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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江南的美，多半是由水而来。有着
独特山川之胜的浙西古城衢州便是如此，丘陵
山脉赋予其伟岸雄奇的身躯,而纵横水系则浸润
出其晶莹剔透的心灵。

信安湖、乌溪江犹如两条玉带绕城而过，占
尽半城春色，宋时曾几泛舟乐游衢州时发出这
样的感叹：“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
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今天，我们走进衢州，恰似重读汤汤衢水的
前世今生。

衢州的水是一部源远流长的历史。自古以
来，衢州人“择水而栖，择江而居”，与水紧密相
联。庞大的水网构成了衢州的骨架，它们泽被
千载，孕育出这方土地厚重的人文历史。从北
魏年间郦道元勘地掘井到宋时石室堰的筑起，
从浮石救主到帝王滩传说，衢州治水文化不断
得到演进和升华，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绵延不
绝的历史底蕴。至今存世的斗潭河、南湖等护
城河遗迹，更有“江南红旗渠”乌引工程，讲述着
衢州因水而兴的璀璨历程。

历史的车轮驶入转型发展的当下,衢州秉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钱江源
头筑屏障，一江清水送杭城”为己任，高标准、强
力度、全方位治水，打造现代田园城市、首个国
家休闲区、国家东部公园和浙江中关村科技产
业园，走出了一条由“五水共治”迈向经济转型、
生态富民、加快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而今，衢州的水已是一幅流淌着的巨幅画
卷。这水的美学意境像存放深窖的醇醪，入味隽
长。明山、秀水，舒展着水乡泽国的惬意风情，垂
柳依岸、青砖黛瓦、水阁亭榭、烟波浩淼⋯⋯所有
的一切，美丽、灵动，凝聚了无数乐水者的视线。

衢州衢州：：

常山港江山港在这里交汇，
汇合成信安湖的满湖隽秀；
乌溪江似绸带在这里飘拂，
拂拭出溪田湖的灵动优雅；
衢州，典型的古城水乡，
丽质天生，治水文化源远流长。
立足源头，生态治水尽显责任担当，
大力度，开创举，绿色发展遍地开花。
真可谓，现代田园城，美丽幸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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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水系图

错疑濯锦水波融，
滑笏纹轻绉好风。
霞绮散归浮石外，
雨丝掠过绣溪中。

——【清】 龚大钦

无论是“西江两岸沙如雪”的
古雅，还是“小溪泛尽却山行”的闲
适，衢州古城的每一条小巷、每一
座古桥，都在岁月中演绎着与水源
源不绝的故事。王安石对此地素
有好感，笑自己“空知梦为鱼，逆上
西安水”，说这里“浅溪暖日光影
碎，野林参天阴翳长”。

自塔底水利枢纽蓄水后，衢江
在城区内形成了 5.5 平方公里的城
中湖面，被冠以“信安湖”之称，是
衢州最具吸引力和创造城市个性
的灵魂所在。

今天，岸左丘陵与楼厦交错；
岸右为新建的沿江公园。若在春
季于湖中乘舟荡漾，尽见两岸“幽
径落花香满地，雾鬓云环露翠峰；
一湖春水泱泱国，三两白鹭斗飞
虹”。更有高人目及今日信安湖，
不由吟出“水城畅想三江汇，欲把
信安比西湖”的赞叹。

潭水深千尺，白云波上浮。月
桥落翠岸，渔歌湿花露。斗潭湖，位
于衢州古城北部，系古护城河。曾
经是“泽国燕啄泥，荒草秋风低”的
斗潭湖，经过数年营造，而今是春风
杨柳万千条、景色秀丽、环境宜人的
水上公园了。

在南湖，长廊水榭临水而筑，
可休憩观鱼。立于斯，面对一湖碧
水，有种“山雨欲来，溪云初起；漁
歌远唱，牛笛横吹”的意境。

“城水相依”的衢州城区水系
绿化率高达 93.4%，因信安湖、南
湖、斗潭湖等古城水系穿城而过，
市民出门 300 米即可进入滨水公园
休闲绿地。一城清水变美景，翠色
环绕，烟水迷蒙，成为了城市景观
的一部分，这是一份美的变换与传
递。

为了这满城的清水美景，早在
2012 年，衢州市就组织开展了以信

安湖流域综合整治为重点的水环
境整治工作；去年年初，又在全市
范围内组织实施了生猪养殖、砂石
资源整规两大专项行动；去年 9 月，
在全省率先启动了以治污水为重
点的“共建生态家园”行动，从市县
两级抽调 1482 名干部选派到农村
担任生态指导员，集中两个月时
间，对全市农村生态现状以及水环
境污染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摸底排
查。

当我省启动“五水共治”战略
大行动时，衢州市自我加压，提出
了“一年治黑臭，两年可游泳，三年
成风景”的口号，即年底基本消灭
河道黑、臭现象；两年实现全区域
河流水质三类以上，河流水质都达
到可以游泳的标准；三年内通过河
道生态修复、景观提升打造一批

“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最美生
态河道。一场治水的“狠仗”由此
在衢州全面开打。

下狠心，严查重惩违法排污企
业、违法砂场。继 2013 年取缔非法
采砂 196 家，2014 年衢州又关停砂
场 115 家，依法查处违法涉砂案件
96 件，刑事拘留 15 人。

用狠劲，敢为人先出新招，在
全省范围第一个实行工业投资项
目决策咨询服务机制，近年来共否
决不符合环境要求的工业项目总
投资 200 多亿元；第一个实行市域
乡镇（街道）交接断面水质考核；第
一个实行经济类、复合类、生态类
乡镇分类争先考核，加重生态产业
考核比例。

出狠招，全面联动严督查。由
市人大和市政协领导专职领衔，建
立由治水办、专业组和记者组成的
专职督查组，对全市县级河道交接
断面水质实行一月一督查、一月一
排名、一月一通报。同时开展市县

领导、市专项督查组、市县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等多层次的暗访行
动，督促工作落实。

截至今年 4 月 26 日，衢州全市
全面完成 31 条 477.8 公里垃圾河清
理，较省定目标提前 2 个月完成。7
月，一场启动时间全省最早、覆盖
面全省最广、体验全省最奇的“今
夏到衢州亲水游”大型系列活动在
衢州揭幕。3 个月时间，市县乡村
四级联动，全市 30 条旅游线路、80
个旅游点、300 余场活动，共接待游
客 19 万人次，收入达 1.9 亿元。“我
在这里可以非常自信、也非常
骄傲地说，到 2015 年底，
衢州所有河流水质都
可以达到可游泳的
标 准 ，到 时 候 我
们将向全国人
民 发 出 邀 请 ，
请 大 家 一 起
来 见 证‘ 水
清、岸绿、景
美 ’的 幸 福
衢州。”衢州
市 主 要 领 导
说。

可游可亲可游可亲，，满城清水皆成景

衢州以水为荣，有“浙江绿源”之
美誉。传承孔子儒风的“天人合一”
治世理念，融入三衢大地的灵魂深
处，日渐将感恩水、敬畏水的精神融
合其中。水已经是衢州城市布局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以水系、渠道为
线，水库、湖泊为点，绘就河库交错、
水网纵横、小桥流水的如画江南。“水
要素”融进了衢州生产、生活、生态的
各个领域，渗透于规划、设计、建设的
各个环节，成为衢州推进转型升级的
重要载体。

“这次治水不再是战天斗地胜自
然，治水更是问诊产业、搭脉经济、谋
求转型，以治水为突破口推动经济转
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新优势。”衢州
市主要领导说。

为此，衢州市确立了“一城、一
区、一园、一村”“四个一”战略。一
城，就是围绕现代田园城市建设，大
力推进新型城市化；一区，就是加快
建设“首个国家休闲区”；一园，即全
力支持开化县打造国家东部公园；一
村，即加快推进与北京中关村的战略
合作，努力创建浙江中关村科技产业
园。

在战术安排上，衢州市抓住国家
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国家高新园区循

环化改造示范点等试点机遇，从3个
方面推动产业转型。

种养联动，转型农业。衢州注重
建立种养联动生态循环体系，发展生
态循环高端农业，形成若干种较为成
熟的发展模式。“一棚三换”模式，即
猪棚换菜棚、药棚、菇棚生猪整治转
型模式，生猪养殖户以拆除一平方米
养殖栏舍就可置换一平方米的标准
大棚，组成农户+果蔬专业合作社模
式，制定严格的农产品收购、销售及
利润分配制度，保证养殖户停产不歇
业、转产促增收；“开启能源模式”，通
过沼气发电、排泄物变有机肥等资源
化利用手段，每天消纳 30 万头左右
的生猪养殖排泄物，有力推动了畜牧
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农业、绿色有机农
业的发展；嘉博文畜禽排泄物高效资
源化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处理脱水猪
粪、高浓度氨氮污水2万吨。

优化结构，转型工业。旺旺、娃
哈哈、伊利、康师傅等一大批涉水产
业大腕进驻发展。1至10月份，衢州
全市涉水产业产值达到 22.89 亿元，
利税 4.88 亿元。谋划建立水环境研
究院士工作站，研究发展治水产业，
推进治水技术改造，成功建立水泥回
转窑协同处置体系、五水共治作战指

挥体系、危废处置管理体系以及危废
车辆物流配载体系，实现智慧治水。
发展光伏产业，推广农光互补项目，
实现“板上发电，板下耕种”，现有（包
括在建在谈）光伏发电项目有49个，
规模达到1099余兆瓦。

治水美村，发展休闲旅游、养生
养老产业。把“可游泳的河流”作为
衢州一大特色和亮点来打造，整流域
推进生态河道建设，各县（市、区）沿
水系流域统筹规划，连线连片选定
188 个重点村，3 年内打造成 10 个以
上乡村休闲旅游片区，3A 级以上乡
村休闲旅游特色村50个，形成“特色
风情带”。今年上半年，衢州乡村休
闲旅游持续井喷式增长，接待游客和
直 接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7.24%、30.07%。

孔子曰：“智者乐水。”老子曰：
“上善若水。”禅语曰：“善心如水。”关
于水，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不惜笔
墨赞美讴歌。“五水共治”下的衢州，
正以新安湖为心脏，常山港、江山港、
乌溪江、衢江为主动脉，构建起强健
而优美的水体支撑体系，润泽着衢州
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历史文化名城，
书写着一个浙西枕水古城无尽的传
奇。 （文 / 仇欢）

美丽蝶变美丽蝶变，，城市处处田园风

衢州古城西面有江，东南北三
面有濠，城内有河，内外贯通。

纵观衢州治水史，俨然是一部
凝结了衢州人智慧的长篇巨制：洪
山坝是衢州人民抗争自然灾害的
见证，石室堰曾发挥着灌溉的作
用。后有湖南镇水库、白水坑水
库、碗窑水库、铜山源水库、乌溪江
引水工程灌区⋯⋯沧海桑田，衢水
悠悠，治水故事镌刻在历史深处。

石室堰为衢州古代最大的水
利工程，原堰长 20 多公里，直通衢
州城区。旧时石室堰有 72 条沟，汇
成东南北三大濠，再引濠水入城为
内河。旧志说，石室堰灌溉面积达
20 万亩，是“一邑之关系”的大堰。

经由历代修葺，改址重建。现
石室堰的堰坝地处黄坛口水电站
下游，西靠九龙山，东为长柱源、乌
溪江汇合处。堰渠沿九龙山底由
南至北向下游延伸，途经横路、桥
头、响春底、缸窑、普珠园、巨化集
团公司等，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
用。

莫 忘 初 衷 ，治 水 亦 如 是 。 今
天，衢州作为浙江唯一拥有国家一
级饮用地表水源的城市，继续叙写
着现代版“大禹治水”的故事。具

有源头意识的她，必有其向往和执
守的意义。

“衢州治水要以铁的决心、铁
的信心、铁的政策、铁的方法、铁的
纪律‘五铁’治‘五水’，切实做到一
点都不马虎，一天都不耽搁，一分
都不乱花，一点水分都不掺杂。”衢
州市主要领导说。

为此，衢州的治水从一开始就
立足于高水准。

站高定位。作为源头地区，衢
州一直坚守“保护好钱江源头的生
态是第一责任”的理念，在治水伊
始，衢州市委主要领导就提出“钱江
源头筑屏障，一江清水送杭城”，将
衢州治水内化为源头地区的责任担
当和生态自觉，主动站在全省发展
大势中去谋划、推动“五水共治”工
作。在推进方式上，强化融合，不就
治水抓治水，而把治水当成一次极
好的发展机遇，通过治水抓转型、抓
发展、抓民生，努力探索一条由“五
水共治”变成经济转型、生态富民、
加快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拉高标杆。治水之初，衢州就
立足“生态建设为全省多做贡献”的
要求，提出要走在全省前列，打造衢
州治水样板。所属各县市区坚持试

点有为、示范引领、统筹推进，许多
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创造了农村垃
圾处理的“贺田模式”、畜禽养殖污
染整治的“开启模式”、“猪棚换大
棚 养猪改养生”的生猪养殖整治转
型模式等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

从高要求。衢州始终坚持以
水质为准绳，把水质作为检验“清
三河”成效的根本，建立了一套“以
水质说话、以水质论英雄”的倒逼
机制。将水质作为年终考核硬指
标，全市“五水共治”考核办法中水
质考核设置了 7 大类指标，共 180
分，占年终考核总分近 13%。

高标准治水巩固并提升了衢州
市水环境，衢州的环境竞争力优势
进一步凸显，发展旅游休闲、养生养
老等特色生态产业的吸引力和活力
获得显著提升。今年 1 至 9 月，衢州
全市旅游投资项目 218 个，投资额
55.22 亿元，同比增加 105.35 亿元；1
至 10 月，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3501
万人次，同比增加25.69%；旅游收入
201.27 亿元，同比增加 25.32%。省
民政厅还与衢州市合作共建浙江养
老休闲产业基地，预计到今年底，衢
州运行的养老机构将达107家，总床
位可达15000多张。

精益求精精益求精，，水乡魅力贯古今

策划：李昌先 张萍
E-mail：zjreport@163.com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今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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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重中之重及全民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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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