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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无定形，但它将优雅留在了建德。新安

江行至建德段，或许是因两岸的风景迤逦，纯净

的水瞬间留恋于此。摒弃之前的雄浑与冰冷，

悠悠然以一段 S 形曲线，因循山峦之势，神定气

闲，向世人展现玲珑之美。

建德的水有着一幅幅如画般的自然具象

——每当傍晚和“三更风凉”时，新安江面便腾

起一层轻飘飘的白雾，袅袅绕于山间,“白沙奇

雾”的胜景如梦如幻,让晨昏间的建德多了几分

浪漫气质,恰如人间仙境；富春江、新安江、兰江

亘古流淌，交融激荡，1956 年的一个夏日午后，

一代伟人在三江口远眺，面对蘸满了岁月沧桑

的青山绿水，不禁发出“北戴河冷了，庐山高了，

这里正好”的感叹。

梅城脚下的徽商传奇，水泽里叶十里荷花，

三都渔村的九姓渔民文化⋯⋯在这里，亲水的故

事绵延不绝，积淀成书，彰显文明。当“五水共治”

的号角响起，那内化于心的敬水精神得以充分激

发，自我加压，全民参与，举措创新，全域施行，为

捍卫钱江上游生态屏障殚心竭力、砥砺前行。

美于形，秀于象，融于魂，敏于行，水和这方

土地盘根交错，相融相契，成自然，成文化，成就

浑然一体的水乡魅力，璀璨生辉，令人心驰神往。

从流转的历史中随意撷取几个
片段，便能读懂建德与水相生相成的
城市发展哲学。

时间回溯至南宋，建德梅城三江
口一片繁忙景象：千帆过境，水上繁
华尽现；梅城的街头熙熙攘攘，车水
马龙，商贾奔走于市，叫卖声不绝于
耳。老严州府因“黄金水道”的便利，
将徽商留下的商业故事串珠成链，或
载入史册，或被遗迹承载，供行至于
此的后人缅怀。

行至现代，三江交汇的特殊自然
条件也增加了“五水共治”的难度，恰
恰如此，也彰显着建德人治水的智慧
和大局意识。这一次，水拉近了城市
之间的距离，建德市积极与兰溪市、
桐庐县探讨合作，与两地携手开展跨
区域联动治水行动，形成“宣传同心、
治理同行、监督同步、成果同享”的跨
区域联合治水机制，着力构建“五水
共治”上下游一盘棋的良好格局;组
建了专门的“三江”打捞队，进行网格
管理，全力保障水面的清洁，呵护“水
清、河畅、岸绿、景美”的三江口。

新安江,建德的母亲河,向来是如
此博大无私。1957 年，资源匮乏、百

废待兴的新中国将电力发展的梦想
寄 托 在 了 新 安 江 畔 ：新 中 国 自 行 设
计、自制设备、自主建设的第一座大
型水力发电站在此落成。

又因水，一座城市为国家贡献了最
初的发展动力，也因此在新中国新时代
找到了新的历史定位。而与为新安江
水电站作“贡献”相伴的是，灵动之水回
馈给建德市一个天然空调：常年保持在
14~17 摄氏度的新安江水，随江水升腾
而起的平流雾，幻化为“白沙奇雾”怀抱
着这座城市，扮靓了建德的每个晨昏。

保护母亲河——新安江，是停驻
在每一个建德人心底的自觉意识。为
呵护一江好水，以化工为产业龙头的
建德，用壮士断腕的魄力，关停了全市
39 家化工企业中的 19 家，转型 5 家；
建成五马洲电镀废水集中处理重点项
目，以承担五马洲区块电镀产业园废
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的责任，保障建
德的电镀行业在环保的基础上实现发
展。目前，新安化工白南山区块、IFF

（杭州）公司及电镀企业等搬迁入园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建德，维系了自然
生态和城市发展的和谐，也用行动证
明：生态与发展，城市与产业，从来不

是相斥的存在。
城在山水间，山

水傍城生，建德把“八山
一水一分田”的天然格局作
了独到的诠释。最大限度地尊重山
水之势，与水和谐亲近，城市便会得
灵动之美，这种认知早被融入了现代
建德的城市建设理念中，更被建德人
精要地概括为“显山、露水”。

如今，建德市采用组团、块状的
发展模式，规划建设洋溪区块、洋安
区块、桥南区块、叶家区块等相对完
整独立的功能区块，在各个区块间保

留了自然山体环
境，修建白沙公园、

体育馆公园、彩虹桥公
园等，作为区块出入口处保

留的城市过渡空间。同时保留城市
中的山体公园，比如月坪公园、凤凰
山公园等，最为重要的是留足新安江
两岸的江滨公园，从而构建出“引山
入城、引水入城、引绿入城”的整体城
市图景。

建 德 ，一 座 名 副 其 实 的 水 乡 之
城，正不断讲述并践行着魅力水乡的
美好梦想。

水与城市水与城市：：相生相知且相守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建德，正以跨区域联动治水、壮士断腕转型产

业，践行着对三江好水的坚定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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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建德农村，微动力厌氧池
随处可见，全市通过“户集、村收、镇
运、市处理”垃圾处置模式，不断提
升农村的环境质量，同时，分批推进
农村垃圾资源化、减量化工作，目前
第一批 7 个村已初显成效，第二批
71 个村全面铺开。农村的干净整
洁，换来了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境
界：在建德，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亲近质朴的水乡生活，去品味沿袭
了水基因的别样江南。

里叶村种植莲子的历史可以
追溯至南宋，清乾隆年间被指定
为贡品入京。盛夏，步入莲子之
乡——大慈岩镇里叶村，便是走进

“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

日 荷 花 别 样
红 ”的 荷 乡 风
景图，十里荷叶
田田，清风袭来，
莲池涌动，醉人的香
气便激荡于心，浓浓
的水乡味，袅袅于怀难
以散去。

里叶村人的生活节奏仿
佛从未被现代生活的喧闹侵扰，
村前的常乐溪清冽如许，怀抱着满
池荷花，偶有锦鲤跃出水面，便惊扰
了一池平静。荷花香、莲美味、人朴
实，皆因这一汪清泉，自古生动至
今，滋润着世代里叶人的生活。

像里叶村一样，建德的乡村无
论大小，各具村品，尽管藏身于

深山之中，却总能扬名在
外：集莲文化、诸葛文化、

泉文化、畲族文化四绝
为一体的双泉村；因
一方好水土的养育，
成为知名柑橘强村

的松口村；

古朴典雅的“江南村”已有上千年悠
久历史，白墙青瓦的明清建筑掩映
在绿树翠竹之中，被誉为“富春江畔
桃花源”；《爸爸去哪儿》实景拍摄地
新叶古村，典型的江南建筑、潺潺的
小桥流水人家⋯⋯分布在建德大地
上的众多古村落，特色各具，共同讲
述着十足的江南水乡味道。

“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
建德富春江七里扬帆景区以“山
青、水清、史悠、境悠”为特色，是富
春江风光的精华，和长江三峡、桂
林漓江并称为我国3个著名的江河
峡谷型风景区，船行其间，有“人行
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诗情画意；
游船在子胥峡中航行，两岸风光秀

美，“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画家
黄公望的国宝级画作——《富
春山居图》便选材于此地。

在建德的山野林间，潺潺
的清泉无处不在，载着建德人
对生活的感恩和期待，从日常
的细节中流出，在人们甜美的

梦境深处停驻。

淙淙清淙淙清泉泉：：流经生活入梦来
【现代技术的推广运用，古人智慧的传承延续，水，给建德

广袤乡村以桃源般充满诗意的民生回馈】

对一个人来讲，文化是其最核
心的内在因素，决定了人之所以为
人，此人之所以非彼人。于城市而
言，不同的地理水土特征经由长年
累月的塑造会带来不同的地域文
化品性。山水见长的建德，便有着
这样独特的水文化，成为当地人们
化不开的乡愁。

“望古塔，游三江，扬帆七里醉
渔家。”掩映在绿树丛中 80 多幢白
墙青瓦的民居，居住着三都渔村的
70 余户人家。“有家皆掩映，无处
不潺缓，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
烟。”淳美的生活环境至今维系着
三都渔村淳朴的民风。渔民们沿
袭着古老的渔家文化：洒下渔网，
用古老的捕鱼方法和原始的捕鱼
工具，开启了一天的生活期待；夜
捕鱼、昼补网，恪守休养生息的自
然之道千百年。

听河边的老人娓娓讲述“九姓
渔民”的传说，观看一场“九姓渔
民”浪漫的水上婚礼，参加观鱼火、
对渔歌。一场欢乐过后，再品一下

“九姓九菜”的全鱼宴，让身心和舌
尖在渔村文化里徜徉，你仿佛便是
一条活泼的鱼，畅游在渔文化的博
大水体里。读懂三都渔村，便读懂
了建德古朴的水文化。

在古严州府所在地梅城，有一
种流传已久的传统民间男子群舞
类灯彩节目——严州虾灯，俗称虾
公灯，因其浓郁的地域文化特性被
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严州虾灯舞动时热情奔放、粗
犷豪迈；表演时，绣有“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字样的旗幡分立两旁，
虾阵随鼓乐流转顺畅，变幻自然，
腾挪有致的舞台调度与欢愉窜蹦
的画面组合，使“虾”的肢体语言更

显得卓然炫彩，生命的律动与情感
的抒发表现和传递出天地大美的
意韵和境界。展示了“小虾敢与龙
共舞”的团结拼搏精神，彰显了“协
同方能出彩，合力才会得胜”的朴
素理念和自然真理。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建德，
水浇灌了其文化的根和源，历经千
年而深深驻扎在了建德人的灵魂
里，带着灵动、执著和宽容，从古严
州生长至当今现代而不失古意的
建德城。 （文 / 陈爽）

为魂为为魂为源源：：溯得千年乡情长
【文化是魂，文化是根，由水而生的独特文化是牵绊建德人民

的浓浓乡愁，是亲近者可以汲取力量的源泉】当历史的车轮驶向转型变革发展
的当下，当我省大力实施“五水共治”
战略行动，建德对水的那种敬重、善待
与守望已经不仅仅关乎其自身发展的
全局筹谋，更体现了为下游地区守住
生态屏障的责任和担当。

建德境内水系复杂，且因处于钱
塘江的上游，敏感、特殊的区位特征使
建德的“五水共治”工作多了几分艰
巨。建德站在全局高度，全盘做好治

水的时代大考，将“五水共治”与“三改
一拆”、“四边三化”、“三江两岸”、新农
村建设、生态旅游等有机结合起来，按
照全省“五水共治”三步走的要求，从
全市实际情况出发，明确以“治污水”、

“防洪水”、“保供水”为重点，力争全域
水环境“一年初显成效，两年明显见
效，三年全面改观，五年实现质变”，计
划 3 年 全 社 会 投 入 57.8 亿 元 ，其 中
2014 年投入 18.1 亿元，实施 24 大类

137 个“五水共治”项目。
以水的名义整山河，“五水共治”

在建德演绎成了“全民治水”：“争当治
水先锋”的风气在全市党员干部中迅
速形成，全市党员干部、工青妇组织以
及志愿者 6.3 万余人次走到“治水”一
线，共组织开展清洁行动 2149 次;全社
会积极参与“五水共治”，募集“五水共
治”定向融资 4 亿元，为建德全面治水
奠定了资金后盾；涵盖总河长、一级河
长、二级河长分工协作的三级“河长”
制得以层层落实，33 位市领导分别联
系 42 条 541.2 公里河道；对寿昌江、莲
花溪、清渚溪、黄垅溪、长宁溪、大洲
溪、前源溪、后源溪等重点流域逐条量
身定“治”，设计“独家”治理方案，开出
特色“整治处方”。

浓得化不开的乡愁通常在农村，
生态治理的难点也在农村，打开厚厚
的建德“治水”考卷，且看农村治污工
作交付给时代的答案——

乾潭镇胥江村是建德市农村污水
生态化治理示范村，该村修建的微动
力厌氧池，将 1800 多人排出的生活污

水处理为二级水，这一做法将在建德
132 个村子推广；全市广大农村积极开
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制定实施畜禽
养殖退出补偿政策，出台现代农业扶
持政策，借助“五水共治”的东风，农村
开始上演一场场转型升级的大戏，原
来的养殖户纷纷向种植业、服务业等
转型。截至目前，建德市先后整治污
染养殖户 2251 家，拆除畜禽养殖场
62.8 万平方米，其中 1662 户退养农户
成功转型；下半年，草莓种植面积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加 2500 余亩。

而今，建德市 39 条县级河道中有
36 条整体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具备
可游泳条件；49 个监测断面水质达到
Ⅰ类~Ⅲ类的有 47 个，占 95.9%，比“五
水共治”前上升 30.6 个百分点，其中，
Ⅱ类监测断面为 34 个，占 69.4%。与

“五水共治”前相比，49 个监测点中有
21 个监测断面水质变好，年底河道全
流域将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不负河山一片好，奇山秀水处处
见，“五水共治”下的建德，好山好水的
独特城市品相更加凸显。

以水之名以水之名：：且让山河处处美
【全民治水、全域治水、全方位治水，正在有力重塑并提升着建德的山水格局和品质，到今年年底，境内河道全流域将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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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

建德市水系图

三江汇流，千帆竞发，黄金水道讲述昔日荣光；

新安大坝，白沙奇雾，宏伟工程缔造仙境无双；

新叶古村，里叶荷塘，人水相依仿佛人间天堂；

建德，山水禀赋优越，丽质天生，内涵优雅；

更兼胸怀责任，敢于担当，“五水共治”，捍卫钱江生态屏障。

好水自然得，今人勤守望。

人水和谐处，风韵永不消。

魅力聚焦——

五 / 水 / 共 / 治 / 引 / 领 / 者 两 / 美 / 浙 / 江 / 新 / 样 / 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今中国，践行“中国梦想”如火如荼，绿色生态发展已成时代浩荡主流，对水这一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

态之基的重视可谓空前。

作为科学发展走在前列的江南水乡浙江，以“五水共治”推进转型发展，“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已经成为各级的重中之重和

全民的自觉行动。

在此背景下，水乡概念已经突破原先平原河网的传统地理意象，而拓展至包括山区丘陵海岛在内的浙江全域，融入浙江各个城市的发

展肌理和百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之中。水规划到位，水治理科学，水生态优良，水生活和谐，水文化滋润，水，正让这样的城市品质提升、品

性独具、品位倍增，成为江南水乡升级版、“五水共治”引领者、“两美浙江”新样本，是为“浙江最具魅力新水乡”。且看——

【题记】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
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

——【唐】 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