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渠环绕，鱼儿畅游，绿岛蜿蜒⋯⋯行进于东莞
生态园燕岭湿地公园，怡人的感觉不禁让人惊讶于它
的巨变。几年前，这里还是东莞六个镇区的边缘地
带，是污水聚集区和垃圾填埋区。“当时这里到处都是
污水和垃圾，离几十米都能闻到臭味。”松山湖（生态
园）管委会工作人员郑资聪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水质转变的契机始自东莞生态园的建设。2006
年 6 月，东莞市政府决定统筹集约开发这片 30 多平
方公里、水系纵横交错的“边角料”土地。

“生态园由于水系基础较差，需要全方位的水治
理策略。我们的思路是通过水系改造、水生态修复和
水体景观规划，在满足防洪排涝要求的前提下，实现
水系的合理利用水系的合理利用，，营造生态之水营造生态之水、、景观之水景观之水、、文化之文化之
水水，，使水系成为东莞生态园建设的亮点使水系成为东莞生态园建设的亮点。”。”东莞生态园东莞生态园
管委会总经济师吴敬军如是说管委会总经济师吴敬军如是说。。

燕岭湿地公园占地燕岭湿地公园占地 6262..77万平方米万平方米，，是全国最大水是全国最大水
质净化人工湿地工程质净化人工湿地工程。。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走进湿地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走进湿地，，
探索人工湿地水质净化的探索人工湿地水质净化的““秘密秘密”。”。污水首先流经一污水首先流经一
个面积大约个面积大约 60006000 平方米的反硝化池平方米的反硝化池———被当地居民—被当地居民
称为称为““生态眼生态眼””的处理基地的处理基地。。反硝化池设计形状像一反硝化池设计形状像一
个眼球个眼球，，池内植满了绿茵茵的风车草池内植满了绿茵茵的风车草。“。“风车草的根系风车草的根系
有一米多长有一米多长，，可以很好地吸收污水中的氮可以很好地吸收污水中的氮、、磷和钾磷和钾。”。”
郑资聪说郑资聪说。。记者跟随他的脚步记者跟随他的脚步，，沿着杨柳飘飘的河沿着杨柳飘飘的河
堤堤，，来到了水系的源头来到了水系的源头。“。“从这里流出的水是设在附近从这里流出的水是设在附近
的南畲朗污水处理厂的尾水的南畲朗污水处理厂的尾水。。它们会通过地下管道它们会通过地下管道
被输送到反硝化池进行生物净化被输送到反硝化池进行生物净化。”。”不远处的反硝化不远处的反硝化
池里面种满了风车草池里面种满了风车草，“，“它长得很快它长得很快，，我们几个月就要我们几个月就要
割一次割一次，，让它的根不断地吸收重金属让它的根不断地吸收重金属。”。”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据了解，，燕岭湿地的地下埋着多条管道燕岭湿地的地下埋着多条管道，，长达长达 88
万多米万多米，，污水通过反硝化池后污水通过反硝化池后，，再通过这些密布的管再通过这些密布的管
道道，，输送到燕岭湿地各类植物的根部输送到燕岭湿地各类植物的根部，，经过净化后达经过净化后达

到地表Ⅳ类水标准，再回流至中央景观水系。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尾水中有 10 万吨经过燕岭
湿地系统深度处理后被再生利用。处理好的水流入
中央岛群等水系，用以景观补水、绿地浇灌、道路冲洗
和工业用水等。

据悉，燕岭湿地目前已建立起土壤-植物-微生
物的生态系统。水质标准已从原来的劣Ⅴ类提高到
Ⅳ类、远期Ⅲ类水。采访中，我们在燕岭展厅旁的池
塘，看见里边有上百条锦鲤在畅游。

燕岭湿地工程在修复生态环境、涵养水体的同时
还致力于打造和谐优美的水景观。景观以“曲水”为
主轴，结合水体、道路和地形在不同位置规划了不同
的自然主题，形成“荡、滩、堤、岛、洲”的独特景象，人
们置身芦苇荡、水生丛和灌木林等自然生态环境中，
亲近自然、认识自然。2013年 12月，东莞生态园内包
含燕岭湿地在内主要湿地被住建部批准为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这里虽然离市区 20 多公里，但水清景美，
我们一家人周末经常开车过来游玩。”市民钟嘉欣兴
奋地告诉记者。

“绿色和谐优美水景观是水利工程与水生态、水
文化的紧密结合，体现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对
水的精神文化层次的更高要求，也是我们打造‘绿色
珠江’的题中之义。”珠江委相关负责人说。据介绍，
近年来，流域各地在建设水生态文明方面亮点频现。
例如，丽江市基于其自然风光特点和古城文化做好水
文章,为“美丽丽江”加分；黔南州以灌区节水改造、城
镇污水治理、湿地公园建设为重点，探索岩溶地貌区
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城市内涵得以拓展；桂林市则
将漓江水资源保护与水景观建设、水文化发掘相结
合，全面提升城市魅力；惠州市在保护东江水资源的
同时努力实现“河清、海宴、湖美、惠民州”的目标。

丰收涌，长不足 3 公里，宽也不过 20 米，本来是
广东佛山禅城区内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涌。但是，
随着佛山市城市升级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与验收，丰
收涌因为治水卓有成效出名了。

从广州出发，车行约四十分钟就到了禅城区。虽
已入冬，但漫步在丰收涌岸边，还是感受到岭南独有
的温润。这里香樟挺拔，柳杨低垂。清澈的河水在阳
光下闪着光，水边种满美人蕉和龙船花。沿岸的居民
楼虽然还是城中村的模样，但已明显远离脏乱差。77
岁的陈大爷说起丰收涌的变化，难掩激动：“以前这里
的水又黑又臭，谁到岸边都得捂着鼻子，你看现在环
境多好！地产商都来了。”顺着陈大爷的指向，几十米
外果然矗立着十多栋气派的高层楼房。

祖庙街道水利所副所长陈汝峰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丰收涌全长 2.75公里，处于禅城区中心地带，两
岸聚集了永红、永新等多条城中村。由于历史原因，
河涌沿线片区排水设施简陋，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
排河涌，导致河水变黑发臭。自 2012 年起，被纳入佛
山城市升级行动计划的治水工程。首期总投入 4300
万元，通过截污、清淤、治岸、布绿，改善了水质、重建
了生态。河水从过去的劣Ⅴ类变成现在的Ⅴ类。“虽
然现在河涌里的水还不算通透，但多数居民表示，告
别‘黑臭’已是一大进步。”陈汝峰说。

在珠三角，像丰收涌这样的内河支流密如蛛网。
作为珠江水系的“毛细血管”，它们的生态与大珠江息
息相关。珠江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珠江三角洲网
河区是珠江流域的河海交汇处，具有“三江入流，八口
出海”的独特水网。该区域位处河流下游，河网密布，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局部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因此，珠江委提出要通过水网生态修复、河口综合治
理、供水布局优化等措施，将其打造成一个生态安全
的活力水网。

的确，珠三角从不缺“水”。据统计，仅佛山市，内
河涌就有 2800 多条，总长超过 5000 公里。曾几何
时，这些纵横交织、四通八达的内河涌构成佛山城市
发展的生命血脉，承担着水上运输、排涝除渍、纳污释
污等多重功能，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些内河涌
不堪重负，陆续变成了一条条“臭水沟”。

近年来，佛山市开始全面整治内河涌，将治水理
念融入城市建设规划，明确提出“让城市融入水，让水
走进城市，城市与水和谐发展，水与城市相生”的内河
涌整治思路。“佛山进行河涌综合整治，不仅加固堤
岸，疏浚河道，同时兴建了大量污水处理厂，铺设截污
管网，改善河道水质和景观状况改善河道水质和景观状况。。现今现今，，各区河涌整各区河涌整
治稳步推进治稳步推进，，告别了告别了‘‘黑臭黑臭’’历史历史。”。”佛山市水务局局长佛山市水务局局长
李永生说李永生说。。据统计据统计，，20122012 年以来年以来，，佛山共投入佛山共投入 2222..5656
亿元进行水环境治理及水生态修复亿元进行水环境治理及水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总计工程项目总计

108108 宗。禅城区丰收涌、同济涌，南海区怡海公园、梦
里水乡、顺德区西海河、德胜河，高明区西江岸线等一
批河涌被打造成靓丽的水利风景线，成为百姓亲水的
滨河景观带。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远处几只白鹭轻点河水，身
边各色花朵竞相开放，走在佛山新城的东平河畔，让
人不自觉得放慢脚步，在怡人的生态美景中与自然亲
密接触。在佛山，东平河承载着不少市民的儿时记
忆。“小时候我们经常过来捞鱼，后来污水排进河流，
水质环境逐步变差，人们都很惋惜。经过这几年的整
治，这里的水清了，这边被改造成了城市公园，周末很
多市民都会带着一家老小过来玩。”作为土生土长的
佛山人，也是治水的亲历者，佛山水务局办公室主任
刘勇对东平河的变化颇有感触。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佛山设立“环保警察”的
新鲜事。2014 年 10 月，佛山成立了市公安局经侦支
队环境犯罪侦查大队，该大队是全省首支打击破坏生
态环境犯罪的专门队伍，即“环保警察”。随后，全市
五区公安相继成立环境犯罪侦查中队，形成遍及全市
的环保警察队伍。“环保警察”成立一年多来，以对环
境污染犯罪“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全力打击环境污染
犯罪。例如，顺德区“环保警察”联合环保部门全面排
查污水直排水源地违法企业，立涉嫌环境污染案件 5
宗，刑拘 12 名犯罪嫌疑人，其中 4 人被依法逮捕，5 人
被依法起诉。

为有效保护珠江源头，把清洁的水送出云南，曲
靖市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淘汰落后产能和取缔“十五
小”企业、提高环保准入门槛、强化企业技术改造、提
升产业链、加大水环境污染治理力度，为有一江清流
作出了很大努力。

曲靖市工信委资源综合利用科王凯提供了一组
数据，2011 年至 2014 年，曲靖市先后淘汰了钢铁、水
泥、铁合金、炼铁、黄磷、铅锌冶炼、造纸等行业的大批
落后产能，累计淘汰落后生产装置 105 条、落后产能
671.765 万吨。现在，沿江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
的落后产能基本淘汰完毕，沿线工业园区入园企业、
项目始终做到“三同时”防止污染，基本做到不让废
水、废渣排放到珠江。

在曲靖市环保局，副局长袁新华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龙海化工为解决改制的 600 多名职工的就业问
题，投资 2 亿多元的陆良县氨化项目、投资 40 多亿元
的罗平镍合金项目、陆良县 5 条硫酸生产线，都因会
对南盘江有污染而被环保部门否决。

在麒麟区南盘江老吴大桥段，两岸郁郁葱葱，江
边立着一块标有河长的牌子。曲靖市水务局工程师、
南盘江管理所所长丁鸿富说，在曲靖整个南盘江流域
都实行了“河长制”，由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
人，建立了出境断面水质达标交接制度，对水质不达
标的地区责任人实行“一票否决”。

曲靖市水务局办公室主任汤世杰告诉记者，曲靖
市通过对城镇生活污染控制、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农
业面源控制、工业污染防治等措施，水污染基本得到
遏制，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到麒麟区和罗
平县出境段达到了功能区划标准四类水质。

曲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全恩德说，为了保持珠江
流域的生态环境，上游作出了很大牺牲，应建立健全
生态补偿机制，让整个流域良性发展。云南省工信委

主任岳跃生说，珠江下游每年都要拿出巨额经费治理
珠江，如果将治理费的一部分拿来对上游进行生态补
偿，效果将远好于单纯的下游治理。

江水奔泻 651 公里后，在罗平县鲁布革乡三江口
与黄泥河汇合，这里的河面宽广了许多，江边的水清
澈见底。鲁布革乡党委副书记朱洪兴指着江面说：

“西面是云南，南边是南盘江，右岸属广西，北边为黄
泥河，左岸是贵州，在这里汇聚成万峰湖，就是建天生
桥水电站形成的我国第 5 大淡水湖。”这里是水电富
集区，天生桥一级水电站是国家规划开发红水河 10
个梯级电站的龙头电站。

罗平县环保局局长王绍清告诉我们，万峰湖生态
环境一度遭到严重破坏，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相当严
重，水质曾恶化到劣五类，水生物覆盖各个港湾，对周
围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据朱洪兴回忆，在 2006 年江水污染最严重的时
候，整个江面都长满了水浮莲。王绍清说，罗平县
联络了兴义、西林相关部门开展联手治污，自筹了
130 余万元，对万峰湖湖面的水浮莲、水葫芦进行
清理打捞。在环保部的推动下，滇黔桂三省区环保
部门共同建立了万峰湖库区水环境保护协调长效机
制，并形成了 《万峰湖库区水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合
作备忘录》。自 2012 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由 5 县
市轮值主办的联席会议共同商议库区治理。目前，
万峰湖水体达到水功能区要求，被列入“全国水质
较好湖泊”。

在万峰湖生态渔业协会，记者与养鱼大户敖需
松聊起了南盘江，他说：“南盘江水质好，我们养出
的鱼肉厚、肉质细嫩、无残毒，耐长途运输，还可
长时间暂养销售，可以比其他地方的鱼卖上更好的
价钱。现在我们成立了协会，将逐步打响‘万峰湖
生态鱼’品牌。”

站在乌蒙山余脉的马雄山山顶，珠江源美景尽收
眼底。

在这里，雨水落下后，分别流向南盘江、北盘江和
牛栏江，形成“一水滴三江”的景观。马雄山东麓的雨
水，顺着马樱花、地盘松、怒江山茶等地的 1900 多种
植物的叶茎渗入地下，汇聚后从山腰海拔 2158 米处
的溶洞流出，聚积为一潭清水。1985 年，这个出水溶
洞被确定为珠江正源。

300 多年前，为了探寻珠江正源，徐霞客曾两次
来到珠江源头第一县——云南曲靖市沾益县，留下了

《盘江考》。而《珠江源碑记》则有“珠流南国，得天独
厚。沃水千里，源出马雄”。佳句脍炙人口。

珠江源景区管理处缪静告诉我们，马雄山是长江
和珠江的分水岭，这里距沾益县城 50 公里，距云南省
省会昆明 185 公里，是我国最长的三条河流中唯一易
于到达的源头。探寻大江大河的源头成为一种独特
的旅行方式，每年的客流量达 10多万人次。

2006 年 6 月，这里举行了第三届泛珠三角区域
合作与发展论坛。泛珠论坛 2003 年由广东省倡导，
合作成效明显，云南也由边缘地区变成了前沿地带。
云南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把建设泛珠三角区
域与东南亚、南亚各国有效连接、互联互通的大通道
作为“门户”建设的重要目标，并用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着力建设好云贵高原的生态安全屏障，构
建泛珠三角区域生态格局。

除泛珠“9+2”这样的大活动之外，这里还举办了
如广州第八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火种采集等 1000 多场
次的活动。缪静说，正因为如此，珠江源景区管理处
特别注重源头独特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全县树立大
生态的理念，保障旅游的发展。

从珠江源顺流而下，穿过观音山，便是南盘江上
第一个湖泊花山湖。花山湖是智慧的沾益人突破禁
区，在水利专家都望而生畏的、有着“大漏斗”之称的
喀斯特地貌上修建起来的人工湖。这个有着诗意名
字的清秀湖泊，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婉约淡雅。沿岸蔬
果飘香，湖面碧波荡漾。

珠江流经滇、黔、桂、粤及香港、澳门地区，下游是
南方发达地区，珠江之水对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缪静说，为了保护珠江源，沾益县从建县开始便进行
保护性开发，珠江源风景区的森林覆盖率从建县之初
的 50%上升到现在的 99%。

在花山湖下，工业污染一度使这一段水质成为劣
五类，现已达到四类的规划标准。在九孔桥水质断面
监测已达三类水质标准。再向下就是农田坝区，继续
向前就是沾益县城区，农业面源污染和城市污水，让
这一段的水质有所下降。

记者在沾益遇到了江边长大的当地农民张金平，
他说：“我家离南盘江岸只有几百米，南盘江的水现在
好多了，五六年前连鱼都钓不成，现在可以钓鱼和下
河游泳了。现在政府抓得紧，好多工厂都关了。原来
我们还运石灰石卖到江边烧石炭，现在都取缔了，我
也改行做生态农庄了。”沾益县环保局副局长邓金刚
告诉记者，在沾益造纸厂等污染企业关停之前，南盘
江江面的泡沫有 1米厚。

南盘江管理所所长丁鸿富说南盘江管理所所长丁鸿富说，，前些年污染很重前些年污染很重，，
到农业灌溉时节开闸放出的水都是黑色的到农业灌溉时节开闸放出的水都是黑色的，，很远就能很远就能
闻到刺鼻的味道闻到刺鼻的味道。。

经过经过 1818 年努力年努力，，现在沾益县工业排放已经达现在沾益县工业排放已经达
标标。。邓金刚说邓金刚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农业面源污染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农业面源污染，，上上
一次全国普查结果是农业面源污染占了三分之一一次全国普查结果是农业面源污染占了三分之一。。
过城区后过城区后，，因河流的自然净化因河流的自然净化，，出境断面水质好于四出境断面水质好于四
类类。。他说他说，，如果财政有了投入如果财政有了投入，，按现有规划把城市截按现有规划把城市截
污管道全部建成污管道全部建成，，出境水质可以有质的飞跃出境水质可以有质的飞跃。。

7676 岁的退休工人邓荣发已经在南盘江上钓了岁的退休工人邓荣发已经在南盘江上钓了 2121
年的鱼年的鱼，，他说这些年能明显感受到南盘江水质的好他说这些年能明显感受到南盘江水质的好
转转，，原来只能钓到耐污染的鲫鱼原来只能钓到耐污染的鲫鱼，，现在可以钓到对水现在可以钓到对水
质要求很高的鲢鱼了质要求很高的鲢鱼了。。

““上游不但要考虑自己上游不但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到下游也要考虑到下游。”。”邓金邓金
刚说刚说，“，“我们在源头要做好自己的事我们在源头要做好自己的事。。到我退休时到我退休时，，可可
以坐在南盘江边钓鱼以坐在南盘江边钓鱼，，钓起来的鱼能吃钓起来的鱼能吃，，那我这一辈那我这一辈
子工作就没有白做子工作就没有白做”。”。

从贵州盘县驱车 100 多公里，记者来到了珠东
乡大槽子村，这里是珠江上游南盘江和北盘江的分
水岭。通过 2013年开始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小
流域综合治理，昔日水土流失严重、山头植被稀
少、农作物产量低的景象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坡改
梯防住了水土流失，山改林造就了苍翠茂盛的经果
林，水淹坝增加了农民收入，机耕道穿梭农田方便
了群众生产。

不仅如此，盘县水务局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胡
彬对 《经济日报》 记者说，小流域综合治理给珠江
流域带来的好处很多：减少了大量泥沙流入，大槽
子村每年每平方公里流入珠江的泥沙从 3716 吨减少
到 1596 吨；以前每逢雨季发生的多次洪涝灾害，通
过配套治理，现在基本消除，保证了珠江水质的净
化；通过植树造林，荒山荒坡种植经济林，确保了
珠江上游生态平衡；森林覆盖率由过去的 59.3%增
加到现在的 74.63%。

在大槽子村落水洞坝地，每年洪水期有 143.6
亩坝地被淹，四面八方流入的泥沙、垃圾从这里
汇入珠江。盘县在项目规划设计中，既考虑确保
珠江源头的山清水秀，又兼顾抢救土地资源，设
计单位对山洼地落水洞暴雨时既出水又落水的情
况，采取排、蓄、落的方式，在坝地修建排渠排
涝，对落水洞进行因地制宜的治理，使坝地的土
地重获耕种。

记者在坝区看到，通过沉沙池过滤到落水洞、
流入地下溶洞再汇入珠江的水，清澈见底。水利人
从源头开始保护珠江水质的理念让记者肃然起敬。

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不仅保证了珠江源头的水

质安全，也使得上游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村民王有才一家 5 口人承包山地 15 亩，
经过小流域治理后每亩地增加收入 300 多元。过去
他 在 水 淹 坝 承 包 的 土 地 每 年 至 少 被 淹 没 45 天 ，
2014 年只淹了 3 天，今年一次也没被淹。过去水淹
坝积水时间长，年年都有儿童溺水死亡情况发生，
现在也没有了。

目前，中央和地方给大槽子村配套的 630 万元
小流域综合治理资金已经发挥了较好的生态效益。
大 槽 子 村 人 工 治 理 土 地 面 积 6446.7 亩 ， 坡 改 梯
550.5 亩，截、排水沟完成 2464.5 米，排涝渠完成
915.3 米，机耕道完成 1548.3 米，完成蓄水池 35
口、沉沙池 6口，落水洞处理两个。

以前大槽子村由于植被较少，土壤暴露。一遇
到大雨，山上的泥土就会被雨水冲走。长此以往，
土壤肥力降低，越来越贫瘠，加上山路难走，很多
农民都放弃了自家的土地，任其荒废。现在大槽子
村在荒山荒坡种植沙树、柏树、用材林共 3974.25
亩，不仅保持了水土，调节了环境，还增加了空气
含氧量。群众通过自选核桃苗木，种植了 20 多亩经
济林，如今经济效益初现。

“过去看不到的斑鸠、野鸡、野兔，如今到处可
见。清晨连喜鹊的叫声也能听得到了。”王有才说。
村支书叶长江说：“通过流域综合治理，生产、耕
作、灌溉、交通条件得到根本改变，土地利用率得
以提高，农村产业结构及土地利用得到优化；流域
农、林、牧、副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人居环境及村
容村貌得以改善，农村的生存环境大大改善。目
前，村里 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 10多个。”

随着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规划的实施，东部粤
港澳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正在向西江流域上游地区
转移，如何在沿江产业集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
护好西江流域水资源环境？日前，《经济日报》记者来
到广西贵港市，进入贵港港爱凯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
司作业区，看到各种现代化的装载机械忙碌运转，江
上船舶成一字形穿梭航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公司党委书记黎柱贤告诉记者，2006 年，通过招
商引资，印尼爱凯尔股份有限公司到这里投资经营港
口，已形成年通过集装箱 20 万标箱、件杂货 200 万
吨、散杂货 1000 万吨的能力，成为西江航运干线和广
西内河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港口。

运输皮带正从煤炭堆场源源不断地将煤炭运往
一艘 3000 吨船上，20 吨抓斗正不断地从江边靠泊的
船上卸载矿石。黎柱贤说，输送皮带和卸船抓斗既节
约能源，又避免了污染和货损。

记者在煤炭堆场和矿产品堆场看到一条条纵横
交错的排水沟。原来，港区堆场、道路上的含煤、含矿
污水均由排水沟收集至港区 3 座污水处理站进行沉
淀、絮凝、脱色处理，处理后的澄清水回用到堆场及道
路的喷洒降尘，泥渣运至干化场晾晒脱水后回收利
用，实现作业全过程不排放污水。港区的生活污水也
经由港区内的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

记者登上一艘正在进行集装箱吊装的 5000 吨级
船，船舱十分干净整洁。船上还配备了垃圾桶和污
水收集设备。船主彭华健先生告诉记者，航管和环
保部门规定运营期航行船舶严禁排放污水，进港或
在港船舶污水由陆上接收设备收集至污水处理站处
理达标后排放。“我们对贵港港开展了环境影响评
价，使港口总体规划与环境评价同步进行并产生互
动，努力建设生态型港口和绿色运输通道。”贵港市
环保局局长吴飞说。

交通运输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生态型
港口建设，积极实施节能减排，大量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来保护生态环境，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增长方式优、规模效应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为减少对江河的污染，贵港市积极推动水铁联运等
低能耗、低污染运输方式。已开通贵港至昆明铁路
集装箱快运班列，2008 年以来，水铁联运的集装箱
运输量以成倍的速度增长。贵港港正在向着‘速
度+质量+可持续’型港口迈进，将以‘绿色港口’
向业界展示双赢的选择。”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黄
云贵说。

下一步，贵港市还将推广船舶使用天然气，将大
大减少船舶行驶过程中废气排放和油污。今年 2 月，
贵港市首艘 3000 吨级 LNG 双燃料动力船完成建造
并下水，并成为我国内河首艘 LNG 双燃料动力示范
船。该船以 LNG 为主要燃料，污染物排放量大大降
低。这标志着贵港市造船能力的提升，对打造“绿色

西江”、推动沿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贵港港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是大西南连接

粤港澳主要出海通道，港口已开通水陆联运、水铁联
运和水水中转业务，水路沿西江航运干线上通南宁、
崇左、百色、云南，下达梧州、广州、香港、珠海、澳门，
在桂平沿黔江上溯可达柳州、来宾、贵州等地。目前，
每天一班的贵港港-香港、贵港港、广州南沙港往返
的集装箱定期班轮，为地方和腹地发展外向型经济作
用进一步明显。作为西江航运干线的龙头港，是西南
水运出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贵港市及周边
地区物资集散、广西各地外贸进出口、南昆铁路部分
大宗散货中转运往珠江三角洲的任务。

据了解，目前，在西江上游的贵港市已建成港口
码头 156 个，其中 2000 吨级以上码头 29 个，年吞吐
能 力 4513 万 吨 ，占 广 西 内 河 港 口 吞 吐 能 力 的
54.71%。同时，该市沿江产业园区项目入园不断增
多，产业集聚进一步加快。1 月至 9 月，该市总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产业建设项目共 439 个，累计完成
投资 140.56亿元。

““贵港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贵港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在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也面临严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也面临严
峻考验峻考验。。只有加强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只有加强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保障保障

‘‘母亲河母亲河’‘’‘生命源生命源’’水质安全水质安全，，贵港港的发展才能走上贵港港的发展才能走上
可持续的轨道可持续的轨道。”。”贵港市发改委主任黄汉洋说贵港市发改委主任黄汉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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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通过广西贵港市西江枢纽船闸前往珠三

角。 资料照片

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三江口与黄泥河汇合，这里河面宽阔，江水清澈见底。 本报记者 周 斌摄

地处珠江上游红水河畔的罗甸县地处珠江上游红水河畔的罗甸县，，在经过数十年矢志不渝治理与保护后在经过数十年矢志不渝治理与保护后，，呈现出呈现出一幅山清水秀的景象一幅山清水秀的景象。。

郭其昌郭其昌 刘文俊刘文俊摄

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是珠江流域的河海交汇处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是珠江流域的河海交汇处，，具有具有““三江入流三江入流，，八口出海八口出海””的独特水网的独特水网。。近年来近年来，，通过水网生态修复通过水网生态修复、、河口综合治理河口综合治理、、供水布局优化等措施供水布局优化等措施，，珠江形成了生态安全的活力水网珠江形成了生态安全的活力水网。。 陈碧信陈碧信摄摄

广东省将水利工程与水生态、水文化结合起来，努力打造“绿色珠江”。图为珠江一景。 王玉龙摄

图为广西南宁邕江堤防图为广西南宁邕江堤防。。邕江是珠江流域西江支流郁江自西向东流经南宁市及邕江区河段的别称邕江是珠江流域西江支流郁江自西向东流经南宁市及邕江区河段的别称。。 谭祥友谭祥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