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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小水电被曝导致333条支流断流，下一步将有限、有序、有偿开发利用水能资源

农村绿色小水电建设提上日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小水电曾经为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群

众生活作出过贡献。但

早期建成的部分小水电

站，由于缺乏对河流的整

体规划等原因，也不可避

免地对局地生态产生了

不良影响。如何有限、有

序、有偿开发利用水能资

源，通过科学规划、严格

监管去规避农村小水电

粗放式开发的问题——

推进绿色水电建设正提

上日程

小水电是我国重要的民生水利
基础设施，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改
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尤其是在促进
广大农民增收致富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小型水电站
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例频遭曝光，小水
电的无序开发问题引起社会关注。
站在转型发展十字路口的农村小水
电，该何去何从？

小水电被曝无序开发

6 月 19 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审计结
果》显示，截至2017 年底，长江经济
带 10 个省份已建成小水电 2.41 万
座，最小间距仅 100 米。其中，6 个
省在自然保护区划定后建设78座小
水电，7个省有426座已报废停运电
站未拆除拦河坝等建筑物。更为严
重的是，过度开发致使333条河流出
现不同程度断流，断流河段总长
1017公里。

河道断流意味着什么？以云南
省境内的长江支流南广河为例，南广
河 50 公里距离内就有 30 多座小水
电，其中 13 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河
道断流。记者了解到，南广河上的一
座引水式小水电，河上导向自然河道
的闸门长期关闭，控制它开启的绳索
早就断掉，周边的石头上长满青苔。
目前处于汛期，河道还有水流，但在
冬季枯水期，这里曾出现 800 米的
断流。

“对于中小水电站而言，增加生
态流量，基本上就是直接减少了水电
站的收益。因为在保证生态流量的
同时，相应可以用来发电的水量就减
少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汤秋鸿说。在放水和
收益之间，水电站会如何选择？答案
显而易见。

为彻底解决下泄生态流量不足、
梯级过密、部分河段减流干涸等环境
问题，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国家能源
局、生态环境部均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作为今年的压倒性任务。近一个
多月来，针对长江经济带小型水电站
无序开发影响生态环境的情况，相关
部委也陆续开展了摸底核查。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述摸底
核查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反馈核
实各方存在异议的小型水电站。比
如，自然保护区内的小型水电站要
不要拆除？

“自然保护区内的小型水电站已
经建设运行了几十年，和周围环境形
成了新的生态平衡，如若拆除炸掉，
对环境和财产影响太大。”多次参与
小水电生态环境整治调研的湖南水
利厅副厅长陈绍金举例说，1995 年
开发建设的江垭水电站在自然保护
核心区内，有 7 亿立方米防洪库容，
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需要拆除这
7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但人员的生命
财产安全如何保证？“按照《防洪法》

《水资源管理法》的规定，具有防洪、
灌溉功能的小型水电站必须保留下
来，因为《防洪法》高于《自然保护区
条例》。”陈绍金说。

小水电禀赋不能忽视

水电是重要的清洁可再生能
源。据统计，全国已建成小水电装机
容量近7800万千瓦，年发电量2682
亿千瓦时，已建成的小水电在解决无
电缺电地区人口用电和促进江河治
理、生态改善、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
了重要贡献。

据水利部统计，通过开发小水电
站，全国初步治理了数千条中小河
流，形成水库库容2800多亿立方米，
有效灌溉面积上亿亩。小水电代燃
料项目实施以来，全国解决了400万

农民的生活燃料，每年可减少薪柴消
耗 670 万立方米，保护森林 1400
万亩。

农民的感受更真切。在浙江省
金华市汤溪镇，小水电曾是点亮山乡
的“一根火柴”。“位于钱塘江上游衢
江的支流厚大溪上的九峰水库，直接
解决了汤溪镇农村的缺电问题。”汤
溪镇党委副书记徐寿春介绍说，上游
的一座电站和一座水库与下游村镇
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的，如果没有工程
调蓄，村镇就没有稳定的灌溉。

前不久，水利部农村水电与水库
移民司发布的《全国农村水电统计公
报》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农村
水电站近5万座，装机容量和年发电
量占到了全国水电的近1/4，平均到
户电价每千瓦时约0.5元，惠及64个
贫困村4.1万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小水电确
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专家也提
醒，早期建成的部分小水电站，缺乏
对河流的整体规划，有的在建设过程
中没有严格履行程序，正如祁连山自
然保护区环保督察暴露出来的问题
一样，开发利用小水电不可避免地改
变了局地生态。

“我们要科学地认识小水电，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小水电的绿色禀赋
优势；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科学规划、
严格监管去规避农村小水电粗放式
开发的问题。”在水利部农村水电与
水库移民司副司长邢援越看来，小水
电要坚持生态优先，就地开发、就近
供电，通过探索资产收益，实现“造

血”功能。
目前，我国小水电技术成熟，勘

测、施工和设备制造都达到了国际领
先水平，小水电投入产出比也相对较
高，发电量是风电的 1.5 倍。可见，
小水电本身禀赋没有问题，其负面影
响是一些地方无序开发、管理粗放造
成的，根源在于制度不健全。

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表示，我们
要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抓紧处理
好现实问题与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采取多种技术经济手段，将生
态改变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但不能
因此否定小水电的历史贡献，更不能
错误地将小水电定性为生态祸害。

绿色转型势在必行

“当前，百姓对河流功能的需求
日益多样化。”陆桂华表示，过去小水
电工程大多以发电为主，现在越来越
多的小水电不仅要发电、灌溉、供水，
还要满足生态用水和景观用水需求，
提供亲水娱乐产品，“针对人民群众
对河流功能要求转变的新期盼，我们
要重视解决小水电发展过程中的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相应调整小水电站
的功能，重点拓展和提高综合利用水
平，让百姓感受到绿色小水电发展成
果”。

在陕西省石泉县筷子铺水电站，
电站的建成不仅结束了该县北部边
远山区无电的历史，还维护了下游河
道的自然生态。据了解，厂坝间减水
河段长度为1.2公里，为保障下游河
道生态流量需求，在坝后建设了装机
400千瓦的生态机组，并确保生态机
组常年运行，不间断下泄不低于坝址
多年平均流量 10%以上的生态流
量。“虽然装机规模不大，但只要坚持
走绿色发展之路，在节能减排、改善
民生、修复生态等方面一样大有可
为。”水电站业主代表郭义明说。

如今，有限、有序、有偿开发利用
水能资源，推进绿色水电建设，发挥
小水电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已经成
为水利部门加快转变农村小水电发
展的理念。立足于此，水利部也提出
了绿色小水电发展指导意见、增效扩
容改造河流生态修复指导意见，颁布
实施了《绿色小水电评价标准》等绿
色小水电技术规范。同时，启动了绿
色水电站创建工作，全过程加强生态
保护，并首次在全国开展中小河流水
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25 个省份的
3400多条河流的规划得到修编。

“今后，小水电绿色发展必须坚
持改造运行升级，保障生态安全。”陆
桂华说，要以河流为单元，改造或增
设无节制的泄流设施、生态机组等，
保障小水电站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
量；修建亲水性堤坝等，改善引水河
段厂坝间河道内水资源条件，保障河
道内水生态健康；对枯水期河流水文
情势影响大的水电站，改进发电调度
方式，推动季节性限制运行；对于无
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要逐步关停
或退出。要逐步建立小水电站生态
用水监测网络，通过流域梯级协作机
制，全流域协同、持续保障生态需水
量，不断改善河流生态。

目前，绿色小水电的创建工作
正在逐步展开。按计划，到 2020
年，单站装机容量10MW以上、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内 1MW 以
上、中央财政资金支持过的水电站
均要创建为绿色小水电站。

湖北咸宁市

破立并举建“中部绿心”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孙方成

千顷荷花竞争艳，万丛荷叶碧
连天。盛夏的微山湖荷花飘香、绿
苇摇曳，鹭舞燕翔、蛙鸣鱼跃；南
阳古镇热闹非凡，码头前不时有游
客拿出手机、相机拍摄荷叶连天、
荷花映日的美景。而在南阳古街
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踏着青石板
路，在一间间明清时期的青砖瓦房
前，感受运河古镇500 余年的历史
沧桑。在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微山湖，
游客们住渔家民宿、品渔家美食，
体验撒网和下笼捕鱼的乐趣……

昔日“一天三顿饭，顿顿靠煤炭”
的微山县，从“卖地下资源”踏上“卖

湖上风光”的新途。今年上半年，全
县累计接待游客283万人次，同比增
长7.1%，实现旅游总收入22.3亿元，
同比增长8.2%。

微山县因煤而兴，煤炭储量占山
东全省的四分之一，产业结构也是以
煤炭采掘等传统产业为主，这让微山
县的经济发展患上“煤炭依赖症”，来
自煤炭的利润曾一度占全县工业经
济利润的 90.6%。伴随着微山湖成
为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调蓄水库和

“清水走廊”以及国家最严格的环保
制度、生态红线制度的实施，生态环
保的门槛越来越高，微山县境内的煤
矿相继关闭、停产。在做好传统产业

的转型升级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培
育壮大的同时，微山把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作为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突破
口，大打生态牌，生态环境发生了极
大改善，微山湖内的水生物明显增
加，多年绝迹的毛刀鱼、小银鱼、鳜鱼
等鱼类重现水域，鸟类由原来的 10
多万只增加到现在的近 20 万只，微
山湖湿地公园也被评为“国家级湿地
公园”。

好 生 态 给 渔 民 带 来 了 好“ 钱
景”。“‘大盘子、小盘子、鱼丝鱼片鱼
丸子’，咱这里的‘全鱼宴’爽、嫩、滑，
好多游客提前预订。”在微山岛开了
12年渔家乐的渔民殷茂富在自己的

餐馆里忙得不可开交，谈话间，预订
用餐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院子前停
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殷茂富
给记者算了一个细账，原来打鱼一年
最多能赚到8000多元，现在经营渔
家乐一年收入 10 多万元，还少了风
吹日晒的苦。“游客多的时候，一天要
接待200多人，平时最少每天也能接
待三四十人。”

微山县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
略，促进旅游业全区域、全要素、
全产业链发展，围绕环微山湖生态
休闲旅游经济带规划建设，微山县
持续加快微山岛景区、南阳古镇景
区、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景区的基
础设施及配套功能建设，加快微山
县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微山湖国
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步伐。同时，
他们采用“旅游+”模式，形成独具
特色的全域旅游吸引力。据微山县
旅游局局长、微山县文旅突破建设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褚新介绍，他们
推动“旅游+农渔业”“旅游+美丽
乡村”“旅游+创意文化”的发展，
积极融合一二三产业，不断创新丰
富微山湖旅游产品体系。

山东微山县

湖上好风光 渔家好“钱景”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江西省宜丰县澄塘镇的渊明湖水利风景区，湖面清澈宁静，令人心旷神
怡，吸引了大批游人前来。渊明湖水利风景区因在陶渊明故里而冠名，核心
景区面积47.5平方公里，水面面积2.4平方公里。2011年11月份经水利部
批准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赵浩旭摄

天蓝水清生态美

走进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武汉
新港潘湾工业园湿地公园，芦苇摇
曳、碧波荡漾。“近两年来，我们
大幅提高环保门槛，不仅拿出宝贵
土地建湿地，还清退了 28 家化工
企业。”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管委
会副主任孙克旺说。

潘湾工业园不走“先污染后治
理”的老路，加快转型发展，是咸
宁坚持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有着

“桂花之乡”“温泉之乡”美誉的咸
宁市，森林覆盖率超过 50%，面
积超过百亩的湖泊有 39 个，是华
中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屏障与绿色
资源宝库。2015 年，咸宁成功获
批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成
为湖北省唯一一个市级示范区。

咸宁市委书记丁小强说，作为
典型的山水林田湖齐全的地区，绿
色是咸宁最大的潜力、最好的财
富、最硬的品牌，转变增长方式、
实现绿色发展、建设“中部绿心”
已经成为咸宁发展的主路径。

近年来，咸宁坚持破立并举融
合推进，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齐头
并进。《绿色崛起发展规划》《咸宁
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2015—
2020年）》《咸宁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创建规划》等规划相继编
制完成，成为引领咸宁市中长期绿
色发展的纲要。

128公里长江黄金水道依境东
流，咸宁自我加压，以高于全省目
标的要求，提高水质达标率和水质
优良比例，在全省推行河湖库长制
基础上，将全市所有河流、湖泊和
561 座水库全面纳入河湖库长体
系，打造河长制“升级版”。同
时，调整和优化责任考核体系，把

长江大保护相关环境指标纳入党政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
容，将原来占5%的环保指标增至
13% ， 严 格 实 行 环 境 保 护 政 绩
考核。

从农业到工业，从长江岸线到
支流，从湖库河流水体到田林山场，
从项目到制度，咸宁正密织生态保
护立体防护网。2017年，咸宁市9
个市级以上工业园区完善了污水处
理等环保基础设施，21家企业建起
污水深度处理设施。全市湖泊水库
围网全部拆除。今年以来，陆水湖
流域 3 个大规模畜禽养殖场关闭。
同时，实施精准施肥和测土配方施
肥 484.8 万亩，共减少不合理化肥
施用量 0.5 万吨。实施标准化生
产，亩均减少农药用量8.2%。

咸宁紧紧围绕“中部绿心”目
标，抢抓长江大保护历史机遇，在
破旧与立新中积极构建湖北特色产
业增长极。咸宁出台幕阜山绿色产
业发展规划，在幕阜山绿色产业带
主支线 288 公里范围内建设示范
段；引进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投资
约136亿元，在咸宁市区潜山国家
森林公园的孝子山、双龙山以及二
山之间区域，探索一个可复制的森
林振兴“咸宁模式”；计划投资74
亿余元，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大力
推进全域旅游，打造公园城市，发
力“一城十区二十景”。

穿新鞋，走绿道，天更蓝、山
更青、水更绿了。今年上半年，咸
宁市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83.8%，
同比提高 12.3%；PM10 和 PM2.5 浓
度 均 值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8.3% 、
25.9％。湖泊河流水质好转，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长期保持达标。

8月14日，生态环境部通报7月份1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状
况，湖北省咸宁市排名居全国第十二位。图为咸宁市区鸟瞰图。

张大乐摄

湖北省咸宁市森林覆盖率超过50%，面积超过百亩的

湖泊有39个，是华中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屏障与绿色资源

宝库。作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咸宁市充分发挥

绿色潜力，坚持破立并举融合推进，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

齐头并进，转变增长方式，建设“中部绿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