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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水城相依，缘水而兴。在这
个具有别样精彩、独特韵味的人间天
堂，老百姓的幸福感和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都与一汪汪盈盈秀水息息相关。

重大项目建设创新高，美丽河湖
幸福成色足，保障亚运善作善成，守牢
水旱灾害防御底线，厚植林水文化底
蕴⋯⋯在举世瞩目的杭州亚运会圆满
举办之年，杭州林水人交出了一份骄人
答卷。日前，在代表我省水利最高荣誉
的浙江省第二十三届水利“大禹杯”竞
赛活动中，杭州喜获银杯奖。

投资创新高 江河皆安澜

水利工程是水利实现其功能的基
础。近年来，杭州应时而动，乘势而上，
大干水利、大干民生，八堡排水泵站、萧
山五堡闸站、青山水库防洪能力提升工
程等重大水利项目相继建成投入运行；
一批多年想建而未建的项目相继上马，
包括城西南排工程、西险大塘达标加固
工程，以及以三堡至乔司段海塘为代表
的海塘安澜工程。今年杭州将冲刺
100 亿元投资，这样的投资规模将创下
历史新高。

在加速建设的同时，杭州织密工程
质量安全监管网。积极推行水利工程
电子招投标，率先出台文明标化工地创
建实施意见。充分运用“透明工程”

“云上工地”等数字化手段，实现水利工
程全要素监管。发挥党建引领示范效
应，全市开展“美丽林水 红联先锋”党
建联建，西险大塘达标加固工程成为全
省水利首个党建进工地示范基地。

此外，杭州紧扣新时代水利高质量
发展要求，加快建设高水平现代化杭州
水网。《杭州水网建设规划》在全省率先
获市政府批复，启动青山水库分洪通道
工程、分水江配水工程等水网标志性项
目前期研究，着力构建高标准防洪保安
体系和高水平水资源配置格局。

制度化治理 河湖见幸福

林水一头连着美丽生态和高质量
发展，一头连接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在运河亚运公园片区内，时常可

见老年人在河边打太极，青年人在国风
跑道上挥洒汗水，孩子在草坪上奔跑、
玩耍。这是杭州以“幸福河湖惠人民”
为价值导向，开展建设幸福河湖工作的
一景。

从“美丽河湖”到“幸福河湖”，“河
湖长制”升级为“河湖常治”⋯⋯一直以
来，杭州坚持把改善河湖水环境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实现了水环境
由“脏”到“净”，再到“清”，并正在向

“美”的持续转变。
如何以“河”助美？杭州率先出台

《幸福河湖评价规范》，2018 年以来建
成省级美丽河湖86条，连续5年居全省
第一。河湖长制工作有能有效，开展护
河志愿活动 7000 余场次，协调解决保
护发展问题 1 万余个，市级民间河长竹
书鸿入选全国“十大最美河湖卫士”。

幸福河湖建设离不开水文化的厚
植。杭州深化水文化建设与挖掘，创建
全省首批“水文红色哨站”，“京杭大运
河百年水文联盟”活动入选 2020 年全
国水文十件大事；建成杭州市水利科普
馆等 3 个教育基地，三堡排涝工程、拱
宸桥水文站列入水利部水工程与水文
化有机融合案例。

护航亚运会 碧水映荣光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水，是杭州的灵魂。这届亚运会，杭

州的“绿水青山”也随之“出圈”：一条条
亚运场馆周边的美丽河湖，展现着“水
清、岸绿、河畅、景美”的亲水型宜居城市
风采；环绕亚运村周边的萧山亚运水系，
融入围垦精神、潮涌文化和杭州亚运元
素，为河流注入“运动”活力⋯⋯

为了让“清如许”的秀水点染现代
版“富春山居图”，杭州市林业水利局结
合年度重点工作开展“美丽林水 护航
亚运”十大行动，聚焦除险保安、生态美
丽，以补短板、提品质、强保障、促提升
为主线，在平安护航“两个亚运”中交出
林水高分答卷。

“两个亚运”举办期间，杭州林水系
统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出动巡查
6.47 万人次，发现处置包括河湖水环境
在内的问题 493 个；完成“匠心提质绣
杭城”专项行动的 10 个美丽河湖 10 个
亲水节点；精心调度新安江水库、富春
江水库下泄，保障了皮划艇静水项目和
淳安铁人三项正常比赛；全市防潮安全
管理工作平稳有序，农历八月十八期间
保障了钱塘江杭州段 69 万余名观潮群
众安全⋯⋯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全市
林水系统勠力同心、默默耕耘的写照。

举世瞩目的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
第 4 届亚残运会已经落下帷幕，践行

“守绿水青山 护江河安澜”的使命担
当，塑造更为惠及百姓的“绿色遗产”，
杭州接续前行。

（周静 张玉伦 王伟伊）

碧水润民生 幸福踏歌来

江河安澜让人间天堂愈益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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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获评全省水利工作综合绩效
考评优秀，年度投资完成情况居全省前
列，先后荣获全省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
行动成绩突出集体、全省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成绩突出县、浙江省“十
三五”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成绩
突出集体、全省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工
作成绩突出集体等荣誉⋯⋯这几年的
宁海水利恰似启动了开挂模式，成果很
是引人注目。日前，在 3 年一度的浙江
省第二十三届水利“大禹杯”竞赛活动
中，宁海再一次脱颖而出，荣获铜杯奖。

建管并重
碧水清清润城乡

宁海清溪水库工程是国家重点水
利基础设施项目，批准概算总投资高达
53.3 亿元，投资体量在当时我省新开工
水利重大项目中位列第一。宁海东部
沿海防洪排涝工程，是提升平原防洪排
涝能力的基础性工程，概算总投资达
22.79亿元。宁海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工
程，旨在保障城区防洪排涝安全，改善
城区水生态环境和水景观，提升城区发
展品质和能级，概算总投资24.28亿元。

巨大的资金需求往往构成水利项
目的严重制约。宁海积极创新投融资
模式，通过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世界
银行贷款、社会资本合作等多种模式开
展水利项目融资，有效缓解中长期水利
建设资金压力。2020 年以来该县共完

成水利建设投资 60 余亿元，投资完成
情况位于全省前列，相关做法得到浙江
省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认可。

水资源来之不易，当管好用好。宁
海依托“浙水安澜”水利数字大脑，建立
并完善全县河湖水域分布、管理范围划
界等数字地图，初步实现问题巡查和问
题处置的数字化信息化管控。同时，联
合多部门坚持定点、定时、定片巡查，综
合利用卫星遥感影像、无人机航拍等手
段，全面查清整治“四乱”问题。今年 1
至 10 月，共组织各类巡查 203 次，摸排
整改问题 36 处，全县 11 条县级以上河
道全部完成无违建河道创建，累计创建
长度近200公里。

为让广大农村地区共饮好水，宁海
大力推进农饮水达标提标三年行动，完
成了全县受益人口15.58万人的达标提
标任务，并将 301 个单村水站减少到
159 个，成为宁波市在该行动中村级水
站数量减少最多的地区。

全域提升
幸福水利成片建

地处汶溪流域的双林村是远近闻
名的美丽乡村。宁海依托汶溪沿线自
然资源禀赋，以 9 公里长的美丽河湖为
纽带，串联起“谷、溪、林、村、禅”等丰富
的山水田园和人文历史资源，使得双林
村沿汶溪一带涌现出精品民宿 46 家，
年旅游纯收入可达 1000 余万元，走出

了一条“生态美村、改造靓村、旅游兴
村”的发展道路。

清水就是资源，生态就是民生，宁
海的实践就是生动的诠释。得益于“山
林水土”全领域治理、“建管运维”全过
程防控、“一二三产”全产业转型等“三
全”水土保持模式，宁海的山山水水有
了清澈的源泉，宁海的水土保持工作也
一直走在前列，收获了全国水土保持治
理示范县、“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
程”等诸多重量级荣誉。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宁海不断深化河湖长制，将
海塘、水库、山塘、农村水系、村庄水环
境等项目统一纳入建设范围，通过统筹
开展幸福水利片区建设，推动水安全、
水资源、水环境、水文化、水管理五位一
体全面发展，全力打造更具幸福感的河
网水系，构建全域幸福水利大格局。

多元融合
海宁塘安增福祉

宁海靠海，海塘对宁海来说就是生
命线。这种极端重要性使得宁海在我
省率先启动以“安全+”为理念的海塘安
澜工程建设，计划至 2025 年投资 10.7
亿元，除险加固及提标海塘55.15千米，
建设长度和进度在全省领先。

而且，宁海在实施海塘安澜项目
时，聚焦“多元融合”理念，坚持高起点
谋划、高标准设计，确保工程与海岸线
修复、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等规划
充分衔接，与生态、景观、文化、产业等
有机融合，最大程度发挥海塘建设的综
合效益。

而今，在大幅提升防潮安全标准基
础上，宁海海塘正在呈现出独特的风
采，长街盐场塘打造出蓝色“渔港风情”
生态韵味海塘，越溪塘打造绿色“沧海
桑田”文化韵味海塘，汶溪周塘就是一
条惟妙惟肖的“海上长城”。这些海塘
发挥出多维的复合效应，成为当地百姓
的生命线、风景线、幸福线。

为民造福永无止境，奋进者的脚步
不会停歇，站在新的起点，宁海水利正
在书写更加璀璨的新篇。

（达才金 陈莹 钱卓飞）

华章再续 新篇延绵
宁海荣获第二十三届“大禹杯”铜杯奖

近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第二十三
届水利“大禹杯”竞赛活动优胜单位名
单，诸暨市荣列其中，摘得铜杯奖。回
眸治水三十载，诸暨 6 度捧起“大禹
杯”，连续 9 年获评全省水利工作综合
绩效考评优秀县，正是对“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践行。

一个个耀眼的荣誉背后，是诸暨生
态文明建设的锦绣答卷，是一张蓝图绘
到底的使命担当。近年来，诸暨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对标“两个先行”，着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先行示
范，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
进的要求融入美丽浙江建设全过程各
方面，用水利生态治理“新答卷”描绘百
姓幸福“新底色”。

源头治理
在青山绿水间逐梦“绿富美”

秋高气爽的夜晚，诸暨浦阳江城区
段西施故里景区，游客人头攒动，沉浸
式体验西施文化，感受浦阳江碧水畅
流、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生态夜游画
卷。依托“西施故里寻美夜”文旅融合、
五泄江公园音乐喷泉等项目打造，浦阳
江沿岸成为诸暨周边群众休闲娱乐的
网红打卡地。这样热闹的亲水节点在
诸暨很多⋯⋯目前，诸暨共有 17 条河
湖入选省级美丽河湖。

诸暨全市河湖实现由“净”到“清”、
“清”到“美”、“美”到“富”的精彩蝶变，
得益于坚持一体推进水环境治理、水文
化挖掘、水资源利用，以深化“河湖长
制”为有力抓手，以数字变革为牵引，以
创新为驱动力，将全域建设“安全、生
态、宜居、文化、富民、智慧”的幸福河湖
作为治水的根本目标。

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河湖旧
貌换新颜。水清景美更是吹来了新风
尚，发展了新业态。不少外出务工的诸
暨人纷纷回村，在秀山绿水旁开起了农
家乐、办起了民宿，乡村旅游业蓬勃发
展。

吴佳林是诸暨市同山镇布谷村涉
足民宿行业的村民，2022 年，她开办了
民宿云和湖畔。凭借环布谷湖的靓丽
风景，再加上良好的口碑积累，今年，村

里的民宿经济呈现井喷态势。“前 8 个
月，光我家民宿就接待了游客10000余
人次，毛收入在 100 万元左右。”吴佳林
说，全村共有 20 余家民宿，创收超过了
百万元。

美丽升级
在共建共享下扮靓“高颜值”

“‘美丽浙江建设’我参与。”这是诸
暨全市最常见到的宣传标语。自诸暨
市开展“美丽浙江建设”以来，群众“可
感”、生态宜居成为水利建设的基本路
径。2020 年来，诸暨先后荣获全国水
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浙江省

“五水共治”大禹鼎银鼎、省政府督查激
励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和水库系统治理

（除险加固）工作成效明显县市、省级幸
福河湖建设试点优秀单位等荣誉。

诸暨全市 17 个县控以上断面均保
持在Ⅲ类及以上水质，浦阳江出境水质
达标率始终保持在 100%，出境水质持
续优于入境水质。县级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和乡镇级集中式饮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均 为 100% 。
2022 年以来，在“千万工程”指引下，诸
暨持续巩固全省首批幸福河湖试点县
建设基础，积极打造全域幸福河湖示范
县，治理 5 条水系，惠及 20 多万人。今

年，新开工建设的浦阳江治理三期工
程，在提升防洪保障能力的同时，兼顾
水环境治理和亲水便民设施建设，进一
步提升河湖生态安澜水平，为环水经济
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东湖秀色位于枫桥镇栎桥村，曾经
年久失修。2022 年，东湖秀色被列入
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试点项目建设范
围。目前，该工程已经顺利完工，显著
提升了周边的人居环境和村庄品位，联
合打造的红色研学游线路，成为旅游打
卡胜地。

据了解，依托全国水系连通及水美
乡村建设试点项目，诸暨市实施店口渠
水系连通，治理河道长度77.66公里，建
设水美乡村6个，滨岸景观节点5处，打
造“兴盛枫桥”“魅力凰桐”“诗画壶源”
三大水美乡村板块。项目总投资 4.74
亿元，于 2022 年开工建设，将于今年底
全面完工。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绿
水就是幸福。”诸暨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水生态治理是一场关乎民生的硬
仗，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一直都是
诸暨群众的共同期盼。一件一件抓落
实，一年接着一年干，用持续的惠民实
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诸暨正不遗余
力。

（张愉翊 方成）

书写生态文明建设的锦绣答卷
诸暨六捧水利“大禹杯”奖

山区水利现代化先行县试点，机制
创新带来水利投资连年跳涨，水资源生
态价值加速转化，近几年来，松阳在创
新发展上做足文章，奋力跑出山区水利
现代化先行加速度。日前，松阳荣获浙
江省第二十三届水利“大禹杯”铜杯奖。

秀水长清
为美好幸福生活加码

水利为民，河湖状况与人民生活密
切相关。2021年5月，省水利厅发函支
持松阳建设全省山区水利现代化先行
县试点。两年来，松阳持续加大幸福河
湖建设，投资3.67亿元实施松阴溪流域
水生态保护及修复、四都流域农田生态
修复与提升等项目，全面改善河湖生态
环境，全县河湖水质达标率100%，成功
创建省级美丽河湖 7 条，水美乡镇覆盖
率达 68.4%，获评浙江省唯一人文水脉
类大花园耀眼明珠、全省第一批幸福河
湖试点县建设优秀单位。

为保秀水长清，松阳抓实河长制。
松阳县河长办筹备建设由县委书记、县
长牵头抓总，在体制、资金、人员三要素
上给予了充分保障，并于3月22日在丽
水市率先实现独立办公。县委书记、县
长带头巡河履职，截至目前，全县河长
巡河 11376 次。县河长办建立河湖状
况水质更新库，对 20 条县级河道进行
实时水质检测。

为群众谋求更高安全感、幸福感，

优化供水网络配置格局成为题中之义。
松阳科学谋划水网布局，积极推进

松古平原水系综合治理工程、小港综合
治理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创新开展

“一乡一水库”行动，高标准推动民生实
事工程，2021 年至今共完成病险山塘
综合整治 15 座，水库除险加固 7 座，改
造提升供水站 45 座、新建（改建）堰坝
13座、安装消毒设备及配套设施39套；
累计更新改造老旧供水管网 600 余公
里，全县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人口比例
达81.47%，在全省山区县中位列前茅。

点水成金
探索水价值实现路径

堰堤密布、圳渠交错，在松古大地
上，人与水的故事亘古绵长。

近年来，松阳积极推进水文化建
设，通过加强水利遗产的挖掘和保护，
提升水利工程文化内涵，书写松阳特色

“水文章”。
2022 年 10 月，松阳松古灌区成功

入选第九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以此为契机，松阳对水利博物馆的 6 个
展厅进行提升改造，融入智联网、虚拟
化技术等数字化技术。同时采取“工
程+文化”等形式，鼓励水文化的多元
化、多样化发展，投资 2.66 亿元实施的
松阴溪干流综合治理工程，成功入选
2023 年浙江省水利厅第二批水工程与
文化有机融合典型案例。2023 年松阳

成为水文化建设示范县创建试点。
依托区域优质水资源，松阳县建设

松阴溪绿道百余公里，建成水上乐园、松
阴溪4A风景区等休闲娱乐设施，打造便
民惠民的亲水圈，同时引入山泉水生产
企业“浙松谷泉”并成功投产；建成大鲵产
业综合园、黄南水库清水鱼养殖基地等
一批特色水经济平台；培育滨水民宿、河
道漂流等一批新业态产业；通过“取水贷”
实现灌区资源盘活再利用；投资88亿元
全力推进松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一
系列项目纷纷落地，实现了“水生态资
源”向“水生态资本”的有效转变。

机制创新
跑出水利建设“加速度”

2021 至 2023 年，松阳分别完成投
资2.2亿元、6.7亿元、8.5亿元，实现了水
利投资三年“三连跳”，这份成绩单的背
后，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探索。近年
来，松阳县积极推进水利投资领域“两
手发力”，不断拓宽水利投资融资渠道。

巧破难题，争取专项债。松阳推动
水利纯公益与其他收益项目“肥瘦搭
配”、大小项目“同类合并”申报专项债，
破解水利工程公益性强，收益不足的问
题。2021—2023 年，松阳县共获得专
项债 5000 万元，目前正在申请团结水
库专项债资金1亿元。

巧换思路，创设特许经营。松阳将
“水网”工程与新建自来水厂、全域土地
整理等项目联合打包，试行“投、建、营”
一体化、统一运作。并通过创设净水交
易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特许经营
收入作为投资回报，引入三峡公司参与
松阳水网建设，获得投资17亿元。

巧谋出路，盘活存量资产。松阳县
积极谋划并实施水库资产盘活行动，将
县属六都源水库、东坞水库等 5 座水库
出让给县水投公司，回收资金达15.5亿
元。2022 年 12 月，该项目成为首批纳
入省发改委盘活存量资产台账的项目，
也是省水利厅与省农发行共同打造的
首个盘活水库资产项目。

（黄珈艺 周子琳）

松阳：创新发展
跑出山区水利现代化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