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青水净 安且吉兮
文/赵晶

“要做到每一寸山‘青’，每一滴水‘净’。”这不仅是省委主要领
导在去年 6月，安吉县创建我省首个“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
后，对当地水利工作寄予的厚望，更是安吉全县人民的热切期盼，
以及新常态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点。

围绕着“山青水净”的总体目标，安吉县全盘谋划，将“五水共
治”、中小河流治理、水生态文明试点县建设等工作相结合，利用水
利部浙江省安吉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的科研优势，让安吉净水
长流，青山更青。

梅溪镇 5 公里长的东河浜
曾是西苕溪的重要支流，但 30
多年前东河浜上游被一道水坝
截断，清流变死水，杂草疯长，
蚊蝇滋生，并且成为了老百姓
的垃圾场和排污池。

今年年初，按照“五水共
治，治污先行”的理念，安吉县
生态文明办公室总牵头，组织
水利、环保、城管等部门开展了

“三河”问题排查摸底，初步排
出泥河、浑泥港、西亩溪 3 条垃
圾河总长 30 公里，东河浜、新
天子河道 2 条黑臭河总长 6.3
公里。

清淤泥、引活水、拆违建、
造公园，多举措齐头并进，并提
前 4 个月完成整治工作，鱼跃
虾游，花红柳绿，东河浜新颜胜
从前。老百姓在感受美好生活
环境的同时，治水积极性日渐
高涨，有的民众还主动联系媒
体，监督河道治理过程。

东河浜的治理充分体现了
安吉“清三河”工作“统”、“快”、

“管”三大特色。
河道的问题，表象在水中，

根子在岸上，因此要“水陆统
筹”，方能标本兼治。为此，安
吉把拆除沿岸违建与“清三河”
结合起来，把河岸美化绿化与

“清三河”结合起来，联动推进
“三改一拆”、“四边三化”、“五
水共治”等各项工作，破解治理
难题。

“快”指快清、快整、快治。
自今年 1 月“清三河”工作正式
启动以来，安吉分别用时 2 个
月、4 个月，在全省率先完成垃
圾河、黑臭河整治任务，累计共
拆除沿岸违建 7423 平方米，河
道清淤81.55万方，整治排污口
27个，整改畜禽养殖场5家。

治理成果得来不易，长效
“管”同样重要。安吉全面落实
“五级河长制”，在全省率先实
行“限药、减肥、禁烧”，相关村
规民约实现全县 207 个村（社
区）全覆盖，切实减少了河道污
水来源。该县还在全省首创环
境执法侦查大队，并制定出台
了《河道环境长效管理办法》，
严厉查处企业和个人非法倾
倒、污染河道等行为，确保河道
保洁常态长效。此外，安吉还
健全完善了综合考核体系，加
大“三河”整治管理指标考核权
重，确保“三河”月月清、日日
清、时时清。

良好的工作成效使安吉县
被评为全省首批“清三河”达标
县。

与此同时，安吉母亲河西
苕溪的“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
程”也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该
工程旨在通过苕溪流域入湖河
道整治，减少入太湖的污染负
荷，减轻河道内源污染，改善太
湖和苕溪流域的水环境状况，
提高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兼顾
航运等综合利用。

整治工程将在传统水利工
程的基础上，引入生态措施，通
过生态护岸、亲水植物等生态
工程实施，进一步改善工程区
水生生态环境，从而达到“水畅
其流，清洁入湖”的目的。

儿时的美景重现，带给人们
更好的生活体验的同时，也激发
出人们对生活环境更高的憧憬
与追求。安吉县水利局举办的

“寻找不可游泳的河”、“寻找美
丽河道”摄影比赛等活动，受到
当地群众热烈追捧。在这股上
下联动的治水热潮带动下，清流
潺潺中的安吉越发美好。

岸净水清 儿时美景今重现

从杭州出发，沿杭长高速一路
向北，在安吉境内第一个隧道前，
幽静古朴的村落在山谷间静静铺
陈开来。袅袅炊烟随着微风在青
山翠竹间环绕，清澈见底的河水穿
过村子，间或在堰坝上跳出几朵浪
花，弹奏出轻快的曲调，映衬两岸
层层叠叠的红叶绿松，初冬的暖阳
下活力依然，寒凉之气似乎都减了
几分。

这个村子就是位于凤凰水库库
尾的双一村，安吉水环境优美村创
建试点之一。该村丰富的山林资
源需要水的滋养，流经村子的双一
河是安吉县重要的城镇生活饮用
水源——凤凰水库的重要水源之
一，因此，双一村水源养护责任重
大。

为保护水源，早在2010年，该村

就率先将禁止村民在山区、林区使
用草甘膦等农药写入村规，如今此
村规已推广至安吉全境。此外，双
一村人十分注重自己的生活行为，
现在该村的李村自然村已建成 150
多个污水处理池，处理生活污水。
村里还建了 5 座公厕和 80 多个垃圾
箱，成立保洁队将垃圾每天清理出
去填埋。

看着水墨画般的美丽村庄，双
一村的村民不再开山毁林，而是让
河水带来的“生机”变“商机”，将发
展乡村旅游作为重点，发展与生态
在这里达到了和谐统一。

上游村民治水积极性高涨，安
吉水利工作者也不甘人后。水，是
串起整个生态圈的无形链条，不仅
要护，更要养。安吉水利部门大胆
假设，小心论证，在凤凰水库双二库

尾建起了生态景观湿地，为当地环
境人工造“肾”。

凤凰水库双二库尾原有一片约
3.5 万平方米的浅滩地，当地村民在
滩地上零星开垦蔬菜地，随意施肥，
且垃圾到处都是，成为饮用水水源
地的安全隐患。2013 年 6 月，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和安吉县水利局
签订了共建“水生态文明示范县”合
作协议，确定建设凤凰水库双二库
尾生态景观湿地工程。

时光匆匆，如今这片人工湿地
已真实呈现在人们面前。总投资
300 万元的生态景观湿地，选用了一
批“多种、多层、高效、稳定”的乡土
植物品种，营造出由“挺水植物——
浮叶植物——沉水植物——沼生植
物”组成的湿地植被景观。建成的
湿地不仅起到净化水质的功能，更

提升了双二库尾的水环境景观，改
善了双二村人居环境，加强了凤凰
水库水源保护和水生态修复，防治
了面源污染。

“环境好了，大家都愿来，钓鱼
的、烧烤的、野营的。”安吉县水利局
工作人员既欣慰又焦虑，“这说明湿
地建得好，但来的人也给湿地造成
很大负担，破坏性更强。虽然加大
了管理力度，但也希望广大来客配
合，珍惜来之不易的湿地。”

凤凰水库双二库尾生态景观湿
地的建成，为安吉县乃至更多地区
大中型水库库尾前置湿地提供了成
功模式，更对推进安吉水生态文明
示范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下一
步，安吉还将投资 800 万元，在老石
坎水库再建一片生态景观湿地，让
整体环境更健康。

生态治水 让环境更健康

安吉的小学教育与别处不同，学
生们还有一门10分的必修课——水
土保持。这门课有专用教材和专门的
课外实践讲堂——水利部浙江省安吉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在多数人眼中，安吉高达 75%
的植被覆盖率、71%的森林覆盖率，
似乎使其不存在水土保持问题。但
身为著名竹乡、茶乡，安吉水土流失
问题不容忽视。当地水土保持研究
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2004 年开建全
省首个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2009
年该园被水利部正式命名为国家级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2012 年被
水利部、教育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
水土保持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园区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净土社
区，面积 57.88 公顷，集技术示范、
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普教育为
一体，分为预防保护区、工程措施
示范区、植物措施示范区、水土流
失监测研究区和科普教育展示区
等五大区。建园以来，该园区已获
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 项、市厅级
科研成果奖 2 项、县级科技进步奖 4
项。依托科研院所，园区成功将成
果应用到水土流失治理、水环境整
治及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中。2000
年以来，累计推广应用 400 余万亩，
新增经济效益 6 亿多元。

安吉是著名的竹海，竹农习惯

将地面原有杂草清除干净，确保竹
子获得充足营养。但种植两三年
后，竹子却生长不良，甚至死掉。为
此，园区专门在水土流失监测研究
区开辟了两块土地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造成原因恰恰是拔掉杂草。竹
子的地下茎入土不深，加固土壤能
力差，缺乏杂草的竹林水土流失严
重，竹子自然长势差。

研究成果改变了竹农的种植习
惯，杂草不再惹人厌，百姓的生活随
着竹子的茁壮成长节节高。

园区有块儿向阳的山坡，山顶
和山脚是原有植被，山腰 2/3 的面积
种白茶，但茶园与别处不同，整齐的

茶树间不合群地站着一些灌木。园
区工作人员说：“这叫给山坡‘穿衣
戴帽’。”

安吉是著名的白茶之乡，以往
茶农种茶总将整片山坡开垦出来，
造成水土流失，影响茶树生长。“穿
衣戴帽”的种植方法，借助山顶原有
植被的茂密树冠减缓雨势，发达的
根系抓牢土壤；茶树中夹杂的灌木
留住土壤，助力茶树生长；山脚原有
植被则留住了茶园中冲下的土壤。

“别看梯田边的绿色藤蔓不起
眼，却是我们当地水土保持的宝
贝。”园区工作人员指着深绿色藤蔓
植物说。这种植物叫络石，对土壤

要求低，且抓地力强，可加固土壤。
“这是安吉本土植物，对生态环境负
面影响小，非常适合种在河道两边，
加固河堤，防止水土流失。我们已
经开始人工培育，下一步会在全县
推广。”

这种通过科研论证，将本地特有
植被运用于水利建设的方法，是安吉
水利建设发展的方向。“龙王山的一
些石头上长有苔藓，完善了生态系
统，也美化了环境。水库消落带上也
可以考虑种植苔藓，不影响安全，还
能净化水质，形成景观。我们正进行
相关研究。”安吉县水利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

护土养水 用科技固本培元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涉
及子孙万代的水利工程更是如此。
安吉水利工程“建管并重”中的“管”，
不仅在于水利工程建成后的长效管
护，更在于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管理。

水利工程建设虽有监理单位负
责工程建设的监督工作，但多年经
验表明，有时候监理放松了工程质
量监管。为此，安吉县水利局在聘
请工程监理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
对工程进行跟踪管理，严把质量
关。

此外，安吉县水利局还在重点
工程的工地上安装了高清 360 度全
方位视频监控系统。“水利日常工作
很多，工作人员不可能时刻在工程
现场把控质量。有了监控系统，工

作人员在办公室就能了解工程进
度，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安吉县
水利局负责人介绍说。

发挥视频监控系统作用的同
时，安吉县水利局还动员了老干部，
并加强了审计工作，织就了一张水
利工程质量安全网。这张网上还有
一根重要的网线，就是水利建设市
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档案。因水利
工程建设质量不过关而记入该档案
的水利建设市场主体，3 年内在安吉
境内不能承接任何水利工程建设项
目。今年 8 月份，该县 4 家水利建设
市场主体便被记录在案。

水利工程建设往往需要庞大的
资金支持，以往依靠中央或地方政
府财政拨款的单一资金来源模式，

已无法满足现代水利建设的要求。
为打破资金不足导致的水利建设发
展瓶颈，2012 年，安吉县县级水利集
中项目法人安吉县水利建设发展总
公司成立。至 2013 年底，该公司开
办 资 金 增 加 到 4 亿 元 ，总 资 产 达
10.63亿元，投融资平台初步建立。

水利公司的组建虽为安吉县重点
水利项目的推进奠定了基础，但配套
资金的缺乏依然制约该县水利发展的

进程。安吉县水利局在县相关部门协
助下形成了政策性银行为主，商业银
行为辅，信托、私募配套的总体融资方
法。该公司先后和国家开发银行、中
信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了接洽，并于
2013 年初和中信银行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

截 至 目 前 ，该 公 司 共 融 资
5.3979 亿元，及时缓解了安吉县水
利建设资金短缺难题。

制度创新 建管并重有新招

火红的落叶自树梢悠然飘落，引得水中鱼儿纷纷浮上水面争抢嬉闹；一
行白鹭展翅而起，掠过水面飞上湛蓝天空。“清三河”、西苕溪清水入湖整治
工程、水生态文明试点县建设、水环境优美村创建等工作的开展，令安吉的
山越发坚挺、水越发灵秀。安吉满溢的治水热情，科学的生态治水方法，让
人们对当地水利治理成果信心满满，对“山青水净”充满期盼，也让小城更如
其名——“安且吉兮”。

——精彩纷呈的安吉治水之道 安吉·银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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