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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加大清洁能源改造力度
一行行红嘴雁从湖面起飞，撒下一声

声啁啾声。正是芦花盛开的时节，一丛丛
芦苇组成迷宫般的图形。小船沿着十公里
长的芦苇水道缓慢行驶，水波潋滟、鱼跃
其间。

位于茫茫西北腹地的银川市，年降水
量只有200多毫米，却有自然湖泊、沼泽
湿地近200块，其中面积在100公顷以上
的湖泊、沼泽 20 多块，在西部干旱半干
旱地区非常少见。“银川湿地是中国西部
以及东亚—澳大利亚鸟类重要的迁徙路线
和栖息繁衍地，拥有湿地植物约 190 多
种、湿地野生动物 150 多种、鸟类 239
种。”银川市湿地管理办公室主任李保国
自豪地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历史上
银川曾有“七十二连湖”，“塞上湖城”是
银川市的别称。目前，银川市正抓紧开展
湿地保护、建设与恢复等工作，逐步建立
和形成合理、完整的湿地保护体系，努力
打造“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崭新“塞
上湖城”。

湿地是生态服务功能最高的生态系
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功能。保护湿地
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然而，这一有
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
大工程需要大量资金。李保国告诉记者，
2011 年以来，银川市利用中央财政预算
扩大内需资金，以及亚行贷款宁夏生态与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银川湿地项目资
金，对市域范围内的一些重点湖泊湿地进
行植被恢复、鸟类栖息地修复、湖泊清淤
疏浚等保护与恢复项目。

记者来到亚行项目湿地保护与恢复工
程实施地点之一的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
公园董事长孙建华向记者介绍，该项目自
2011 年建设至今已有 4 年时间，目前累

计投资 2171.13 万余元。副总经理梁楠介
绍，项目首先增加了园区的植被覆盖度，
改善了驳岸及湖滨植物保护带状况。接着
通过清除湖区淤积底泥，恢复了湖区蓄水
量，增加水质自净能力，改善了湖区水
质。“监测分析，2010 年至 2015 年期
间，鸣翠湖通过湖底清淤工程及退塘还湖
工程，使蓄水量较 2012 年增加约 100 万
立方米，为银川市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提
供了重要保障。”

梁楠介绍说：“目前景区安装了50多
个高清摄像头，并设立了监控中心进行统
一管理。以前曾有人到芦苇深处偷鸟蛋，
自从有了摄像头，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事
件。我们还建立了鸟类监控识别系统，通
过云计算和分布式存储，自动将监控系统
中有鸟出现的视频识别分析出来并加以标
注保存，为湿地鸟类保护提供了底层准确
的大数据。”

李保国表示，湿地恢复项目的实施，
保护和恢复了银川市部分重点湿地的生态
系统，使湿地自然景观得以重现，城市的
生态环境和宜居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以湿
地资源利用为特征的绿色生态型产业也逐
渐成为银川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城在湖中城愈美，湖在城中湖更秀。
湿地修复后的“塞上湖城”，正以崭新的
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银川：河套湿地成就“塞上湖城”
本报记者 陈 颐

图为银川鸣翠湖国家公园美景。 本报记者 陈 颐摄

雾霾又来了！从 10 月
初开始，我国很多地区就一
直断断续续地笼罩在灰蒙蒙
的天空下，本该秋高气爽的
时节，变得如同蒙娜丽莎的
微笑般欲遮还羞。尤其最近

几天，更是雾霭沉沉，叫人好不惆怅。
每到这时，社会舆论就会聚焦到雾霾问题上，比

如为何雾霾会如此严重、形成雾霾的原因有哪些、政
府部门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应急预案和减排措施
⋯⋯似乎只有雾霾当前，人们才会停下脚步，对治理
空气污染和保护环境多点关注。

甚至，就连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也只会在雾霾
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才在社会舆论的
聚光灯下，郑重其事地开始履行职责。譬如启动环
保执法检查，将那些污染的工厂、工地关的关、停的
停，以示重视治霾工作。

可其他时候呢，有多少人会关注雾霾治理？好
像大家都在忙着别的事情。钢铁厂忙着开足马力，
把停产的损失补回来；工地忙着吞吐钢筋水泥，在
飞沙走石中加紧施工进度；人们也忙着搭上互联网
经济的便利，叫辆网约车，潇洒地穿梭在都市中
⋯⋯就是没有人再关心 PM2.5，仿佛一切都没发
生过。

直到某天，雾霾又来了，然后在一场凛冽北风中
又走了⋯⋯霾来话题热、霾走无人问，周而复始。

经过多次反复，雾霾似乎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令
大家见怪不怪了；从新闻规律而言，也渐渐失去了作
为新鲜话题的关注度。久而久之，甚至人们连关注
的兴趣也淡了。

可是，不管我们关不关注、舆论声音是大是小，
污染始终就在那里，不会因为你当“鸵鸟”，雾霾就

“躲猫猫”。只要我们治理污染的“弦儿”一松劲，它
立刻就卷“霾”重来，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科学家早就发出预警，今年的超级厄尔尼诺现
象会造成下半年静稳天气增多，不利于污染物扩
散；上半年的蓝天好形势会受到下半年雾霾天增多
的拖累，造成全年蓝天数不达标。去年我们就有过
惨痛教训，今年要再不积极应对，极有可能重蹈
覆辙。

雾霾当前，人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人可以置身事
外；人人都应该行动起来，为了重现蓝天做点什么。
而要与雾霾斗争，我们所要做的，远不止于到雾霾天
才开始觉醒和行动。

虽然我国狠抓大气污染治理始于空前的舆论声
浪，社会关注确实加速了治理进度，但也不能总等着
舆论“风来”才去治理，推一下动一下。舆论资源毕
竟有限，且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平日里，我们也决不
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污染行为，到了舆论出现
时才不得不去“临时抱佛脚”；而要一以贯之、不折不
扣地去治理污染，堵住雾霾源头。

治 雾 霾 不 能
总等舆论的“风”

杜 铭

古有大禹治水“通九道”，今有“河
长”上岗美河流。“河长制”推出至今 9
年，根据水利部的数据，目前全国已有
24 省区市出台相关文件，借鉴此法来确
保水环境保护更到位、效果更显著。近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面推行河
长制的意见》，会议强调，全面推行河长
制，目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为维护河
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
供制度保障。

河流有了“主人”

“河长制”简言之就是由党政负责人
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湖的管理保
护。这个 2007 年由江苏无锡首创、源于
蓝藻暴发的水环境管理制度，由于实施
以来效果不错，近些年陆续在各地开花。

“守水有责，河长制核心是行政首长
负责制，管好了，计功劳；管不好，要追
责。”天津市水务局副巡视员梁宝双是众
多“河长”之一，谈起“河长制”在天津的实
施，梁宝双说，环境倒逼是主因。“近些年
天津经济发展迅速，水污染也越来越严
重，成为环境治理的严峻挑战。”

2013 年，天津推行地方党政首长负
责的“河长制”，中心城区以外河道，由河
道所在区、街镇、村行政领导担任“河长”；
中心城区以内的河道，“河长”由市水务局
负责领导担任。目前，天津共有厅局级

“河长”35人，街镇级“河长”173人。
“一个萝卜，一个坑”，“河长制”分工

明确，责任到人，从各级党政一把手到水
生态保护的具体操作者，从打捞垃圾、河
道管理到环境总把关，任务被分配到每一
层级的每一个人。“这就解决了原河湖环
境管理责任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梁宝
双说，责任划清楚后，过去可以推脱的事
情，现在推也推不出去了，原本无人愿管
的河流也就有了“主人”。

每一条河流都面临不同的情况，每一
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问题。生搬硬套并不
能解决河流水域面临的不同情况，“河长
制”也需要因地制宜。“细化管理是江西

‘河长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江西省水利
厅厅长罗小云说，江西 2015 年开始实行
区域与流域相结合的“河长制”，南昌市境
内每条河流都建立了各自的档案，并有一
套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形成“一河一档”

“一河一策”的水环境管理体系。
“长久以来，对水环境质量的考量，

很大程度上只针对环保部门。”罗小云
说，事实上，河湖管护工作系统而复
杂，牵涉领域众多，包罗生产、生活的
方方面面。“河长制”把地方党政领导推
到了第一责任人的位置，最大程度整合
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执行力，弥补了早先

“九龙治水”的不足。
正在推进中的“河长制”也并非十

全十美，同样也面临时间的考验。如何
让“河长制”实现“长治久安”、避免出
现“人走政息”的局面，这是“河长
制”全面推行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

有问题找“河长”

夏日的上午，身穿橘黄色救生衣的
甘立林，撑着竹筏，在香田村北潦河段
打捞垃圾。“现在垃圾少多了，一天下来
也就能捞几个瓶瓶罐罐。”甘立林提起空
着大半截的垃圾桶说，原来一天捞到的
垃圾能装满两个桶。

甘立林是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聘请
的专职巡查保洁员。每天除了清理河
道，他还要把巡查河道的场景拍照发到
易信工作群。在这个群里，有 200 多位
河道巡查保洁员，还有多名县级、乡
镇、村级“河长”，他们组成了靖安县河
流的保护网络。

“有什么状况，巡查员和保洁员可以
及时上传到易信群里，方便相关河段

‘河长’监督管理。”靖安县委书记兼靖
安县“总河长”田辉说，不时浏览易信
工作群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只要报告哪
里有河道破坏、水利设施损毁等情况，
就得协调相关部门予以解决”。

“有问题找‘河长’。”天津市宝坻区宝
平街道办主任郭静超对此深有体会，任潮
白新河镇街级“河长”不过 1 年，他已经习
惯接到群众的举报，小到发现一张冰棍
纸，大到乱排乱放。只要有空，郭静超自
己就经常到河边转转，发现有人丢了垃

圾，马上捡起来带走。“‘河长’不是职务，
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身为一河之长，有问题要及时处理，
处理不当则可能面临处罚。为避免“河
长”成为空衔，“河长制”沦为“花瓶工
程”，不少地方严格考核并设立奖惩制度，
将水生环境的变化直接与政绩挂钩。

“河流管理的成果已经纳入各级‘河
长’的政绩考核。”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黄龙云介绍，广州市采用日常考核、
年中考核和年度考核，采用百分制，对
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进行打分，将结果
年中汇总，年底再通过媒体公示各区考
核分数的排名。

上有考核，下有监督，广州大小
“河长”直言“压力山大”。一旦考核成
绩不理想，不仅要面临核定资金被扣
罚，还会受到相关领导的“亲自接见”。
年终考核成绩不合格的各区，将被市政
府有关领导约谈，督促限期整改。

这里变化“静悄悄”

随着“河长制”在各地推行，大地
上奔腾的河流悄悄发生了变化。天津水
环境保洁公司经理王建洲几乎每天都要
开着游艇在海河上巡视一遍，近两年，
他感到水环境在慢慢变好，“原来行洪时
期来的都是污水，现在少见了”。

海河的变化并不是个例，梁宝双介
绍，“河长制”落地以来，天津感官水质异
常河道从211公里下降到34公里，环境卫
生不达标河道从 53 公里变为全部达标，

综合考评优秀河道从 620 公里提高到
2274公里。

改变的除了环境，还有人。江西靖
安县水务局局长王仕钦感慨，“河长制”
在江西推行 1 年，不仅使河流又回到最
初的模样，还影响到每一个临河而居的
百姓。“以前没人管，乱扔乱排现象很常
见。现在镇长、村主任没事就会来走
走，保洁员每天下河打捞垃圾，大家也
不好意思再乱扔乱排了。”村里人不仅开
始约束自己和家人的行为，碰到陌生人
向河道扔垃圾也会主动制止。

“河长制”的实施还倒逼产业转型。
王仕钦说，“河长制”让考核重心发生调
整，环境倒逼的压力使地方自觉将治污
纳入常规，并抓住契机加快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在靖安，凡是可能对河流环境
造成严重污染的行业一律被拒之门外。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发展旅游业、绿色产
业，打造全域有机农业。”今年上半年，
靖安全县旅游综合收入 8.57 亿元，同比
增长50%。

如何才算是做好了“河长”？罗小云
说，“河长制”的成效不应只是满足于几
条河不断流，几条江不黑臭。一条河的
治理需要上下游共同配合，需要每个公
民的环保自觉，“河长制”真正的意义在
于唤起每个人的环境保护意识。

在未来，随着“河长制”的全面推
进，省长、市长、县长、乡长、村主任甚
至普通老百姓都可能成为“河长”，成为守
护我们“生命之流”的生态卫士，越来越多
的人将会参与到河流的治理中。

为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我国全面推行“河长制”——

江河护清流 河长最重要
本报记者 李华林

10 月 26 日，工人在北京通州城西 5＃燃煤锅炉
房清洁能源改造工程现场施工。

针对采暖季污染问题，2016 年北京聚焦农村散
煤和郊区锅炉加大“煤改电”“煤改气”力度。截至
10 月中旬，北京市燃煤锅炉清洁能源在施改造规模
近7000蒸吨。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