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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道清爽一天，或许并
不难，难就难在长治久清。

宁海在治水初期便注重发动
各方力量，从县领导到村干部，从
社区居民到农村百姓，从优秀企
业家到普通员工，建立一套全社
会治水的长效机制。

长街镇狮子山下的龙山村集
体经济底子薄、地理位置交通不
便捷、村庄格局不科学，治水显得
困难重重。可是，就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村庄创新工作方法，推出

“义务工”模式，彻底把治水工作
分工落实到家家户户，做到人人
参与。

在这儿，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
场景：村民们不是拿着钳子、垃圾
袋，就是拿着长柄网兜，从 3 条主
河道到各条小支流，从河面河中到
河边草丛，沿路搜索垃圾。年纪大
的人没法顶着烈日走太远，就将自
己家门前的小溪流维护好；村中的
大孩子牵着小孩子的手跟在妈妈
的屁股后面照顾好弟弟妹妹；从厂
里请假出来的男人们齐心协力将
大型垃圾、河中淤泥清理后又急急

忙忙地赶回厂里继续干活……
龙山村还专门建立长效保洁

和监督机制，编制《河道保洁值日
表》，每天每条河道落实1人，对自
己负责的河道进行垃圾清理等工
作。同时，3 条河道的值日人员做
好交叉督查工作，及时提出问题，
做到早发现、早整治。还与村民
签订《龙山村环境综合整治长效
管理村规民约》和《龙山村环境卫
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百姓环保
意识普遍提高。

短短几个月时间，龙山村全
面完成龙山沿山渠道、龙山塘等 4
条河道共计 12.4 公里的垃圾河整
治工作，清理淤泥3吨，清运垃圾5
吨，村庄环境明显改善。

宁海创新式地打破行政区划，
把“共治”机制由县内推及县外。

在宁海、天台、三门三县交界
处，一条名为“清溪”的河流滋养
着三个乡镇（街道）的7万余居民，
也为当地人出了一道跨界治水难
题：宁海处于河道的下游，有时候
刚刚弄干净了，上游的污水又冲
了下来，久治久不净。

水的流动性注定了单靠一地
之力无法完成清溪治理。宁海县
桑洲镇主动联合泳溪乡和沙柳街
道共同治水，真正建立全民治水

“不分地界”的工作机制。
3 个乡镇的农办、城建办等部

门联合共治，以河流为导向，在分
段的基础上，每两个星期分别召
开流域会议，每月特别邀请三地
的“两代表一委员”和乡镇干部对
上游和中游的治水效果进行打
分。泳溪乡、桑洲镇和沙柳街道
分别建立起河道清洁保洁员队
伍，保洁面积覆盖全流域，并在 4

月和 6 月开展各类联合清理活
动。三地还共同组建一支护河
队，定期开展巡查、交流，并在执
法过程中相互配合、调查取证、整
改落实。一套信息共享和应急联
动机制也已制定，及时对零星冒
头的各类违规问题进行处理。

今年初以来，三地政府累计投
入资金 300 万元，清理河道 40 公
里，垃圾1000余吨，拆违4.5万平方
米，帮助这条原本可能陷入“三不
管”窘境的河流，恢复“清溪”本色。

久清依赖“社会共治”

““清水清水””淌进百姓生活淌进百姓生活
——宁海生态治水纪实

水是一座城市的“幸福底线”，关系千家万户。

省委、省政府在全省部署“五水共治”重大战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明确提出要“以治水为突破口倒逼转型升级”，“以砸锅卖铁的决心兴建水利基

础设施”，“把加强水利建设作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来部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来实施”。

好山好水的宁海县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生态优美、水环境质量指数连续多年位居宁波市乃至全省前列，治水对其来说，不只是简单的治污或是治美。

宁海提出“治水要深入百姓生活里”的全新理念，把治水与生态建设相结合、与休闲旅游相结合、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与农村文化保护开发建设相结合、与农民致富相结合。

为此，宁海县环保局在制定治水战略时，充分考量百姓需求，再细化治水路径，形成“治百姓的水、百姓参与治水”的浓厚氛围。目标，今年“5·19”前全县境内基本消除

垃圾河，到2015年底前基本解决黑、臭问题，到2016年底实现农村垃圾集中收集、生活污水处理建制村全覆盖，完成全流域的功能规划和恢复，让清清河水真正流淌进百姓

的生活里。

昔日河水里淘米、游泳，百
姓的每一天就这样与水共生着。

宁海县境内小流域众多，大
于10平方公里的小流域有13条，
河道总长1100多公里，流域面积
占县域总面积的72%，溪流的品
质关乎民生，也关系城乡面貌。

宁海创新式的采取融合水、
路、林、村的综合治理模式，一溪
一设计，让每条溪水都恢复应有
的生态功能，回到百姓生活中。
该县明确提出一个乡镇建设一
条清水河道，将清水河道建设纳
入城镇化建设考核内容，实现以
溪流治理推动城镇化，以城镇化
促进溪流治理。

如今，在岔路平原众多的村
落里，百姓的生活就因一条“浙
江湖砩”的回归而生动了起来。

浙江湖砩是古代的一条堰
坝，全线5.5千米，至今近千年历
史。过去，它提供镇区 4000 余
人的生活用水，灌溉着镇区3500
多亩的良田，并影响着镇区的排
涝。但后来公路改道，湖砩多年
失修，主干渠道全线淤积，全线
近1/3丧失了灌排功能。

今年“五水共治”中，湖砩正
式启动生态性修复工程。这次
目的不是找回一条摆设的景观
河，而是重新布局渠、沟，恢复浙
江湖砩的水利系统。

起点白溪源头，堰坝足足
加高了 30 厘米，足以容纳更多
的山水，白溪流入洪砩的入口
处，一个可以自由升降的水闸
已经完工，实时监测着水位的

“晴雨表”。河渠断面，没有见
到水泥一堆而就的“省力”堤
坝，而是用仿松木桩加植物护
坡的复式断面一一垒起。在高
坦的湖砩部分，则采用干砌石
矮挡墙加植物护坡的复式断面

进行修复。
修修补补并不是“浙江湖

砩”回归的重点，沧海桑田，大
砩有些路段已经与今天的城市
格格不入了。尤其工业区一
片，渠道已经不再，断了的渠又
卡住了下游千余亩农田的水
源。通过全局疏导规划，岔路
镇决定开挖一条支流沟壑，打
通断层，并在重要流段新建和
维修防洪堤。

“这样整条水系疏通，可达
到 2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使整
个项目区的防洪体系形成完整
的闭合圈，农田基本得到保护。”
镇水利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如今，在前后娄村的一大片
区域内，几百亩的水稻田心满意
足地泡在足量的水分中，一旁的
玉米地已经长出了大大小小的
棒槌，农业的生机因“浙江湖砩”
而勃发。

宁海治水还深入百姓生活。
中堡溪九曲十八湾，支流密

密麻麻穿行在胡陈乡各个村庄
院落，水系复杂，容易水流不畅、
污水滞留，无疑增加了治理难
度。可宁海并没有简单地把河
道拉直，而是保留了几乎全部的
弯道，选址建起14座溢流坝和6
座桥涵，方便百姓走下溪岸，一
尝亲水乐趣……“每条河流都请
来了专业的设计团队进行规划
设计，保留特色。”宁海县水利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像这样，宁海流域治理规划
是以规划局为主，旅游、体育、农
林、建设、发改等部门与各乡镇

（街道）共同参与，形成全流域功
能规划图，再与水利局流域治理
工程建设实施规划对接，最终形
成全流域治理一张图，无缝衔接
百姓的生活需求。

全流域一溪一设计

宁海密布着宁波全大市的
水源地，治水有着更高的标准。

几年前，宁海的白溪水库开始
向宁波城区供水，每年向宁波市供
水50万吨，日供水量占宁波城区的
一半以上，堪称宁波的“大水缸”。

白溪水库原水水质所有指标
均达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中的 II类标准，大多数指标达到
了I类水质标准。然而，库区农村
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还是对
水库水质存在着污染的隐患，总
氮、总磷是库区的主要污染物。

“喝水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宁海县把饮用水建设与保护提
到了重中之重。

该县统筹城乡水网建设方面
投入15亿元，建成白溪、西溪等大
中型水库，完成力洋水库加固扩
容和车岙港水库的清淤。完成自
来水二厂扩建，新建成宁东、西店、
临港、黄坛、岔路和长街等水厂，全
县70%人口喝上网供优质水。县
发改局委托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设计院编制了《白溪水库水源地
环境保护规划》。白溪水库、黄坛
水库、西溪水库等全县重点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得到切实保护，所
有镇乡完成合格饮用水源地创建

和饮用水源保护标志标牌建设。
从此，减少污染、保证库水

水质便成为像白溪上游村庄一
样的水源地村庄的日常课题，比
如距白溪水库4公里的山洋村。

山洋四个自然村与溪水平
行布列，一道窄窄的峡谷是村民
们唯一的栖居之地，耕地面积只
有 348 亩。养猪、养鸡曾是村里
主要的生计来源。

但如今，除了水边漫步的白
鹭及山林间的鸟雀，白洋坑中的
那几只鸭子已经几乎是村里仅
见的畜禽。78 岁的王式坤还记
得，村里的养殖场自白溪水库建
成后一下子被全部停掉，“只有
个别村民家中养上几只鸡鸭。”

养殖场关停之后，如何处理
日常生活污水紧接着成为山洋
村重点解决的问题。

两年前，村里为各家各户铺
设了直接连接厨房和厕所的排
污通道，污水从村民家中流出汇
入一条主管道中，主管道埋设在
大路边，然后架设通道越过山洋
坑，通向对面的农田边。管道在
农田和溪流边向前延伸，最终汇
入村子尽头的一个污水处理池
中。污水经过过滤处理后，排入

一旁的草丛，经过湿地的沉淀处
理，最终以清澈的面目流入山洋
坑，彻底解决了污染源。

像这样，宁海全县陆续从饮
用水源保护区内迁移 3300 余
人，建立了“村收集、镇乡中转、
县统一处理”的垃圾保洁制度，
全县 95%的行政村基本实现垃
圾集中处理，生活垃圾做到日产
日清，杜绝排入环境和溪流。

百姓吃水大事，即便是在宁
海很偏远的农村也同样“不分彼
此”，城乡一个标准。

泥树浪地处茶山脚下，出村
需经过一条长满野草的崎岖山路，
步行3个多小时。村民祖辈都从
村中心的溪流背水饮用，遇到溪流
天旱断水时，许多白发苍苍的阿公
阿婆也只能挑着水桶出村找水。

今年初，市城管局及茶院乡
想村民所急，边千辛万苦勘查水
源，边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经过
1 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终于引出
了清澈的山泉水，然后又在村里
建起了蓄水池，铺设输水管道通
往村里的每家每户，向他们免费
供水。宁波市自来水总公司还
对泉水水质进行了化验，并投放
了净水剂确保村民用水安全。

饮水为有源头“活水来”

百家工人先锋号“管”饮用水源

整治后的洋溪流域

机关干部代表参与清水治污专项行动

农村实现雨污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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