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为制造业发达的“世界工厂”，是不
是就污水横流、水环境恶劣呢？只能说，
曾经是。在广东东莞，一场艰苦卓绝的水
污染治理攻坚战正在进行。

华阳湿地，曾经是水质黑臭的“东莞
龙须沟”，而今却变成迷人的“水上威尼
斯”。“镇里投入两亿多元治水，换来了数
百亿元的经济效益！”湿地所在的麻涌镇
村民们无不津津乐道。不仅是麻涌，记者
走访东莞水乡地区多个镇区发现，当“世
界工厂”有了水乡“绿肺”，改变的，绝不仅
仅是水环境。

“水乡旧景又回来了”

坐游船漂流于占地 20 平方公里的华
阳湿地，置身于古榕、碧荷和娇艳的美人
蕉环绕之中，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
污浊到难以靠近的臭河涌。

“这里原是传统工业区，各条河涌沿
岸随处可见禽畜养殖场和电镀、化工、漂
染企业，污水流经之地农田大片抛荒。”麻
涌镇人大副主席赖剑云告诉记者。

麻涌镇意识到治水的重要性是在
2013 年。“我们投入了 2.8 亿元，将污染区
改造为兼具水利、农业、生态修复、文化创
意功能的生态园。河涌水质从劣 5 类迅
速恢复到 3 至 4 类，华阳湖负离子含量在
全市湿地公园里排名第一。老人们口中

‘江水绕村榕树绿，塘鱼鲜美荔枝红’的水
乡旧景又回来了。”赖剑云说。

短短4年，何以实现这么大的转变？
赖剑云介绍，麻涌在治水上进行了全

方位的探索。先是截污清淤。近 4 年来，
麻涌关停了 83 家污染企业，年减少污水
排放 2232 万吨，并清拆 223 个养殖场，建
成截污主干管网 30 公里。以华阳湖、马
滘河花海漂流项目为试点，在全镇各村开
展了河涌清淤，清出了长达 25 公里的河
道；然后开展生态修复。清淤时挖出的
165 万立方米淤泥，被松木桩固定堆放河
道两旁，种植对污染物吸收能力强的开花
水草 30 多万平方米、多彩树木 3.6 万棵，
放养鱼类 3200 多万尾，建成水上绿道 35
公里，从而形成了美丽的华阳湖国家湿地
公园。

自此，无人问津的河涌成了人们珍视
的资源。依托河涌治理，麻涌建成了覆盖
7座村庄的“走进香飘四季”和“古梅乡韵”
美丽乡村项目。对于位置偏远、无法建截
污管网的片区，麻涌镇建成了“印象水乡”
污水处理设施，探索进行分散式就地处
理。环境改善了，村民的文明素养显著提
升，随意扔垃圾到河涌的现象不复存在。

在另一河涌密布、水网交错的沙田
镇，近年来通过治水，构建起一片长 14 公
里的生态绿色走廊——穗丰年水道。

“沙田因水而生，依水而兴，必须将水
污染治理作为重中之重。”沙田镇镇长詹
志斌说。他介绍，该镇首要污染源是生活
污水，影响比重达95%以上。河流存在黑
臭现象，排污口超过1000个，亟需实施全
面整治。早在 2014 年，该镇就严格落实
污水治理“党政同责”和部门“一岗双责”，
并按照“截污为先、综合治理”的原则，科
学系统地推进水污染治理，重点加快污水
处理厂、截污管网及内河涌整治三类骨干
工程建设，打造集截污治污、防洪排涝、生
态景观于一体的滨水景观带，全面构筑绿
色生态水网。

记者在穗丰年水道看到，这里已经用
最自然的方式还原了生态系统，两岸红树

林茂盛生长，水系内鱼虾繁育。渔民出身
的叶姨正在穗丰年湿地公园练习唱疍家
咸水歌，她高兴地说：“没想到，短短几年
间，穗丰河一带许多特色水乡景色都回来
了。”附近村民也告诉记者，近两年，不少
白鹭回归，春季时期成群在此栖息、觅食
和繁衍。

好水“聚财”促转型

造纸厂退出了，化工厂关停了，养殖
场清拆了⋯⋯这些一度“辉煌”的产业可
都是水乡地区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治
水之初，当地干部群众有过质疑，这不是
断了当地的“财路”吗？但短短三四年后，
他们已发现，好水更能“聚财”，对水乡的
未来也变得信心满格。

“开展水污染治理后，镇里花了2.8亿
元对华阳湖进行整治，美好的水乡环境，
带来了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华阳湖周
边 5000 多亩的‘三旧’改造土地，吸引了
20 多个总投资 538 亿元的优质项目。”赖
剑云说。

这些项目所代表的轻柔、绿色、智慧
型产业，与过去“两高一低”的污染产业完
全不可同日而语。记者看到，浪漫而壮观
的水乡湿地游、乡村游、花海漂游，吸引了
周边城市大量游客。据介绍，华阳湿地年
均接待游客 150 多万人次，已成为珠三角
地区水乡旅游的一大品牌。逐水而来的
京东、阿里巴巴、珠三角汽车博览中心等
大项目，使麻涌正在打造的全国电商专业
镇、珠三角汽车之都建设初具规模。就连
传统农业也迎来了“春天”，成为融入农业
生态观光旅游的第三产业：13 个总投资
42 亿元的农业公园项目，以“公司+农户”
方式推广“金麻香蕉”品牌，香蕉种植业由
此走向高端；粮油产业从低端的来料加工
向贸易和研发转型，粮油贸易从前年的20
亿元跃升至去年的 100 亿元；中储粮工业
旅游路线的开放，让游客们亲身感受杂
粮、食用油加工的全过程，形成 10 平方公
里的大型粮油展销中心和主题公园⋯⋯

一组数字引人注意。“我镇原先的第

三产业十分滞后，2013 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仅 11.8 亿元。而去年这一数字增
至 126 亿元，3 年增加了 10 倍！是治水促
进了三产的跨越式发展，充分印证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赖剑云说。

不仅生态和产业，水污染治理给水乡
带来的改观是全方位的。

记者眺望华阳湖对岸，中山大学新华
学院内，一排排红楼在蓝天碧水间分外醒
目，为当地教育事业带来新的希望。湖畔
的中大创客坊里，年轻的中大学子和当地
居民一道，如火如荼地开展创新创业活
动，从创意集市上新巧的创意手工艺品，
到现做现卖的水乡美食热松糕、冰豆花，
都令游客爱不释手。

水乡平台更引导了当地文明、和谐的
生活方式。龙舟、粤剧、武术等时尚文化
品牌的打造，以及草莓音乐节、水乡美食
文化节、汽车漂移大赛等文体活动，为村
民们带来了健康向上的崭新生活。

水乡，原本是制造业崛起后的东莞最
为落后、看不到希望的地区。治水，却让
这些镇区变为产业转型的明星、世界工厂
的“绿肺”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后花
园”。

铁腕打赢攻坚战

虽然水乡“绿肺”渐成规模，但东莞水
污染治理的形势依然严峻。

5 月 8 日一早，东莞企石镇霞朗村村
民发现，东引河一处水面突然变成触目的
红色。企石镇环保分局当天上午排查发
现，原来是河边的一家小型工艺品加工
厂，将被油漆染得通红的工业废水直接排
入了河中。这家工厂当即被依法查封。

工厂林立的“制造业之都”，产业转型
非一夕可成，水污染治理更不可能凭一夕
之功。“这既是一场‘遭遇战’，又是一场

‘攻坚战’‘歼灭战’。”东莞市委书记吕业
升说。他指出，群众对水生态环境治理反
映强烈、期待很高，全市上下必须充分认
识水污染治理的重要性，充分把握其艰巨
性和复杂性，全力以赴推进水污染治理工

作 ，为 转 型 发 展 提 供 坚 实 的 生 态 环 境
保障。

水污染治理攻坚战被确立为东莞“在
更高起点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战略的十
大行动计划之一。东莞市环保局副局长
吴对林介绍，2016年11月，东莞市成立污
水治理设施建设工程总指挥部，全面打响
水污染治理攻坚战：全面推动水治理“1+
N”政策体系落实，召开现场会，全面推行
台账管理，实行挂图作战，约谈工程进展
落后镇街⋯⋯转眼半年过去，紧锣密鼓的
攻坚战取得了初步成效。

“目前，围绕截污次支管网建设和内
河涌整治两个主战场，水治理各项行动正
有序推进。”吴对林说。在截污次支管网
建设方面，总投资近 30 亿元、规划长度
420 公里的首批管网已完成总长 324 公
里；各镇街正制定“一河一策”整治方案，
年内将完成 76 条内河涌、10 条黑臭水体
整治任务；在引导“两高一低”企业退出方
面，已有 52 家纸品企业通过关停验收，今
年还计划将水乡特色经济区“两高一低”
企业引导退出工作模式复制到全市推广，
重点引导一批涉水企业退出。

在此过程中，东莞探索并实践了一系
列水污染治理的新体制、新机制。如创新
组织协调机制,对水污染治理工作落实不
力的责任人进行直接约谈；创新投融资机
制,构建有系统规划、有政府财政支持、有
社会资本参与、有市场主体投资运营及管
理、有项目投资综合回报模式的“五个有”
投融资体系；创新项目审核机制,加快工
程建设速度；建立工程项目清单、镇街(园
区)责任清单、部门责任清单“三个责任清
单”,确保属地、属事责任落到实处等。

“我们的目标是，2018 年底前新建
1800 公里截污次支管网，新建扩建 15 家
污水处理厂，新增日处理能力 100 万吨，
完成不少于 100 条河涌污染治理，并因地
制宜同步建设一批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确保水环境质量实现阶段性改善目标。”
吴对林说。

接下来，东莞将围绕“控源、截污、工
程治污、生态修复”全面发力，坚决打赢这
场水污染治理攻坚战。

世界工厂有了水乡“绿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5 月 9 日中午，浙江德清县下渚湖街
道下杨村青年陈灏泽来到街道分管治水
的副主任郭宁宁的办公室，拿出累积的30
枚“绿币”，换取了一盆绿植。

“东西虽小，却是街道对治理小微水
体有功之臣的奖励。”郭宁宁介绍。

26 岁的陈灏泽平时热心公益。街道

的小微水体治理全面铺开后，他主动担任
村里余家岭塘的塘长，只要有空就巡塘治
塘。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余家岭塘水清
岸绿，受到了村民的好评。为此，他也累
计得到了30枚“生态绿币”奖励。

“生态绿币”是下渚湖街道在护水 E
站基础上，为配合小微水体、问题河道整
治，推出的一项治水激励新举措。凡是街
道内的群众，只要在“护水 E 站”微信注
册，即可成为护水治水员。

郭宁宁说，管理者通过对生效的民间
河长、渠长、塘长等巡河质量、巡河次数、
管理建议等考核，给予相应的绿币奖励。
如对巡河次数最多的负责人，每月奖励 5
枚绿币，排名第二至第四的奖励 4 枚绿
币，依此类推，并将奖励情况定期在“护水
E站”公众号上公布。

为了发动更多群众参与这项制度，当
地政府还与当地农商银行签订协议，在下
渚湖街道推出“绿币”信用贷款试点，对治
水积极、热心公益的村民配比5万元到30
万元额度的信用贷款。

“我们设计了总计 6 个档次给予不同
额度的信用贷款、不同的利率优惠，申请
贷款前一年绿币总数达到 100 枚以上，最
高可获得信用贷款 30 万元，利率按照同
档次利率下浮一定比例执行。”农商银行
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到水质，四都村青虾养殖户沈菊仙
感触非常深。因此，自街道开展河道整治
行动以来，她一直带着身边的姐妹投身河
道保洁。小微水体整治以来，她又自告奋
勇，报名担任自家门前风介涵洞塘的民间
塘长。每天早晚，她都会查看水塘情况、

关注水质变化、上报治理信息、提出意见
建议。因此，获得了 180 多个“生态绿币”
奖励。

沈菊仙享受到的奖励是，按照获得的
绿币数量折算，她不用任何担保就能从银
行贷到 20 万元的信用贷款。她正在计划
扩大青虾养殖规模，这笔贷款可帮了大
忙。“爱护家乡的河道，是每个人应该做
的。不过，这个办法真能鼓励更多人治水
护水。”

通过“生态绿币”兑换不仅可以把群
众的治水热情转换成可实践、可量化、可
复制的动力，进一步形成上下一心共同治
水的良性互动机制，一定意义上，还能为
诚信社会营造氛围。郭宁宁说，接下来，
他们将把“绿币”奖励范围扩大到更多行
业，倡导更多的人担负起社会责任。

浙江德清：

生 态 绿 币 助 水 清 岸 绿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王力中

初夏时节，湖北省远安
县境内的沿荆山山脉山峦叠
翠、古树参天，绿意在山间、
河畔和田边流淌。

茅坪场镇铁炉湾村村委
会院内，一箱箱从农户家收
购来的土蜂蜜、土豆、拐枣等
土特产正在打包，准备通过
电商渠道发放全国各地。在
一旁用手机上网的村党支部
书记刘泽国说：“当年村里挖
煤是主业，如今煤矿关了，发
展电商，在网上卖特产也能
赚钱。”

拥有“湖北省绿化达标
第 一 县 ”“ 全 国 绿 色 小 康
县”“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
称号的远安县，是全国磷矿
石生产大县、重点产煤县。
近年来，随着矿山企业转型
升级，县内煤矿、硅石矿等企
业陆续关停。

为让矿山负责人有事
做，远安县出台鼓励企业主

“二次创业”的措施，对创业
者在市场准入、场地安排、税
费减免、资金补贴等方面给
予优惠扶持。

湖北冠泰集团董事长杨
发菊曾是嫘祖镇的一家矿产
企业老板，她与县政府签下

“二次创业”承诺书后，县政府协调用地，她投资 1.5
亿元建设年产120万平方米的石英板建材厂。如今
的她已成为产值超亿元的企业家。

赵 泽 学 曾 经 是 茅 坪 场 镇 碑 垭 煤 矿 的 老 板 。
2015 年他关闭煤矿后，投资 200 万元开发了 250 亩
油茶树种植基地，带动当地村民发展生态农业。

“二次创业”为远安带来了产业跃升和绿色发
展。目前，远安县年销售额超过 2000 万元的企业
已逾50家。

在改革发展的阵痛期，远安县以主导产业、绿色
产业和乡村旅游为依托，推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为矿
工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

据统计，远安县香菇种植规模达 1.4 亿袋，速生
丰产用材林基地面积达5万亩，柑橘、茶叶、药材、核
桃等高效经济林面积达 11.8 万亩，紫薇、桂花、红叶
等植物基地达 1 万亩。目前，又新建特色养殖基地
20余处，农村电商等绿色产业也逐步兴起。生态农
业蓬勃发展，县内煤矿矿工转岗就业率达到 98%
以上。

以三峡生态经济合作区生态治理“宜昌试验”远
安试点为契机，该县大力推进矿区复绿，建设生态
家园。

曾经是硅石矿区的洋坪镇百井村常年绿树环
绕，集中安置小区内村民其乐融融。由宜昌交通旅
游产业发展集团总投资5亿元建设的百井村生态旅
游开发项目已完成规划设计，主要发展高山酒店、森
林旅游和运动探险。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综合收
入8000万元、利税1000万元。

茅坪场镇乡间，曾经的矿区逐步复绿，一路路的
煤车早已不见了踪迹。翟家岭景区农家乐的老板翟
维宏说：“现在矿山复绿了，基础设施也好了，都说乡
下比城里住着更舒心呢！”

湖北远安

：

矿区复绿

村民

舒心

本报记者

冯举高

通讯员

温宜飞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获悉：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一年来，各项生
态体制改革工作得到有效推进，今年年内将完成主
要试点改革任务，步入国家公园发展阶段。

自 2016 年 4 月青海正式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以来，确定了 8 个方面、31 项重点工作任
务，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单位，提出“1年夯
实基础工作、2年完成试点任务、5年设立国家公园”
的工作目标。过去一年，园区通过尝试精简、整合原
有生态相关部门建立“大部制”管理机构，开始统一
行使生态保护职能。省级层面，组建了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州县层面，组建了长江源、黄河源、澜沧
江源 3 个园区管理委员会和长江源园区治多、曲麻
莱、可可西里3个管理处。试点中，青海将生态保护
与精准脱贫相结合，先从园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入手，
新设生态管护公益岗位 7421 名，目前共有 9975 名
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年终进行考核，实行动态管
理。此外，管理局还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逐步将我国航天相关技术应用于
生态气候监测、公园日常巡护等领域。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南说，2020年
公园建成后，三江源地区有望成为民众了解亲近生
态与自然的一扇窗口、绿色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
名片。

三江源国家公园改革有序推进

曾经污水横流的华阳湿地，治理后变成了迷人
的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年均接待游客 150 多万人
次，成为珠三角地区水乡旅游的响亮品牌。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撂荒地建起生态园

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百万玫瑰—梦幻花海”生
态园里，游客在赏花。当地引进业主在近 800 亩撂
荒地和山坡等地上建起生态园，成为市民休闲观光
的好去处。 邱海鹰摄

护水积极分子用“生态绿币”换绿植。
本报记者 黄 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