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建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1080 邮箱：zjrb@8531.cn6 深读

鱼儿顺畅洄游鱼儿顺畅洄游。。

记者手记

莲都区的莲花堰，俯瞰犹如一朵绽放的莲花。

完成改造的云和梯田堰坝成了玩水的好去处。

龙泉三溪口堰坝的灯光秀龙泉三溪口堰坝的灯光秀。。 （（本版图片均由丽水市水利局河湖管理中心供图本版图片均由丽水市水利局河湖管理中心供图））

改造后的景宁大均水碓洋堰改造后的景宁大均水碓洋堰，，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拍照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拍照。。

丽水投入1.8亿元，完成瓯江水系574座堰坝生态化改造

帮鱼儿找到“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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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投入1.8亿元，完成瓯江水系574座堰坝生态化改造

帮鱼儿找到“回家”路
本报记者 暴妮妮 通讯员 李妙艳 黄美玲 戴心怡

“改造之后，尽管我们还没有对
过鱼量进行连续监测，但丽水各溪
流中，石斑鱼、小鲫鱼、香鱼等鱼类
洄游的现象已经明显多了起来。”丽
水市水利局河湖管理中心主任张威
说，未来，丽水还要在全市范围内继
续全面、系统推进堰坝生态化改造
工作——以县级及其以上河道为重
点，严格按照建设指引要求，至2030
年底，新增完成河道堰坝改造 700
座以上，实现市域城乡重要主干河
道生态系统复苏治理；其中 136 条
县级以上河道的堰坝生态化改造工
作力争提前全面完成。

在为鱼儿打通洄游“生命通道”
的同时，生态堰坝也为丽水带来了
福利。

位于景宁的标溪堰，以前一到枯
水季，由于堰体原因，下游河道流量
偏低，露出的光秃河床与两岸层峦叠
嶂的景色极不协调。改造之后，不仅
常年水流充沛，而且各类溪鱼时常欢
快地跃出水面，吸引了众多白鹭前
来，与周围的绿水青山形成一幅美丽
画卷。

“以前没有这么多白鹭，现在我
们这里都成了网红景点！”标溪乡标
章村村民郭天庆开心地说，随着前来
打卡的游客增多，他还在家门口开起
了小卖部。

为当地村民生活带来变化的不
只标溪堰。位于莲都区宣平溪港口
村的莲花堰，空中俯瞰犹如一朵盛开
的莲花，河岸两侧郁郁葱葱，远处山
峰林立，行人走在堰顶的汀步石上，
别有一番情趣。精致的美景也吸引
了周边群众前往嬉水、散步⋯⋯自
2021 年莲花堰建成被网友追捧为

“网红”堰后，港口村便趁机将村庄建
成了集休闲观光、特色民宿、餐饮聚
会、水上娱乐、民（渔）俗风情体验于
一体的城郊小村。2022 年，村集体
收入 171.18 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
26.85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抖音小网
红，专门记录堰坝边的农村生活。”景
宁县水利局河道管理所工作人员黄
美玲说，大家都叫他“标哥”。标哥是
景宁沙湾镇“七里农家乐”的民宿主，
民宿位于落霞堰旁，小山村里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恬淡生活，吸引了不
少网友围观。

“自从落霞堰2023年改建好后，
溪里的鱼多了起来，我家的拿手好菜

‘溪鱼煲’常常供不应求。”标哥说，他
经常把去堰坝边钓鱼和做菜的过程
拍成视频放在网上，大家看到堰坝的
美景后，很多人慕名而来，不仅为了
大饱口福，更为了大饱眼福。

在景宁毛垟乡穿村而过的带溪
河上，红旗堰形似飘扬着的红旗，深
受孩子们喜爱。毛垟乡地处革命老
区，全乡都是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每
年都有家长带孩子来学习红色历史，
体悟革命精神。“孩子们在这里不仅
能学到知识，还能捕鱼，玩得很开
心。”黄美玲介绍，当地为红旗堰改建
时动了不少心思，现在的红旗堰既能
为鱼类洄游形成水面休息区，又能为
孩子们嬉水创造有利条件。

如今，瓯江水系的生态堰坝已
经成为镶嵌在绿水青山间的亮丽
风景。这些堰坝串点成线、连线成
面，在丽水绘就了一幅动人的生态
画卷。

鱼水两相欢 群众喜得福利鱼水两相欢 群众喜得福利

元旦前后，丽水山区气温忽高忽
低，瓯江水系中的鱼儿也随着水温
的波动而洄游，寻找适宜的生存环
境——这些鱼儿，如今的洄游之路比
以往顺畅了许多。

洄游是指鱼类由于繁殖、索饵、越
冬、寻求适温环境等需求,从一片水域
游到另一片水域的现象。以前，丽水
不少堰坝过高、过密、过陡，成为鱼儿
洄游难以逾越的门槛。

瓯江是丽水的“母亲河”。为了保
护河流的生物多样性，让鱼儿轻松找
到“回家”的路，2021 年 6 月起，丽水
投入 1.8 亿元，率先在瓯江水系开启
堰坝生态化改造。目前，改造项目涉
及的 574 座堰坝已全部完工，并于
2023 年 12 月完成验收。这些堰坝连
通了近百条河道，让瓯江流域的鱼儿
洄游畅通无阻。

在莲都区，沿着瓯江支流西溪和
梁村溪顺流而下，一座座堰坝或呈阶
梯状、或呈缓坡状，与周围的环境融为
一体。

“这些都是我们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修复的生态堰坝。”浙江省水利河
口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斌介绍，生态
堰坝是指在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基础
上，尽量降低对河流生态影响的堰坝，
不仅筑坝材料生态、造型优美，而且还
具备过鱼条件，不影响河道流量。

丽水有瓯江、钱塘江、飞云江等六
大水系，这些水系共有 136 条县级及
以上主干河道，上面建有大小堰坝
1392座。

“其实有些古堰坝也属于生态堰
坝，比如丽水的通济堰，低矮坡缓，依
水而筑，具备灌溉功能，也为过鱼提供
了便利，是古代水利设施遗存的代
表。”丽水市水利局河湖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李妙艳说，随着施工技术的进步，
特别是混凝土的发明，除了灌溉，堰坝
还有发电引水、蓄水造景、调整溪流坡
降、固沙防冲的作用。但由于以前缺
少系统规划及维护，丽水堰坝在兴利
的同时，也逐渐出现过密、过高、过陡、
硬化严重等现象，而且很多堰坝与周
边景观不协调，再加上没有考虑过鱼
功能，大部分堰坝都没有设置专门的
鱼道，鱼儿难以从下游游至上游，洄游
受阻。

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教授荣月静看来，鱼类是河流生态
系统中的顶级群落，在河流生态系统
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过程中起着重
要作用，是河流生态系统相对敏感的
指示性物种。而鱼道是可供鱼类洄
游过坝的人工水道，或设在江河固定
建筑物中的鱼类及水生生物的生态
廊道，对于保护河流生态系统、促进
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10 多年前，丽水市水产推广站和
省淡水研究所曾做过调查，对比上世
纪 70 年代，瓯江鱼类减少了 29 种，减
幅达 28.8%，洄游性鱼类花鳗鲡、鲻鱼
等在莲都区以上的瓯江干流基本绝
迹，鱼类产量大幅下降，且有品种单一
化的趋势。鱼类年龄中高龄组所占比
例很低，低龄化和小型化问题显著。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河流
生态形势严峻，鱼类无法洄游到适宜
的水域，既长不大，也活不久。

“近年来，浙江全面推进生态省建
设，五水共治、消除黑臭河、剿灭劣 V
类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丽水水安全、
水生态、水环境大幅提升，瓯江流域鱼
类种类减少的情况有所好转。”王斌
说，但高龄组鱼类所占比例依旧很低，
而且有小型化的特点，这显然还是鱼
类洄游受阻导致的。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是 生 命 共 同
体。2021 年 6 月，浙江省瓯江源头区
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工程被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列入国家“十四五”时期第一
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项目，总投资 55.3 亿元，获中央奖
补资金 20 亿元。丽水开展的这一工
程旨在打造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实践样本。截至 2023 年
底，该工程已完成进度 90%，预计今
年6月竣工验收。

堰坝生态化改造工程就是上述工
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021 年 6
月，丽水市水利局出台了《丽水市生态
堰坝建设指引》，就此，丽水开启了一
场打通鱼儿洄游“生命通道”的行动。

堰坝少鱼道
鱼儿找不着北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遂
昌县松阴溪段改造后的生态堰坝——
龙潭堰，呈大写的“S”型，宛如一条蛟
龙在松阴溪上游摇曳舞动。龙潭堰
全长约 70 米，倾泻而下的水流形成
低浅的三级跌水，偶尔能看到石斑鱼
在飞溅的白色水花中翻腾跳跃。

“堰坝的修复和设计理念，从来
不只是直接拆除或重建，而是因地制
宜。”李妙艳说，根据生态化堰坝的特
性，建设指引将丽水堰坝生态化改造
分为拆除、修复和改建三种情况：若
堰坝过密且堰坝原有的功能已消失，
则拆除；若堰顶过高等情形影响下游
水量和鱼类洄游，就要改建；有些堰
坝年久失修但符合生态堰坝标准，则
进行修复。无论哪种情况都要充分
考虑鱼道的连通性。

堰坝生态化改造工程最终选取
了瓯江流域 100 多条县级和乡级等
主要河道上的574座堰坝进行改造，

最终，这些堰坝拆除了10座，其余的
均以修复和改建为主。“丽水境内其
他 5 个水系河道上的堰坝也将逐步
改造。2024 年，先对县级河道上的
堰坝进行评估和改造。”李妙艳说。

改造具体怎样操作呢？建设指
引根据不同河道的生态环境，给出了
四种改造方案，分别是部分河床斜坡
式鱼道、全河床斜坡式鱼道、通过隔
板起降控制的临时鱼道，以及在河流
外侧开通的旁通鱼道，从而以多种形
式保证鱼类洄游需要的流速和落
差。鱼儿从下游回到上游，再也不像
从前那样吃力。

龙潭堰本就是生态堰坝，是典型
的部分河床斜坡式鱼道，修复后堰坝
更加牢固，鱼道也更加通畅。堰坝将
近十分之七的河床是三级跌水阶梯
式堰坝，剩下十分之三则为鱼虾等水
生动物提供了通道。

遂昌县河湖管理中心主任涂麟

兴介绍，一般水势较小的堰坝适合采
用部分河床斜坡式鱼道，建在河岸旁
且流量较大一边，这样的过鱼效果最
佳；对于下游河床比较坚固的堰坝，
则可以采用全河床斜坡式鱼道，即整
个堰坝都是鱼道，这样做不仅成本
低，而且更美观。比如景宁那云堰，
在原堰体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改建，采
用阶梯式水池，放缓下游坡度，保证
了鱼类洄游所需的落差。

为电站拦水而建的堰坝，则可采
用通过隔板起降控制的临时鱼道。
修复后的云和县浮云溪翻版坝就是
如此，在确保电站日常需求的同时，
工作人员会适时抬起隔板，联通上下
游的洄游通道。如没有控制隔板起
降的条件，则需要在河流外侧开通旁
通鱼道。目前瓯江水系上改造的堰
坝以部分河床斜坡式鱼道和全河床
斜坡式鱼道为主。

除了过鱼，堰坝的生态功能还体

现在亲水性。在山环水绕的丽水，休
闲嬉水一直是当地居民不可缺少的活
动，生态堰坝也承担了相应的重任。

缙云县好溪流域的杜桥堰位于
五云街道杜桥村东南侧，以前高耸的
堰坝让沿岸居民难以靠近。如今，改
造好的堰坝平缓柔和，成为居民游玩
的好去处。“以前在岸上一整天都钓
不到几条鱼，现在坐在堰坝中间，才
一上午，就已经上钩4条了！”杜桥村
村民郭天等开心地说。

很多完成改造的堰坝与当地文化
相融合,在外形上独具特色。比如畲
乡景宁将畲族元素巧妙融入其中。大
均乡镇龙桥旁的龙吟堰，堰体被设计
成畲族彩带的样式，溪水潺潺，“彩带”
仿佛在水中流淌。龙泉则在堰坝改造
中融入青瓷元素。位于龙泉溪、锦溪、
岩樟溪汇合口的三江口堰坝，坝体全
长150米，其中嵌入了龙泉青瓷凤尾
瓶状鱼道，形成一道别致的风景。

生态化改造 打通“生命通道”

暴妮妮

瓯江是浙江省第二大江，它从
庆元县百山祖西北麓起源，自西向
东，贯穿整个浙西南山区。丽水万
物生息都离不开瓯江的滋养。由
此可以理解，丽水为何会对瓯江流
域堰坝生态化改造下大决心。

在与丽水各县市区水利部门
的交流中，我了解到，堰坝的改造
并不容易，要得到群众认可，不仅
要拿出科学的方案，与群众交流
还要有足够的诚心与耐心。可喜
的是，丽水群众在生态保护方面
觉悟很高，还会为堰坝的改造建
言献策。不少堰坝的外观造型，
就吸纳了群众的意见——比如将
丝绸和青瓷元素嵌入其中的龙泉
三江口堰、将“莲花瓣”当作一个
个亲水平台的莲都区莲花堰⋯⋯

在缙云五云堰采访结束时，
恰好遇到几位家长带着孩子来游
玩，堰坝上满是孩子们银铃般的笑
声，在夕阳的映衬下，形成一副美
丽而温馨的画面。我想，这应该也
是堰坝生态化改造的意义——为
美好生活添一抹幸福色彩。

为美好生活添
一抹幸福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