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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处江南水乡，因水而名，因水
而兴，因水而美。

然而，由于多年来的粗放式发展，造
成水环境日益恶化，全省 8 大水系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污染，境内有 32 个省控地表水
断面为劣 V 类，31.7%的断面没有达到功能
区要求。老百姓甚至难以找到“可游泳的
河”，平原水网地带喝水困难。这些由污染
造成的水质性缺水，根子在于经济传统粗
放增长模式，是浙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

“烦恼”，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浙江这样的水乡，水变清是转型升

级最直接的一个标志。”浙江省委书记夏宝
龙认为，水环境综合治理与经济转型升级
紧密相连、互为表里，水污染之害一日不
除，转型升级之功一日难成。只有把治水
作为转型升级最关键的突破口，才能在更

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推进转型升级，实现
有质量、有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2013 年 11 月 30 日，浙江省委在十三
届四次全会上作出了治污水、防洪水、排
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的重
大决策，以此倒逼发展理念转变，倒逼生
产方式转型，倒逼生活方式改进，顺应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按照“五水共治、治污先行”的思
路，浙江省委、省政府要求：到 2016 年要
解决突出问题，明显见效；2018 年要基本
解决问题，全面改观；2020 年要基本不出
问题，实现质变。浙江省省长李强表示，
转型先汰劣，治污先治水。从 2014 年起全
省“三公”经费必须减少 30%以上，省下
来的资金全部用于治水。

“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到哪里，政协

的思想和行动就统一到哪里，智慧和力量
就凝聚到哪里。”在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
上，浙江省政协主席乔传秀明确提出，要
把助推“五水共治”与全面深化改革、“五
措并举”作为履职重点，把开展五水共治
民主监督与主动参与“五水共治”实践紧
密结合，既监督，又服务，当好监督员、
战斗员、信息员、宣传员、示范员，争做
界别群众标杆。

经与市、县政协会商，浙江省政协首
次在全省开展“三级政协联动、万名委员
同行、助推五水共治”专项民主监督行
动。截至去年 10 月底，全省三级政协近 2
万名政协委员为破解治水难题，共建立五
水共治民主监督组 1358 个，发现各类问题
7585 个，已整改 5886 个，提出意见建议
7463条，被党委政府采纳 5289条。

三级政协联动，动员所有委员参与治水，

在浙江政协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各市、县、区

政协都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协调

机构，排出民主监督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可以说，去年浙江政协工作的重头戏就是查

水情，念水经。

在调研中，记者发现政协治水在监督方

式上也很有新意。

查访前，做足功课，确定监督的重点区

域、重点河道以及重点内容。查访中，不打招

呼、不要陪同，不定时间、不定线路，重点关注

治污难度较大的城乡接合部、关乎民生的重

要水源地和容易被忽视的边角盲区。监督后，

通过摄像、照相就地向地方政府反映情况，针

对问题发动委员建言献策，与当地政府部门

会商整改措施，让每一个问题都有具体的解

决方案和时间表。这样的监督是参与服务中

的监督，是深入一线的监督，得到了当地党政

部门的认可和群众的认同。

当然，浙江此次举全省之力治水，用意并

不仅仅在于水，根本在于牵一“水”而动全局：

问诊产业，搭脉经济，谋求转型。

浙江的企业大多小而散，高投入、高消耗、

低效益。“转型必先汰劣，治污必先治水”。以治

理水环境为突破口，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正是

浙江追求科学发展与众不同的路径选择。

据记者了解，治水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在浙

江已有先例。近年来，浙江先后开展对铅酸蓄电

池、电镀等六大行业的整治。此前掀起的铅酸蓄

电池风暴中，浙江全省273家企业相继淘汰，如

今仅剩下60家。2015年元旦前，记者到全国最

大的铅酸蓄电池企业天能集团采访。该公司

董事长张天任告诉记者，“十一五”以来，公司

累计投入技术改造资金 10 多亿元，其中 2 亿

多元用于环保设备技术改造，目前所有生产

环节都实现了零排放的循环利用。

企业在“壮士断腕”，农村同样也在“忍痛

割爱”。浙西山区的龙游，是浙江的生猪大县，

也是钱塘江源头之水衢江出境的最后一关。过

去，猪粪随意排入溪流，污染严重。县委、县政

府决定“治水先治猪”，在全县范围内“拆猪圈”。

拆了猪圈，猪还怎么养？农民增收的问

题又该如何解决？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记者随后来到了开

启能源公司。公司董事长朱有标指着绿树环

绕下的一排排厂房告诉记者，这里面“住”着上

万头生猪。原来，为改变污水横流的传统养猪方

法，开启公司想出新招“变粪为宝”，投入4000余

万元引进德国技术，成立全国首家大型沼气发

电站：沼气用来发电，沼液回收发酵，沼渣用于

生产高效有机肥，建立起“猪粪—沼气—电力”

立体生态养殖模式。政协监督组还邀请浙江大

学、省农科院的专家，组织“畜禽废弃物无害化

生态处理技术开发与示范”项目攻关，相关技术

成果已在农户中推广，目前累计完成畜禽规模

养殖场排泄物治理项目1237个。

来自相关部门的最新统计表明，浙江去年

给自己定下的治水目标已基本实现，经过水域

整治，全省依然存活下来的企业，产值提高了将

近 30%，利税提高了 80%，污染物排放大幅度削

减。钱塘江、甬江、苕溪、瓯江、曹娥江、飞云江、鳌

江、椒江等浙江 8 大水系，运河和主要湖库地表

水功能区 III 类以上的比例达到 63%以上，县级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 87%以

上，变清、变亮的江河之水构成了一幅“渔舟唱

晚不知归”美丽画图。

治 水 之 意 不 在 水

浙江省三级政协联动探寻水资源治理新途径浙江省三级政协联动探寻水资源治理新途径——

助推助推““五水共治五水共治””换得换得绿水长流绿水长流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吴深荣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是近年来浙江举全省之力倒逼经

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力求走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之路。

为推动环保事业发展，浙江省政协找准定位，省、市、县三级政协首次联合启动“三级政

协联动、万名委员同行、助推五水共治”专项民主监督。浙江省政协主席乔传秀表示，监督要

真正深下去,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专业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破解基层治水难题，为党

委政府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深入监督，首先就要接地气。在治水一
线，群众就是最好的监督员。为了得到最精
准的信息，政协委员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
暗访各地，查找治水问题。

2014 年 5 月 21 日，记者随省政协监督
组赴浙西衢州，走进龙游县陶家山村。坐在
农家小院，政协委员与村民拉起了家常。村
民们无意间说起“这里的水，一洗手就会发
痒”。这引起了政协委员的注意。

政协委员们随即沿着村里的小塘，分头
寻找源头。走到村东环线交叉口工业园区，
明显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政协委员发现了
3个排水口，黑色的污水正源源流出。

在武义县泉溪镇，政协委员通过两个
暗红色水管，循管探究，发现了电镀园区
部分企业偷排现象；在宁波青蓝河，监督
组看到流速特别缓慢，发现垃圾沉底阻塞
河道问题；在衢州市郊，监督组闻到臭
味，寻气追踪，发现有养殖户污水漫溢导
致庄稼“受害”。

“地方不一定多，但每个点都必须深入
调查。”乔传秀告诉记者，政协监督就要发现
当地没有发现的问题，发现问题越多，监督
的底气就越足。为保证监督的有效到位，委
员们还将每个地区的“黑臭河”情况都制成
档案。同时，监督组不打招呼、不定路线、不
用陪同，随时出动进行暗访检查。

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政协委员实地查
看、明察暗访的乡镇已达 1300 多个、10800
多个村、5900 多家企业、8600 多条河流，把
视角延伸到了“党政部门一时关注不到的边
边角角”。记者注意到，追流溯源的同时，政
协监督的最大亮点就是发挥专业优势，寻求
科学治水的良计妙方。

嘉兴是养猪大市，生猪饲养量 700 多万
头，养殖密度与水环境容量矛盾日益突出。
倒逼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路在何方？浙江省政
协组织的监督组在屠甸镇、高桥镇，连续多
日与养猪大户座谈，提出推进治水要与发展
高效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业相结合，与发展

基地产业、农民转移就业相结合，与发展新
型农民集聚区、仓储物业物流经济相结合，
实现停产不歇业、转业不减收。

针对农村生活污水量大、面广，有机物
浓度偏高、规模偏小的现状，如何让农村污
水处理安全放心又简便易行？浙江舟山市政
协组成专家服务团，开发“介质复合型人工
湿地污水生态处理系统”，目前，这项专利技
术已在分散、偏远的渔农村中使用，使用率
达 88%。

此外，跨区域河流治理一直是治水工
作的难点。省政协为此把助推跨市、跨
县、跨乡河流联防联治作为民主监督的重
点，联合杭州、宁波、绍兴、温州、丽水
等市政协，对浙江段京杭运河、杭甬运
河、瓯江、飞云江等跨区域河流开展联合
调研，推动建立联动一体化、联防责任
化、联治高效化、联商常态化的机制。目
前，浙江各地跨区域的联控联防、重大问
题应急响应、信息通报等制度相继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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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针
对网络上众多网友

“邀请”浙江多地环
保局长下河游泳一

事，浙江省委省政府以“重整山河”的雄心和
壮士断腕的决心，再次打响铁腕治水攻坚战。

2013年11月，浙江省省长李强召开
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全面
实施“河长制”，作为新一轮治水工作的有
力抓手。6位省领导率先出任跨设区市的
6条水系干流河段的河长。

当月底，浙江省委召开十三届四次全
会，作出“五水共治”重大决策，明确提出，
要以治水为突破口推进转型升级。

2013年12月 26日，在全省经济工作
会议上，正式启动“五水共治”行动。浙江
省委书记夏宝龙指出，“五水共治”要形成
破竹之势,并排出了五水共治三步走的时
间表：3年(2014-2016)要解决突出问题，
明显见效；5年(2014-2018年)要基本解决
问题，全面改观；7年(2014-2020年)要基
本不出问题，实现质变。

2014年 2月 26日，浙江省委、省政府
在金华召开“五水共治”现场会。要求以全
局和战略的高度，横下一条心，打好“五水
共治”攻坚战。

2014年 9月，浙江省公布首批“清三
河”达标县，全省有41个县(市、区)已基本
消除“三河”。

2014年12月19日，浙江省政府常务
会议通过《浙江省综合治水工作规定》，为
科学治水、依法治水、全民治水、长效治水
提供立法保障。

浙 江 治 水

十 年 磨 剑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浙江政协组织的
此次民主监督不仅要解决黑臭河问题，更要
从理念上将“五水共治”的决策扎根到基层、
企业。

2014 年 11 月 26 日，浙江省政协监督组
来到了位于龙泉市安仁工业园区的浙江鸿
业阀门制造公司。4 个月前，监督组曾对这
家企业进行过一次暗访，委员们钻进闷热的
车间，顶着刺鼻的气味，发现企业工业废水
处理设施欠缺，厂区污水处理网管不全，部
分废水不达标直排进入了安仁溪。

“变化很大，企业的整改效果显著。”监督
组这次来到该企业，看到的已是另一番景象。
整洁的车间内产品存放有序，一幅幅企业治
水的作战图、任务表张贴醒目。4个月的时间
里，企业先后投入近200万元，购置工业废水
预处理设备、工业整体废水处理设备，并对厂

区道路、污水处理网管、除尘设备进行了全面
的完善，工业废水实现了达标排放。

“企业发展不能欠下环境债。”政协委员
说的这句话，让企业老板王森贵铭记在心。
目前，该企业已成为园区工业治水的样板企
业，感染并带动了整个园区的治水工作。园
区已关停企业 4家，另有近 10家企业正在积
极整改中，力保安仁溪水清澈。王森贵告诉
记者，以前指导思想不对，只看重 GDP，轻
环境保护。现在，立志“不欠良心债”，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在暗访、谏言治水的同时，记者注意到，
浙江省各级政协委员根据自身所长，议行合
一，主动投身到治水工程，有 1371 名委员出
任“河长”，6817位委员担任了河道监督员。

省政协委员、云和县文化馆馆长蓝友梅
自编自演音乐快板表演深入基层巡演，宣传

“五水共治”；省政协委员、浙江新和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柏藩，为“五水共治”捐款
达 1000 万元；三级政协结对“五水共治”工
程建设项目，解答治水中的技术难题，共组
织专家团 36 个。省政协委员方敏、戴铭还从
全省畜禽养殖特点出发建议进行制度设计，
加快地方立法进度，增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的刚性要求和可操作性。这一提议被省政协
确定为重点提案，《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条例》立法工作已全面启动。

经过一年的暗访监督，浙江各地“五水共
治”工作日见成效。目前全省共淘汰落后产能
企业 3270 家，淘汰整治各类低端落后企业

（作坊）1.7万家，治水倒逼转型成效明显。
新年伊始，浙江省政协决定，2015 年，

将继续围绕“五水共治”长效机制建设开展
专项民主监督，为建设美丽浙江再添新彩。

发 展 不 欠 环 境 债

浙江省政协委员、金
华市政协副主席、市环保
局副局长张跃进，去年参
加 6 次省政协组织的“五
水共治”民主监督活动。

张跃进认为,善治国
者，必重水利。水利对中国
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
是发展的基本保障，是涉
及民生的头等大事。“只有
亲 历 现 场 ，才 能 感 知 民
众。”调查中,他深感当前
严峻的水安全形势是全社
会必须重视的“新常态”。
治水是百年大计,没有速
胜之策。只有彻底摸清河、
湖水情，有针对性地加强
系统治水，破解跨区域河
流治理难题。

对此,张跃进认为，必
须实行最严格的环境准入
制度。

第一个环节，加强立
项监管，严格准入门槛。
在把资源配置权交给市场
的同时，对涉及公共安
全、环境保护的事项要从
严审批。生产建设项目要
严格遵守水环境功能区
划、防洪规划、水利规划的
规定。严格审批防洪影
响、环境影响、水土保持、
水域占补平衡等专题研究
评价，落实环境保护、水土
保持“三同时制度”。

第二个环节，加强生产过程的监管。规范
生产、排污行为，实行最严格的环境执法监管,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企业违法成
本。特别是对偷排漏排、屡查屡犯的企业，要
实现“零容忍”。

张跃进告诉记者,打好治水攻坚战,要充分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企业主体作用、公众基础
作用，政府必须要有信心和决心守住监管红
线，要切实加强制度建设，推进“五水共治”
常态化、长效化。

一要建立河道保洁长效机制。从监督调研的
情况看，去年 6 月份前后各地已陆续完成垃圾河、
黑河、臭河治理的年度任务，“清三河”任务完成
后，河道的长效保洁是重点，必须尽快建立健全
河道保洁长效机制，确保治理成果不反弹。

二要建立上下游协同的治理机制。每一条河
道的上下游既要守土有责，又要牢固树立一盘棋
的思想。特别是上游地区要讲大局、讲责任，对辖
区内河道的污染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中下
游地区要与上游地区多沟通，对上游地区多帮
扶，做到共同治理、共同保护、共同发展。

三要建立多部门协同配合的治理机制。治水
工作涉及治水办、环保、水利、公安、国土资源、建
设、交通运输、农业、林业等诸多部门，各个环节
相互关联，一个环节不到位，整体工作就会受到
影响。建议有关部门相互支持，相互补台，整合力
量，整合资源，真正做到无缝衔接、百密不疏。

一位政协委员的治水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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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图为浙江省政协组织专家服务团在仙居县永安溪开展技术服务图为浙江省政协组织专家服务团在仙居县永安溪开展技术服务。。

图为浙江省政协组织的监督组在丽水

市调研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

图为浙江省政协组织的监督组在杭州

苕溪水厂调研饮用水情况。

“五水共治”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
水、保供水、抓节水这五项，是近年来浙江
推进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关键之策。

“五水共治”是一石多鸟的举措，既扩
投资又促转型，既优环境更惠民生。推进

“五水共治”的价值在于它让人们懂得热爱
水、珍惜水、节约水。

五 水 共 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