生态不断向好。

今年 1 月，经川渝两省市联合验收，琼

江成为川渝首条跨界幸福河湖。联合巡河

中，两地河长、警长、检察长表示，他们将进

一步深化共识，加强协作，常态化开展联合

巡河、联合执法，让破坏琼江水生态环境的

违法行为无处遁形，让幸福琼江碧波长清，

让两岸百姓安居乐业。

深化跨界河流联防联控机制

川渝两地共处长江上游，水系同源、

河流相通，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

跨界河流有 81 条。这些河流总长 1 万多

公里，涉及长江、嘉陵江、渠江等干流，对

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近年来，两地加强跨界河流治理。记

者了解到，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任市镇自

身污水处理能力不足，而相邻的重庆市梁

平区文化镇污水处理厂具有较高的处理

能力。于是两地协商共用污水处理厂，实

现污水共治。此外，重庆市合川区和四川

省广安市共同加强环境信息化能力建设，

深入开展畜禽养殖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在

南溪河实现了河流共治，使南溪河水环境

质量得到根本改善。2023 年，南溪河水质

月达标率同比提升 41.7%。

重庆市水利局副局长、市河长办副主

任任丽娟表示，近年来，川渝两地始终秉承

“一家亲”理念，坚持“一盘棋”谋划、“一条

心”合作、“一体化”推进，在全国成立首个

跨省河长制联合推进办公室，建立跨界河

流联防联控机制，两地各级河长带头履行

河流管理保护主体责任，联手开展琼江、南

溪河等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重拳整治

妨碍河道行洪、污水偷排直排乱排等影响

河流健康的顽疾乱象。2022 年，川渝跨界

河流 25个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实现 100%，

较实施联合河长制前提高 4 个百分点，河

流面貌焕然一新。

据了解，“川渝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

治”做法获评成渝地区协同发展创新案例，

并作为国家发改委总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跨区域协作的 18 条经验做法之一，

在全国推广。

四川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省河长办

副主任刘锐表示，下一步，川渝两地将聚焦

问题治理、基层河湖管护、深化联防联控机

制等，落细落实河湖长制各项工作，全力守

护好川渝的江河湖泊。

川渝携手共护一江清水

微风轻抚，波光粼粼。春天的阳明湖如明镜一般，镶

嵌在绿山环抱之中。远处的湖床上盛开着粉白相间的花

草，形成了阳明湖独特的“湖底花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踏春。

阳明湖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年径流量 25.83亿立方米，

是长江流域一级支流赣江的重要水源地。曾经，阳明湖流

域水体富营养化趋势明显。近年来，通过当地系统治理，

全域水质实现根本好转，阳明湖也由此入选第二批美丽河

湖优秀案例。

水上垃圾曾充斥湖面

3 月末的一天上午，晨曦微露。在阳明湖过埠段的一

处水域，一条几十斤重的大青鱼“唰”地跃出水面，打破了

湖面的宁静。阳明湖渔业公司负责人张敏带着渔民们拉

网、赶鱼、转运、装箱、上车……一套作业下来，一条条富硒

生态鱼被打包装箱，发往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现在的水质好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生态放养的野

生青鱼，将近 30 斤，品质好、质量佳。今年肯定是个丰收

年。”张敏常年扎根于此，对水质的变化深有体会。

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以鱼净水、以水养鱼”的生

态养殖模式，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推动渔业持续健

康发展。

阳明湖地跨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崇义两县，水域面积

31 平方千米，森林面积 34 万亩，拥有瀑布、铁扇关、狮象山

等 30 余处风物景象。湖岸线长 264 公里，有 427 条形态各

异的湖湾和 42座星罗棋布的湖心小岛。

谁能想得到，如今如玉般清透的湖水曾经脏得像个垃

圾场。

时针拨回到 20 世纪 90 年代。那时，为了解决阳明湖

库区渔民的温饱问题，上犹县鼓励阳明湖库区群众从事网

箱养殖。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居民脱贫致富。

后来，政府加大对当地旅游业的扶持力度，水上餐馆应运

而生。虽然水上餐馆给游客提供了餐饮便利，但餐馆排入

湖中的污水、垃圾等严重影响了阳明湖水质，破坏了湖面

风景。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崇义县。“小时候，我爸只要出船就

能打几十斤鱼回来。而我当家时，湖里基本上打不到鱼，

只能搞网箱养鱼。”今年 50 岁的崇义县过埠镇村民黄先礼

感叹，虽然网箱养鱼挣了些钱，但由于过度养殖，加上缺乏

管理，阳明湖水体污染严重，经济效益每况愈下。

“其实大家心里都盼着，希望阳明湖能像以前那样清

澈。”黄先礼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餐饮和网箱养鱼，阳明湖流域矿山无

序开采、畜禽水产养殖盲目发展、污水垃圾收集处理不规范、

库区移民“水上漂”等问题让彼时的阳明湖由清变浑。

那时，水上垃圾充斥湖面，阳明湖里的水生动植物种

类减少，富营养化的水体像一层“油膜”罩住了阳明湖。

阳明湖急需“呼吸”。

综合治理提升水质

2012年，一场生态环境保卫战在阳明湖全面打响。

当年 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

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实施。这份文件在推动渔民上岸的同

时，也提出加强当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能确保一江清水送赣江。“上犹

县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对阳明湖库区进行水上、水面、水

下立体式、系统性的综合治理，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上

犹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让水上餐馆搬迁上岸，县乡村各级干部做得最多

的就是下湖、听取意见。

“那时，政府建议库区餐饮经营者上岸。我的餐馆搬

了两次。看到阳明湖现在的美景，觉得当时大家的努力

都很值得。”阳明湖附近的鱼馆老板陈昌佳说，搬家虽然

麻烦，但还给了家乡一湖清水。他相信今后的生意会越

来越好。

一条条兼顾生计与环保的转产上岸政策迅速出台，并

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库区数十家水上餐馆全部搬迁

上岸，上万套网箱网具全部清理到位。湖面环境慢慢修

复，水质逐渐变优。

“此外，我们还先后建成了上犹县生活污水处理厂、生

活垃圾填埋场、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的延伸与城

市扩展实现同步建设。”该负责人说，上犹县对 20多公里的

河道岸线进行综合整治，并在南湖湖畔开展水生态修复，

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和饮用水源。

崇义县编制《阳明湖生态环境保护总体实施方案》，为

阳明湖库区留足 1 公里生态控制线，周边 5 公里内山林划

入保护区管理。

“我们投入 4100 万元改造环湖低质低效林 21 万亩，实

施大江流域过埠段自然岸线保护与修复试点，投入 1.2 亿

元成功创建阳明湖国家湿地公园。”阳明湖国家湿地公园

工作人员吴薇艳说。

通过系统整治，如今的阳明湖撕去“油膜”，畅快“呼

吸”，模样大变。“原来都看不见水底，现在好多了。你看，

这片水深 3 米，可以清楚地看到湖底的水草和石头。”船夫

李显文向记者道出了湖区的喜人变化。

如今，阳明湖不仅被评为“中国好水”优秀水源，水质

优良率达 100%，还成为国家森林公园、4A级旅游景区。

科技守护湖区美景

近日，在阳明湖水域的小漓江景区，一叶扁舟划开湖

面、挑起涟漪。船长杨官发撑着竹筏，向筏上的游客介绍

这里的景点与文化。

阳明湖水域的优美环境离不开科技的保驾护航。走

进阳明湖管理处智慧指挥平台，一块大屏幕出现在眼前，

屏幕上闪动着一个个移动的点，那是护林员正在巡护的

轨迹。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套系统不仅提高了护林员信息

上传效率，还可以利用各种仪器动态监测阳明湖水域的各

项数据。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阳明湖水域监管能力，当地利

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生态资源保护。2023 年 6 月，阳明湖

管理处智慧监管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平台按照“1+1+

4+7”架构，即通过建设 1 个指挥中心、1 张景区三维地

图、4 类物联感知设备、7 个子系统，综合运用卫星遥感、

无人机、高空瞭望、卡口监控、智慧巡检等先进技术，构

建了江西省赣州市首个“天、空、地、人”一体化立体监

管网络。

“平台建设的智慧巡检子系统能够提升每一位护林员

的巡护效能。”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300多平方公里的

阳明湖区域仅有护林员 50 余人。护林员通过手机安装巡

检 App，实时将巡护轨迹上传系统，如果发现巡护事件也可

以直接拍照上传。便捷的操作破解了人少事多的难题，有

效提高了巡护效率和管理效能。

此外，阳明湖管理处智慧监管平台设有森林防火子系

统、平安景区子系统、林业生物、水环境监测、宣传展示等 7

个子系统，全方位提升景区综合监管能力。

科技助力当地实现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据 了 解 ，近 年 来 ，崇 义 县 聘 请 中 国 水 产 科 学 研 究

院高标准编制《阳明湖（崇义段）生态渔业发展规划》，

推进渔业科学健康发展。当地还举办高峰论坛，请专

家为渔业发展把脉问诊，让渔业发展与生态保护良性

循环。

“我们当地的渔业公司会根据大水面环境条件，科学

评价养殖容量，合理增殖鳙鱼、鲢鱼等水产品，在保护阳

明湖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发展大水面生态渔

业。”崇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陆水明说，崇义坚持科技兴

渔、质量兴渔、品牌强渔，在实现以渔抑藻、以渔净水、以

渔固碳的同时，推动渔业增量增值，走出了一条生态渔业

发展新路。

江西阳明湖：去了“油膜”畅了“呼吸”

“我们家备好了玉米秸秆和苜蓿草等饲草料，大约 150 吨，足

够喂养 100多头牛、200多只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巴音温

都尔嘎查牧民乌云毕力格说。

近日，鄂尔多斯市开始了一年一度为期 3 个月的禁牧期。当

地市、旗林草部门通过草地人工监测与植被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

式，对草原植被进行动态监测，全市 5338万亩草场陆续进入“带薪

休假”期。

乌云毕力格告诉记者，他家有 2000 多亩草场，为做好休牧期

的生产工作，他们准备了充足的饲草料。“按照当地政府对实施春

季休牧农牧户的补贴标准，我家的草场能领取 4800元补贴。”乌云

毕力格说。

春季牧草返青期是牧草最脆弱、最需要保护的时候。除了乌

审旗巴音温都尔嘎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芒哈图嘎

查的牧民也已经圈养了牛羊，备好了饲草料。

“禁牧政策好，保证草场休养生息。等解禁后，牧草肥美，我们

的牛羊也能吃饱吃好。”上海庙镇芒哈图嘎查牧民春雨边说边为自

家的牛搅拌饲草料。

为保障禁牧休牧期间农牧民生产生活需要，鄂尔多斯市对禁

牧区按照每年每亩 7.45 元的标准为农牧民发放补贴补助；对草畜

平衡区，按照每年每亩 2.45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补助。今年，鄂尔多

斯市共发放禁牧补助总计 2.93 亿元，草畜平衡奖励总计 1.31 亿

元。目前，鄂尔多斯市已有 60多万名农牧民享受到了草原生态补

助奖励。

记者了解到，今春开始，鄂尔多斯市抢抓时节，因地制宜，推动

生态和生产相结合。当地紧扣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战

略定位，聚焦“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抓住“良田、良种、

良企、良策、良才”5 个关键，持续放大生态红利，实现绿富共赢。

同时，鄂尔多斯市实施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严格实

施休牧、轮牧、禁牧，保持当地生态平衡。

数据显示，鄂尔多斯市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由 2000 年之前的

不足 30%提高到现在的 50%左右，草群平均高度由过去的 15 厘米

提高到现在的 26 厘米，平均干草产草量由每亩 40 公斤提高到 50

公斤左右。

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执法支队负责人刘星告诉记者：“通

过实施休牧和草畜平衡政策，草原资源实现有序利用，草原生态环

境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恢复。”

内蒙古鄂尔多斯：

给草原放个“带薪假”

近日，云南省保山市多座公园、田野、山村的繁花相继绽放，桃

花、樱花、梨花、杜鹃花、紫罗兰等各色花海将保山市装点一新。

保山是云南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近年来，保山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绿美+”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共赢。

据了解，“绿美+”经济发展模式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通过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整合当地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实现绿

色农业、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等多产业融合发展。

为筑牢良好的生态文明基础，保山市聚焦全面提质增绿，对绿

化专用地块、空闲地、废弃地、边角地以及围栏、墙面、屋顶等零星

地块和空间开展全面绿化。同时，保山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积极打造典型绿

美建设示范点，截至目前，保山市已经成功打造省级示范标杆典型

52个。

在提升“城乡颜值”的同时，保山市将绿化美化与庭院经济、苗

木经济、特色果林、林下经济、乡村旅游等有机结合，鼓励群众发展

特色果蔬、花卉、药材等产业和乡村旅游业，推动经济稳步发展。

在保山市昌宁县，当地大力发展核桃、茶叶、竹笋、中药材、食用菌

等生态化经济作物和康养生态旅游业，逐步形成集产业培育、生态

建设、园林观光于一体的综合发展格局。此外，通过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社会参与等方式，保山市大力推动苗木盆景产业发展，新

建和改造提升苗圃 21个，为城乡绿化美化提供了丰富资源。据了

解，两年来，保山市“绿美+”经济模式相关产业产值达 203.5亿元，

为当地群众增加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

“绿美+”

让云南保山走上发展新路

编者按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

“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今起，本版推出“创建美丽河湖”栏目，讲述各地河湖治理的生动故事，展现

碧水清流的美丽中国。

创建美丽河湖创建美丽河湖
◎本报记者 魏依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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