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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发力 科技赋能 全民共治

共建共享“碧水绍兴”
干 婧 刘春英

绿水青山长相依，河湖清韵漾绍兴。绍兴地处杭州湾南岸，是典型的江南水城，市域内河网密布、水系丰富，纵横交错着数千条河流。城因水而兴，水因

人而清。人与水的亲近关系，是水城风景动人所在。

近年来，绍兴全市高标准推进“五水共治”，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取得了显著成效：累计建成“美丽河湖”68 条、696 公里，群众治水幸福感指数实现

“八年连升”，连续六年夺得浙江省治水最高奖“大禹鼎”⋯⋯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水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一幅水澈岸美、生机盎然、人水和谐、惠民宜居的

美丽河湖幸福画卷正徐徐展开。

精准发力
共建污水零直排区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工作，是新形势下“五水共
治”工作进一步从治标向治本、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
转变的核心载体和主要突破口，是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关键抓手。

绍兴全面创建“污水零直排区”，推动全覆盖、数
字化、管长远，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古城，让人
民群众共享治水成果。2021 年全市完成 16 个新建
园区和4个提升园区建设，全面推进城镇“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任务，3 个区、县（市）完成城镇“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

工业园区污水是源头管控的关键节点。在杭州
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有日处理20万吨的现代
化污水处理厂，这个被称为“大肾脏”的地方，从高空
俯瞰，十来个圆形“巨型大碗”排列有序，稳定高效地
进行着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分质处理。

近年来，为了彻底解决该工业园区污水难题，杭
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推倒重建车间、提升生产工艺、淘
汰落后设备、完善污水处理系统为抓手，推进企业改
造升级。一方面实施 11 个投资约 1.32 亿元的政府
投资项目建设，推进 45 公里管道日常养护疏通，10
公里 CCTV 机器人管道检查，新建污水管网 12 公
里，改造雨水管网6公里。另一方面，推进企业自筹
整改项目建设，投资约3.2亿元重点对185家企业内
部的污水池、明沟、隔油池、化粪池等设施进行改造，
新建雨水收集池循环利用厂区雨水。

高效的工业污水处理能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夯实了基础。如今，园区工业废水排放强度逐年削
减，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由 2017 年的 21.31
吨/万元减少至 2021 年的 12.59 吨/万元，较 2017
年削减40.9%。

精准治水需要科技支撑。借助物联网、地理信
息技术等新技术，绍兴开启了“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的智慧模式，形成一张全域化、全方位的智慧信息
网。

“以前管道容易塞住，会有异味，现在房前屋后
都清清爽爽的！”安昌古镇，新型生活污水收集方式
已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再现“碧水贯街千万
居，彩虹跨河十七桥”的江南水乡美景，也让依水而
建的古镇焕发了新活力，旅游、文创等新兴产业发展
势头更强劲，居民们为此点赞不已。

“在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中，我们引进
先进的真空负压收集系统，由原来的传统重力方式
污水收集排出改为通过负压收集、压力排。”安昌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街道利用数字化赋能，对各收集
箱的运行状态、启闭次数、污水水量、运行能耗等进
行实时监测，实现长效化管理。

“建设‘污水零直排区’是推进源头治水、实现水
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效途径，是惠及民生的关键之举，
也是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之
举。”绍兴市治水办（河湖长办）相关负责人说。

找寻查挖
共护碧水致富成果

“绿色疗法”扮靓了生态底色，从城市到乡村，绍
兴全域更为宜居宜业，游客慕名而来，实现了“往水
里投金”转化为“从水中捞金”。

近期，到新昌县城南乡韩妃江边徒步的人逐渐
多了起来，韩妃江的名气越来越大，得益于韩妃江美
丽河湖的创建。2021年，韩妃江王渡村到下洲村段
成功创建为省级美丽河湖，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更
有一些影视剧组前来，为当地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

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诸暨枫桥江三大干流之
一的孝泉江，昔日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河道堵塞，空
气脏臭的“燥溪滩”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绿
树成阴、溪流淙淙的“风景点”。村容干净整洁，道路
平整宽敞，山林植被资源丰富，两大特色产品竹笋和
柿子的品质也越来越好。良好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效益让村民富了起来，过上了向往的生活。

人水和谐，是这座城市永恒的追求。位于曹娥
江下游最大支流小舜江上的小舜江供水工程——汤
浦水库解决了虞绍平原 300 万人的饮用水问题，一
举成为绍兴最主要的“大水缸”。

“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为绍兴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态屏障’。”绍兴市治水
办（河湖长办）相关负责人说。随着小舜江南北溪的
水质和美景更加深入人心，“美丽生态”逐渐转换为

“美丽经济”，逐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同
频共振。

城乡共治，全域提升。绍兴按照以水为脉、连线
成片的思路，打好“五水共治”碧水行动攻坚深化战，
全面推进美丽城市、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景观
带建设，加快打造全域大景区大花园。建成钦寸、永
宁两座大中型水库，形成“两江（曹娥江和浦阳江）、
一网（平原河网）”全市域水城格局。截至目前，绍兴
已成功创建市级“美丽河湖”68 条（个），其中省级

“美丽河湖”55条（个）。
美丽河湖的创建带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

游。以环城河、曹娥江大闸、新昌沃洲湖等5个国家
水利风景区为点，通过“浙东运河”“唐诗之路”等线
路，串联起绍兴越城迪荡湖、诸暨白塔湖、嵊州剡
溪等网红“打卡点”；通过实施“水利﹢”，促进“生
态﹢”，弘扬“文化﹢”，带动“经济﹢”，推出“幸福
河湖”IP（知识产权）游、研学游线路，充分发
挥治水红利，使生态价值有效转化为经济
价值。

三分建，七分管。为了巩固治水成
效，今年4月，全市碧水2号督查行动有序
开展，分为动员部署、自查自纠、互帮互查
等几个阶段。5月中旬以来，绍兴市全面开
启“找寻查挖”县级互查工作，对涉水问题
不讲面子，不留死角，排查动真格。同时，开
展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巡检巡查，今年已对全
市各区、县（市）的16个乡镇主要河道、小微水体
等进行巡航监测，以高空“鹰眼”视角发现交办了
一批问题。组织第三方使用机器人等设备对重要雨
污管网进行 CCTV 检测，排查内部破损泄漏和堵塞
情况，提高督查的高度和广度，为“找寻查挖”专项行
动更高效地推进提供了技术支撑。

接下来，绍兴还将积极探索幸福河湖建设新路
径，强化断面水质“黄、橙、红”三色预警机制，精准落
实“一点一策”治理方案，增强河网水体流动，确保河
湖常年“净、清、美”，努力实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双优双赢，助力打造江南水乡幸福新高地。

数智赋能
水陆“云”全时空监管

鉴湖水悠悠，十年治水铸荣光。为守护一方秀
水，让群众享受到更多水生态资源带来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10 年前，绍兴探索“河湖长制”管理，
以制度化开启新时代治水之路。直到去年底，绍兴
全市四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 66.3 万次，发现问题
6228 个，问题整改率 100%。10 年磨砺，“河湖长
制”成为了水乡治水的宝贵经验，如今，一条条河流
碧波荡漾，润泽两岸百姓。

那么，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现有经验成
果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智能立体化管护河湖，让监管
更为深入高效？这成为了绍兴治水人新的课题。于
是，具有数智化的“治水大脑”、河湖长制监督管理平
台应运而生。“美丽河湖电子地图”“河湖健康码”等
应用，对河湖实行动态管护，管水更加精准、更有效
率、更具底气。

越城区古城“治水大脑”平台试点建设正在加快
推进，它能够增强河湖立体化监管、河湖长精准化履
职、流域系统化治理和问题闭环式处置能力。杭州
湾上虞经开区以“标准化、数字化、智慧化”为引领，
投资 4.5 亿元打造安全环保智慧监管平台，集成省、
市、区三级系统管理平台12个，打破业务信息孤岛，
实现数据共享。

云端监管平台24小时不停工，“水上小卫士”也
“上岗”不停歇。越城区东浦街道河道内，6 套新型
水面垃圾自动收集设备24小时运转，用于收集树叶
等水面漂浮物。“每台设备每日可以收集 20 公斤的
垃圾，工作效率约为人工的两倍。”相关负责人介绍，
它能在极少的人力监管下，在覆盖范围内实现 90%
以上的水面自动清理，大大提高了治水效率和质量。

水、陆、“云”三端齐发力，全时空无盲区监管保
护着碧水绍兴。除了四级河湖长常态化巡河湖，绍
兴还大力组建了“碧水联盟”，推行社会公众治水护

水“绿水币”制度，整合全社会之力助推治水工作。
2021 年，全市“碧水联盟”护水志愿者注册人数达
52万余人，累计发现问题27892个，活跃度达21%，
三项指标均列全省前3位。

“‘五水共治’正全方位提升城市的品位和气质，
为‘美丽绍兴’绘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绍兴市治水办
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要传承和弘扬“大禹精神”，
通过党员干部、各级河湖长的示范引领，让全民治水
理念深入人心。

新一轮的“五水共治”集结号已经吹响，绍兴将以
最强的决心、最实的举措、最大的努力推动“五水共
治”迈向新高度，为展现“绍兴风景”作出更大贡献！

新昌县小将镇小将自然村农污治理终端

（本版图片由绍兴市治水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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