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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江 奔 流珠 江 奔 流 向 海 图 强向 海 图 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郑 杨杨 庞彩霞庞彩霞

初秋时节，登广

州塔远眺，烟水珠江碧蒙蒙。

传说一颗宝珠落入江中化为海

珠岛（石），因流经此岛而得名的珠江恰

如其名，如宝似珠，为沿岸带来富庶。发源

于云南曲靖，奔流而过多省（区），联通香港、

澳门和珠三角再注入南海⋯⋯珠江两岸沿江

地市经济总量约占粤桂滇黔四省区经济总量

的四分之三以上。今天，如果说崛起中的世

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张拉满的强

弓，奔腾浩荡的珠江就是一支势不可挡的

利箭。

守好水生态 引得游人醉

秋风习习，沿着东濠涌散步的市民多了

起来。前不久，广州越秀区推出了东濠涌绿

游线路，线路横贯白云山珠江水，叠水瀑布、

滨水步道沿涌分布，小桥、凉亭点缀其间，广

府文化与水利文化的融合如诗如画。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东濠涌

考察时强调，东濠涌以及遍布广东各地的绿

道，都是美丽中国、永续发展的局部细节。如

果方方面面都把这些细节做好，美丽中国的宏

伟蓝图就能实现。10年间，广州牢记总书记嘱

托，高质量推动珠江沿岸碧道建设，提出“碧

道+”模式实施水质改善、生态保育、水岸复

兴、城市发展的综合方案，建成碧道 900 多公

里。“东濠涌从‘臭水涌’变成亲水走廊，生态

变好了，周边居民的幸福指数也提高了。”当

地居民林志强说。

东濠涌是珠江流域坚持“系统治理”治

水 思 路 、让 百 姓 享 受 生 态 红 利 的 生 动 缩

影。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这在水系

发达、河网密布的珠江三角洲体现得尤为

明显，仅广州市就有河道 1700 多条。作为

改革开放先行地，珠三角水生态欠账问题

也 较 为 突 出 。 记 者 从 珠 江 水 利 委

员 会 了 解 到 ，珠 江 流

域水量丰、水质好，但也存在局部生态系统

功能受损的问题。

如何补上数十年的欠账？近年来，珠江

委坚持全流域“一盘棋”观念，追根溯源、系统

治疗。2018 年，珠江流域各省区市全面建立

河湖长制，设立各级河湖长约 13 万名。2021

年，珠江委牵头建立“珠江委+流域片省级河

长办”协作机制，形成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

门联动的河湖管理保护新格局。同时，积极

推进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2013 年

以来，南宁、广州、东莞、玉溪等 14 个试点城

市探索走出了南方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特

色之路。

如今，珠江流域水生态面貌实现了历史

性改变。据统计，2020 年，珠江流域水质为

Ⅰ至Ⅲ类的河长占评价总河长的 92.7%，重

要 江 河 湖 库 水 功 能 区 水 质 达 标 率 提 高 至

90%。从云南珠江源“高原明珠”焕发光彩到

广西漓江“百里画廊”游客不断，再到广东万

里碧道“变水为财”，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

展新动能。

云南曲靖的珠江源作为世界上唯一能驱

车抵达的大江大河源头，成为珠江流域百姓

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抒发饮水思源之情的

旅游胜地。10 年来，当地守好生态安全屏

障，深挖源头文化、红色文化、美食文化，擦亮

了“珠江源”生态旅游名片。

广西桂林的漓江久负“桂林山水甲天下”

盛名，却一度因采石挖砂、污水排放导致沿

岸环境遭破坏、水位下降。近年来，漓江经

历了由乱到治，从出台保护条例、设立专项资

金、完善“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到实施

“两江四湖”水系连通工程、漓江补水工

程⋯⋯保障了漓江百里画廊清水长流，全年

游船通航不断。

善用水资源 护育城市群

珠江流域水资源

时空分布不均，缺水、洪灾、咸潮⋯⋯水安全

问题长期困扰着经济活力强劲、人口逾 8000

万的粤港澳大湾区。

广西大藤峡被喻为珠江上的“三峡”。近

两年，随着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发挥效益，原

需 10 天才能到达的紧急调水 3 天便可直抵珠

三角。今年年初，珠江流域发生 60 年来最严

重的干旱，并遭遇珠江口咸潮上溯袭击，关键

时刻，大藤峡工程紧急调度 3.3 亿立方米宝贵

淡水，抗大旱、战咸潮，助力澳门等城市安然

度过用水危机。

近年来，珠江流域坚持“空间均衡”治水

理念，聚焦服务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等

国家战略，大力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记者从珠江委了解到，随着大藤峡水利枢纽、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等重大工程加快建

设，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澳门珠海水资源保

障、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等重大工程前期工

作加速推进，珠江流域供水基础设施网络正

不断完善。如计划总投资 354 亿元的珠三角

水资源配置工程，将有效解决深圳、东莞、广

州等地发展缺水问题，为大湾区城市群崛起

提供战略支撑。

用水之道，节水优先。珠江委还积极探

索实践南方丰水地区的节水之路，推动流域

用水方式向集约节约转变。近年来，创新建

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

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实现大湾区重点监控用

水户的全覆盖监控。2020 年，珠江流域万元

GDP 用水量从 2010 年的 124 立方米降至 51.1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 2010 年的

82 立方米降至 26.4 立方米。

构建大通道 联通全世界

走进广州港南沙港区四期全自动化码

头，作业区内几乎空无一人，只有码头“搬运

工”——全球首创的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智能

导引车在堆场间穿梭，行云流水般将集装箱

精准运抵指定位置。这个 7 月底新投入运营

的码头，充分发挥地处珠江口、联结珠江水系

内河网络与深水海港的优势，成为全球首个

江海铁多式联运全自动化码头，大大提升了

内外贸货物物流衔接效率，为大湾区打造世

界级港口群注入新动能。

通 江 达 海 、内 畅 外 联 。 10 年

间，珠江水运实现了大投入、大

发 展 、大 跨 越 。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珠江水系沿江四省

（区）完 成 水 路 货 运 量

14.64 亿 吨 ，与 2015 年

相比年均 增 长 6.2%；

珠 江 水 系 34 个 港

口 货 物 吞 吐 量 达

到 18.73 亿 吨 ，年

均增长 4.3%。

作 为 我 国

第 二 大 通 航 河

流，珠江水上运

输 大 通 道 的 构

建成为沿江地区

经济腾飞的有力支撑。内河水运方面，珠

江—西江黄金水道持续畅通升级，由西

江干线、珠江三角洲航道网等构成的

“一轴一网四线”高等级航道网基本建

成，曾经“千帆待发”的堵船场景变

为“万舸争流”的水运盛况；出海港

口方面，广州港、深圳港、珠海港、

东莞港等大港联通全球，在国际

航运、物流体系中的地位不断

提升，使大湾区加速迈向国际

一流湾区。

珠江水运正用一个个举

世瞩目的奇迹，托举沿江省

区老百姓实现家乡大发展

的美好愿望。

西 江“ 黄 金 水 道 ”产

生了“黄金效益”。大藤

峡 船 闸 启 动 试 通 航 后 ，

险 滩 、暗 礁 永 沉 江 底 ，

过 往 船 舶 逐 步 实 现 了

大 型 化 ，带 动 了 流 域

沿 岸 超 50 亿 元 产 业

经济发展，常年跑西

江 水 运 的 船 老 板 黄

巨轮，以前驾驶的是

300 吨级的小船，如

今他购置了 3000 吨

级 的 大 船 ，生 意 日

渐红火。

去 年 ，百 色 水

利枢纽通航设施工

程开工建设，断航

近 20 年 的 云 南 南

下珠江、联通粤港

澳 大 湾 区 的 水 运

大通道有望在“十

四 五 ”时 期 打 通 ，

云 南 经 珠 江 走 向

大 海 的 梦 想 即 将

变成现实。

今 年 8 月 底 ，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骨 干 工 程 —— 平

陆运河开工建设，

广西北部湾形成海

铁+江海联运新格

局 ，它 将 与 湘 桂 运

河 衔 接 ，在 中 国 大

地上形成一条新的

纵向水运战略大通

道 ，实 现 广 西 5700

万 人 民 向 海 图 强 的

梦想⋯⋯

浩 荡 珠 水 ，奔 腾

不 息 。 生 态 航 道、绿

色 港 口 、纯 电 动 游 船

正加速布局建设，一大

批 信 息 化 的 智 慧 港 口

发展得如火如荼，珠江

将在未来创造更加辉煌

的奇迹。

茅洲河见证双城之变
本报记者 郑 杨

在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一座茅洲河工业

文明展示馆前，白鹭低翔，一条清澈的河流静

静淌过。茅洲河的两岸，是两座电子信息产

业重镇——深圳宝安区和东莞长安镇，数万

家工业企业在流域两岸星罗棋布。

茅洲河是深莞界河，发源于深圳羊台山

北麓，在东莞长安镇汇入珠江口，流向伶仃

洋。一条河的岁月，见证着两座城的传奇。

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在展馆细看一幅幅老照

片，赞叹曾不堪工业污染重荷的茅洲河，竟能

在今天交出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的精彩

时代答卷。

上 世 纪 90 年 代 ，随 着 两 岸 制 造 业 的 繁

荣、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大量污水不断排入，

茅洲河一度成为珠三角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之一。

2016 年，由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牵头，

深圳、东莞携手打响了茅洲河保卫战。两地

建立起协同治污机制，以高强度持续投入、

全 流 域 系 统 治 理 的 新 模 式 推 进 茅 洲 河 新

生。2018 年，东莞市成立茅洲河整治总指挥

部，全域启动大兵团作战。“高峰时有 299 个

施工作业面、2000 多人同时在茅洲河开展污

水管网工程建设。”东莞长安镇副镇长江耀

举说，深圳、东莞两市还灵活运用市场机制

拓展投融资渠道，投入茅洲河治理的资金累

计高达 450 多亿元。

借力治水，深圳、东莞两地不断优化茅

洲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随着消失多年的蓝尾

虾、黑鱼重现茅洲河，这一湾碧水不仅成为

我国有效治理黑臭水体的典范，更为创新之

都 深 圳 和 制 造 名 城 东 莞 拓 展 了 新 的 发 展

空间。

东莞长安镇委委员戴浩平告诉记者，茅

洲河的治理带动了长安镇生态和城市品质全

面提升。

生态品质在发生悄然变化。长安镇已建

设绿道超过 40 公里，与茅洲河 11.9 公里碧道

连接成环，串联起公园绿地、森林等各项生态

资源。过去因污染而迁离的村民纷纷回归水

畔定居，河沿岸常见居民休闲散步。

告别散乱污、拥抱高精尖，产业品质也

在焕新。戴浩平介绍，茅洲河

治 理 倒 逼 流 域 内 企 业 整 治 ， 近

5 年已整治约 1.4 万家散乱污企业，

加 快 了 当 地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 如 今 ，长

安镇 7 家 A 股上市企业中有 6 家落户茅

洲河流域；vivo 新工业园、OPPO 增资

扩产项目以及小天才、宇瞳光学等一

批 先 进 制 造 产 业 新 项 目 落 户 ，贡 献

工业产值近 1000 亿元。

城市品质的跃升，给茅洲河沿岸

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伴随

着茅洲河的治理，沿岸社区自发启动

旧村、旧工业园整治提升，新民社区

原来是长安镇发展较为滞后的社区，

如今社区品质明显提升，大产业项目

纷纷落户。“以前来的都是些小型加工

企业，租金比较低。现在高端制造业项

目相继落户，光上市公司就有 3 家，村民每

年分红也从过去的 1 万多元涨到现在 4 万多

元。”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周树发介绍，茅洲

河治理前的 2015 年，该社区总收入仅 5200 多

万元，2021 年达到 1.2 亿元。

珠江名片

珠江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
珠江流域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四

大水系组成。西江、北江、东江汇流形成珠江三角洲，再
经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
门八大口门汇入南海，形成“三江汇流、八口出海”的独
特景观。流域总面积45.37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水资
源总量为3385亿立方米，居全国七大江河第二位。

珠江流域的主流为西江，发源于云南省曲靖
市沾益区境内的马雄山，从上游至下游依

次称为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西
江，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

省（区），在广东省珠海市的磨
刀 门 注 入 南 海 ，全 长 221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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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深圳洋涌河水闸。

图② 百色水利枢纽。

图③ 长洲水利枢纽货运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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