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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拥三江，双塔镇兰城，将兰溪誉为浙中水乡，可谓实至名归。兰
溪境内四库秀美，五溪交错纵横，山塘水系发达，婺江、衢江、兰江在此交
汇，哺育了这个拥有千年商埠文化的古老城市。兰溪城的美，一半要归功
于水。“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的灵动，“越船一叶兰江上，载
得金华一半秋”的幽美，“日有千舟竞发，夜照万户明灯”的壮阔，都为兰溪
增添了独特的风味和内涵。

兰溪因水而生、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因水而美。然而，兰溪也因水而
忧，“十年九涝”水况极大地制约了兰溪的发展。古有李渔兴建“李渔坝”
引水造良田，今有水利人“防洪”、“排涝”、“保供”、“节水”、“治污”五箭齐
发抓治水，这座城市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水和谐的探索。近年来，兰溪大兴
水利建设，堤防加固，水库除险，山塘整治，水面貌日新月异。在我省第二
十届水利“大禹杯”竞赛活动中，兰溪市摘得金奖奖杯。山清水秀的兰溪，
正向百姓安居乐业的宜居幸福城大步迈进。

站在兰溪古城临江而建的防
洪堤上，和缓的江风拂面，一边是
静静流淌的兰江水，江面上零星几
只捕鱼的小船，远处浮桥上人来人
往，联接着古城和江心公园；一边
是巍峨耸立的古城墙，古城的房
子，白墙黑瓦，飞檐微翘，临城墙而
建，兰江美景一览无遗。

地处三江之汇的兰溪，水情
“大、长、广、多”，上游集雨面积大，
境内三江干流堤防长，山区小流域
分布广，市域内水库山塘多，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水情导致兰溪洪涝
灾害频发。

近年来，上游滞洪区和溢洪渠
道稀缺，下游富春江水电站大坝回
水顶托，泥沙淤积，兰溪防汛压力
雪上加霜。每当汛期来临，汹涌的
洪水直驱城区，“堂前水漫游，城中
可撑船”的景象频频发生。

“5 年一遇的暴雨，10 年一遇
的流量，20年一遇的洪峰。”兰溪市
水务局总工程师徐惠平介绍说：

“兰溪的防洪压力一年比一年重。
现在上游的城市都建起了防洪堤，
洪水没有分流，全部都汇集到了兰
溪三江口。”

2011 年 ，兰 溪 连 续 发 生 了
“6.16”、“6.20”两场特大洪水，遭遇
了自 1955 年以来的最大洪峰。城
东片老城区洪水越过自由路进入
城区，造成近3/4老城区受淹，城区
最深处积水逾 1.5 米。痛定思痛，
兰溪痛下决心，提出“砸锅卖铁兴
水利”，将兴建古城区防洪大堤、提
升城区抗洪能力作为工作的重中
之重。

然而，这个利国利民、势在必
行的工程，却迎来了众多反对之
声。兰溪城的美与一江秀水浑然

天成，若是一座厚重的堤坝将江与
城隔开，势必会影响兰溪的古城风
貌，让兰溪的美少一分灵动，兰溪
的文化少一分寄托。

为此，兰溪攻坚克难，积极创
新，历时逾一年时间多方考察，经
过无数次的方案修改，最终探索出
既可提升城区防洪能力、又能保住
沿江美丽风景线的两全方案。

“这个工程可以说是困难重
重。”徐惠平介绍说：“方案一改再
改，就是在建设过程中方案也改了
很多次。”

据悉，该工程在工艺上融合了
古城风貌，整个工程的设计形式在
国内尚属首创。建成后，防洪堤分
为上下两层，上层一条露天长廊，
四座亭台点缀其间，是景观，又能
避雨；下层是别致的走廊，沿江的
一面被分割成一个个大尺寸的观
景窗。洪峰将至的时候，58扇钢闸
门会短时间内从观景窗下升起，成
为抵抗洪水的坚固盾牌。平时，这
些钢闸门则隐在观景窗下，江上美
景仍与古城相连，视觉通透。将
来，这座别出心裁的沿江堤坝会成
为供市民休闲娱乐、亲近自然的集
聚地。

工程采用的“快速精密导向和
密封防洪闸门”技术，安装使用方
便，维护简单，启闭快速，密封可
靠。该闸门可在 5 分钟之内自动
关闭，多孔联动后，58 扇钢闸门可
实现短时间内长距离堤段的全封
闭。目前，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对此设计已申请技术专利。迄今
为止，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完工，并
在今年的“6.23”和“6.28”两场洪水
战斗中，发挥了显著的成效，经受
住了实战的考验。

人水和谐 多年难题一朝解

“原来干水利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财政等支持都比较少。现在水
利建设势头很足。资金落实，人员
齐备，工作人员素质很高，负责任，
肯吃苦。做水利，五加二，白加黑，
加班很正常，但他们从无怨言。可
以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稳定的
高素质水务人员队伍。”兰溪市水
务局局长蓝一飞对兰溪水利建设
信心满满。

水利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
是踏实。对于兰溪水利人来说，大
兴水利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必须具体地落实在项目上。

兰溪自 2011 年开始实施“五年
计划三年完成”农防加固工程，总
投资 8.84 亿元，为该市第一号“十
大指挥长”工程，被省发改委增补
为省重点建设项目。其中 2013 年
加固堤防 13.72 公里，新建、更新、

改建排涝站 5 座，新建、更新、改建
节制闸 5 座，涉及 8 个防洪围片，概
算投资1.32亿元。

“以前我们当地有一句话，一
下雨就是‘开水泡红糖’。现在这
种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这种说
法要成为过去式了。”兰溪水务局
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在农防加固建设上，兰溪不断
探索创新模式，引进农防加固代建
制。要实现“五年工作任务三年完
成”的建设目标，每年兰溪有 10 多
个标段同时开工，从事建设管理的
专业技术人员需 20 人以上。空前
的建设任务带来了项目管理难题
和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困难。为
此，兰溪积极探索建管模式，引进
工程代建制，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
择社会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
责项目的投资和工程建设管理。
农防工程建设中实施的工程代建
模式，为兰溪水利项目开创了先
例，在金华市水利建设领域也是首
例。

兰溪市域内水库山塘遍布，有

小（二）型以上水库 134 座，一万立
方米以上山塘 1230 余座，水库总数
位列全省前五名。“这些山塘水库
是最危险的。现在小型水库整治
已完成50%。任务最重的是屋顶山
塘的整治，起码还需要 5 年的时间，
任重道远。”徐惠平介绍说。

钱塘垅水库工程是兰溪 2010
年启动的项目，总投资 2.72 亿元，
2013 年 8 月水库枢纽工程顺利通过
蓄水验收，并于 2014 年 6 月蓄水满
库并泄洪，经受了首次满库的安全
考验。该工程建设过程中创造了
多个兰溪水利史第一：全省第一个
设立第三方检测工地检验试验室
的工程；金华市第一个开展施工期
水土保持监测的工程；兰溪第一个
引进跟踪审价的水利工程。

据介绍，2014 年度兰溪计划除
险项目共 7 座小型水库，涉及灵洞
乡、游埠镇等 6 个镇乡、街道，批复
总投资 4921 万元。当前施工进度
正有序推进，均已完成迎水面预制
块铺砌、放水设施改造、防渗处理
等工作。

项目主导 大兴水利正当时

“现在市民对饮用水的要求越
来越高，‘五水共治’里提到的‘保
供水’的确是说到了点子上。因此
饮用水源地的建设和保护非常重
要。”蓝一飞说。

位于兰溪黄店镇北部山区的
佳宅坞村，于 2009 年实施了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供水方式为单村供
水，水源为冷水坞水库。但是由于
水库水质一直不好，虽然水看上去
清澈干净，可闻起来总有一股怪
味，村民怨声载道，无奈之下只能
去外边挑水喝。

了解到该村饮水存在困难的
情况后，兰溪市水务局高度重视，
多次与有关人员联系并到实地踏
勘，与村干部一起寻找新的水源。
在村里老人的指引下，在离村约 4
公里远的佳山坞深处发现了一股
清澈甘冽的山泉水。找到水源后，
市水务局会同佳宅坞村有关人员，
根据测量人员提供的数据及地形
条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引水方
案，同时在建设资金方面予以大力
支持。通过两个月左右的建设，目
前工程已基本完成，等净水设备安
装完成后便可正式通水。

据悉，2013 年，兰溪市实施农
民饮用水工程 13 个乡镇（街道）66

个行政村，解决饮水不安全人口
5.11 万人，工程总投资 2929 万元，
顺利通过省农村饮用水工程长效
管理达标县的验收。目前，兰溪市
村 级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就 达 到
126 处。

2014 年，兰溪市实施农村饮水
安全提升工程，与金华市政府签订
的责任书涉及 1.5 万人，总投资 900
万元。目前这些村已进入项目实
施阶段。

创业容易守业难。建设水源
地重要，如何将现有的水资源保护
好，是兰溪所有水利人更加关心的
一个问题。

在政策上，兰溪市实行了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了“三
条红线”指标控制体系。2013 年
度，兰溪全市用水总量、生活和工
业用水量、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 8 大考核指标
均在达标范围内。

在资金上，在全省率先争取浙
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支持，与杭州
兴业银行合作，开展“五水共治”定
向融资，首期融资 5 个亿。此举为
全面贯彻落实“五水共治”建设任
务、提高“五水共治”项目资金保障
能力提供了保障。

水源工程 让饮水安全无忧

对水利工作而言，工程建设是
基础，制度建设是前提，管理到位
是关键。作为事关民生的治水工
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解决复杂
的水问题，不仅要依靠坚实的工程
基础、先进的科技支撑，更要靠健
全的制度保障。

近年来，兰溪治水在责任落
实、管理机制、干部队伍建设等方
面下功夫，进一步治出了转型升级

的新成效。
全面落实治水责任。兰溪防

汛工作全面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
分三个层面签订落实防汛工作责
任制：市政府与 16 个乡镇街道、35
个防指成员单位分别签订落实防
汛工作责任制；各乡镇街道分别与
行政村及联村干部签订责任书；各
行政村、水管单位分别与水库巡查
员、堤防巡护员、排涝机手、山塘管
理员签订责任书，在全市形成了防
汛工作、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农
防加固工程方面，市政府与各有关
部门和镇乡街道分别签订《农防加
固建设目标责任书》，做到“四个
一”：即每一段农防都有一名责任
领导、一名水利员和一名联村干
部，将政策处理逐项分解到村，具
体到人，确保工程无障碍施工。

探索建立建管新机制。为加
强工程质量监管，兰溪市水利工程
建立了标后监管和工程量变更联
合签认等制度，形成了一整套“标

前抓程序，标后抓监管”的项目管
理方法。2012 年底，水务部门成立
了专职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
站和水利工程建设督查办公室。
为实现对已建农防的实时安全监
控与管理，兰溪投入 850 余万元，安
装了河道堤防数字化管理控制系
统，为三江堤防防汛抢险以及管理
维护提供了全方位技术支持。为
保障水库安全正常运行，除了已有
的四个中型水库管理处，还成立了
22 个小（一）型水库管理所，15 个镇
乡街道也分别成立了水库管理所，
对所辖 107 座小（二）型水库实行管
理，水库管理全覆盖的创新模式走
在了全省前列。

强化水利干部队伍建设。兰
溪市水务局党委与局属党支部、总

支分别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把水利渔业干部职工“一个不少、
一个不倒”列入自身队伍建设考核
目标之一。各重点工程在开工前
签署廉政合同，健全廉政制度，设
立廉政告示牌，接受社会的监督。

站在兰溪古城墙俯瞰兰江全
景，初冬的暖阳笼罩江面，将周围
的景物都映成了金色。遥想古今
多少文人雅士流连于此，留下赞美
诗篇无数，为这座水乡古城增添了
几多人文色彩。仁者乐山，智者乐
水。而今，智慧的兰溪人治水更护
水，水利工程全面铺开的同时，沿
岸的生态美景得以保留、升华，“十
年九涝”的经历已成过往。曾因水
而荣的兰溪，正在迎来人水和谐的
盛世景象。

乘势而上 向管理要“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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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东防洪应急工程

兰江游泳盛会

女埠泽基片农防大堤

钱塘垅水库新貌

塔山片防洪堤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