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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经济优势——

幸 福 宜 水 长 流 淌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一场春雨过后，江西省宜黄县的

宜水百花洲公园变得越发葱茏。在公

园锻炼的市民胥志强说：“百花洲现在成了

附近居民的好去处，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

美景和快乐。”

百花洲这个好去处，是宜水幸福河湖建

设项目的一部分。2022 年 4 月，水利部在全

国选择了 7 个水域自然禀赋较好的河流或城

市湖泊作为首批试点，开展幸福河湖建设，

探索不同区域幸福河湖建设的思路和标准，

宜水成为江西省唯一入选的幸福河湖建设

项目。经过紧张建设，宜水实现了“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流域环境建设目标。去年

11 月，宜水幸福河湖建设试点项目正式通过

水利部组织的复核评估。验收组认为，宜水

幸 福 河 湖 建 设 形 成 了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经

验。宜水也成为江西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

样板。

合力共建

在宜水河棠阴镇大岚村段，护河员涂大

爷站在一艘小船的船头，伸出长杆，精准地用

网兜将河面的漂浮物打捞上来。这是他的日

常工作，类似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上百次。

而像涂大爷这样的乡村一级护河员，在整个

宜水流域内还有上百名。

“ 幸 福 河 湖 建 设 没 有 现 成 的 模 板 可 借

鉴，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最初也是摸着

石头过河。”宜黄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水利局

二级调研员黄子健全程参与了宜水幸福河

湖的建设，经过摸索，他们跳出了以往单纯

依靠工程治理的模式，转而采取县乡（镇）村

三级联动治理方式。全县 15 个政府职能部

门紧密配合，协同推进全流域截污纳管、全

区 域 河 道 禁 采 、全 河 道 洁 水 养 殖 等 专 项 整

治，形成合力共建机制，通过系统治理打造

幸福河湖。

作为鄱阳湖水系抚河的一级支流，宜水

发源于宜黄县神岗乡，由南向北经圳口乡、

棠阴镇、凤冈镇流至县城，在右岸汇入抚河，

流域面积 415 平方公里，主河道全长 68.4 公

里 。 黄 子 健 介 绍 ，治 理 宜 水 顺 畅 的 地 方 在

于，这条河全部位于宜黄县辖内，上中下游

相对容易沟通协调形成合力，但难点在于，

不同河段面临的治理要求不一样，并且流域

内还有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棠阴古镇、华南虎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等 ，这 都 给 项 目 建 设 带 来

考验。

列入试点后，宜黄县明确了河道综合整

治、河湖空间带修复、生态廊道建设、建设数

字孪生流域、水文化挖掘与保护、提升流域生

态产品价值 6 项任务。

“围绕这些任务，我们根据流域特点，因

地制宜制定了不同的治理方案。”黄子健举

例说，流域内神岗乡处于宜水河上游，河床

坡 降 达 到 5% ，两 岸 河 床 摆 动 剧 烈 ，崩 塌 严

重，给两岸村庄和农业生产带来隐患，整治

时以稳固河岸为主；流域内圳口乡、棠阴镇

地处宜水河中游，河段蜿蜒曲折、河岸植物

丰富，滩地淤积严重，整治时则以清淤疏浚

畅通河道为主；而对于地处宜水河下游的凤

冈 镇 ，因 为 与 县 城 接 壤 ，产 业 集 聚 、人 员 密

集，整治时主要对原有防洪堤进行生态化改

造，达到既防洪又美观的效果，打造出“一河

两岸”的生态美景。

固堤绿岸

在水利局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来到

百花洲堤。放眼望去，但见树木叠翠，碧波荡

漾。这座大堤全长 4.53 公里，经过护坡、护

岸、加固整治，达到了 4 级堤防标准，可抵御

20 年一遇的洪水。

百花洲堤是宜水幸福河湖建设取得的

成果之一。“治水管水是幸福河湖建设的基

础，确保防洪安全是首要目标。”宜黄县水利

局负责人陈美玉说，在建设宜水幸福河湖过

程中，他们坚持“以原生态河道为主，人工景

观措施为辅”的原则，尽量减少人为破坏，维

持河流原有形态，顺河势修整边滩、槽沟和

深潭，在提升防洪能力的同时，维持河道原

生态。

陈美玉向记者展示手里

的“小账本”，开展幸福河湖

建设以来，宜水河共新建

生 态 护 坡 8.6 公 里 、生 态

护 岸 17.2 公 里 ，清 淤 疏

浚 15 个节点，同时对流

域内涉及的 1座中型水

库、2 座小（二）型水库

和 5 座山塘全面进行了

除险加固；在沿河实施集

镇、农村生活污水集中治

理，新建了神岗、圳口、棠

阴 3 个乡镇集中污水处理厂

和 8 个村组污水集中收集处理

设施；沿线 5 万亩农田全部开展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严格规范流域内畜

禽养殖，保护宜水水质，修复河湖空间带

和生态廊道。同时，将河道治理融入城市及

乡镇公共空间，建成 10.6 公里的多功能滨水

绿道以及 6 座特色堰坝，大幅提升了幸福河湖

项目亲水便民功能。

目前，经过改建加固的宜水堤防工程和

交通桥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洪体系，宜水

河水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及以上标准，实现

了堤固岸绿的目标。当地还创新智慧化治水

模式，实施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构建覆盖全流

域的天空地一体化水利感知网，搭建数字孪

生智慧平台；创新探索“物业管、单位管、统筹

管、智慧管”的管护模式和宜水“以河养河”长

效管护新机制，打造百花洲河长制公园等一

批河长制公园。

聚焦产业

实现“美丽宜水”向“幸福宜水”的升级，

只有环境整治还远远不够。黄子健认

为，更关键的是要发挥出

幸福河湖建设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应有的带动作用，通过

建设水利设施，带动生态农业发展，促进休闲

农业、民宿、生态旅游等产业可持续发展。

2022 年，作为宜水幸福河湖建设的配套

招商项目，投资 1.5 亿元的棠阴小河弯弯田园

综合体进驻小河村，由该县城投公司与种植

大户合作建设 1700 亩设施蔬菜基地，一体化

推进农文旅、工商贸、景田村融合发展。小河

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平介绍，基地目前以种植

辣椒为主，年亩产辣椒超 3000 公斤，带动了村

里 300 余人就业，去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80

余万元。

随着幸福河湖建设的推进，过去的驳岸

垦种变成了如今的两岸绿树成荫，持续向好

的生态环境正给当地带来明显的产业聚集效

应。在宜水河沿岸，蜜橘产业蓬勃发展，全县

蜜橘年产量达 800 万公斤；投资 9600 万元建

立的种子产业园，制种面积达 2.7 万亩，带动

附近 700 余名村民增收。

当地还深挖水文化资源，沿线打造了棠

阴 古 镇 、中 华 山 生 态 园 等 一 批 各 具 特 点 的

示范村镇，建设了神岗红色文化展示馆、圳

口 河 长 制 及 党 建 文 化 展 示 馆 ，推 广 徐 霞 客

游 线 、养 生 度 假 游 等 一 批 精 品 旅 游 路 线 。

寻 梦 神 岗 、最 美 圳 口 、凤 冈 湿 地 ，一 个 个 网

红 打 卡 点 ，串 联 起 一 条 长 长 的 绿 色 沿 河 生

态 廊 道 。 据 统 计 ，2023 年 宜 水 沿 线 区 域 共

接 待 游 客 12.6 万 人 次 ，有 效 带 动 了 当 地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显 著

增强。

“幸福河湖建设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要把

良好的水生态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优势。”黄

子健说，未来将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做好宜水河

流域的管护，由第三方实行物业化、标准化

和规范化管理，确保幸福河湖建成的

所有项目有人管、有钱管和管得好，

实现幸福宜水常流淌、长流淌。

用好环境分区管控政策

万

政

日 前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正式印发。这意味着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这项重要的制度

安排，完成了从地方实践到

中央制度的跃升，也标志着

生 态 环 境 分 区 管 控 迈 向 新

阶段。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

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

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生态环

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

性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的

自然条件不同、资源禀赋不

同、环境承载力不同、产业基

础也不同。一个地方可以发

展什么产业、什么样的项目

可以上马、上马后如何选址、

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怎样的影

响，这些都是地方和企业共

同关心的问题。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

了重要依据。此次顶层设计

的出炉，为在全国范围内进

一步疏通绿色发展“毛细血

管”，实施差异化精准管控提

供了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

畅通“毛细血管”，要进

一步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和

有序转移。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7 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快

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发挥地区特色

和优势，综合平衡生产力、能

源、资源、市场需求等要素，

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有序

承接产业转移。各地要在分区管控“摸清底数”的基础

上，找准自身定位、明确承担功能、确定合理目标、完成既

定任务。在经济发达地区，要瞄准空间布局优化、产业转

型升级、资源利用效率等结构性、长期性问题，精准辨析

各类管控单元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细化国土开

发和产业准入管控清单，不断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方式。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要坚持落

实分区管控要求，在符合环保、能耗、安全生产等要求的

前提下，有序稳妥承接高载能行业转移，坚决遏制“两高

一低”项目盲目上马。

畅通“毛细血管”，还要进一步提升不同生态环境管

控单元的活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相辅相成

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从来不是禁止人类活动，而是把

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

受的限度内，同步提升发展“含绿量”和生态“含金量”。

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各地要以此次

《意见》出台为契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因地制宜推

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进程，建立健全碳汇交易、水

权交易，培育更多更丰富的生态产品走向市场，不断为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拓宽渠道。

当前，我国已经迈向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

期，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

策。我们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更加科学的治理

方式，完善绿色发展路径，更好更快地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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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弃物有了新用途
本报记者 王金虎

3月末，虽有“倒春寒”，但在山东聊城市茌

平区乐平铺镇小刘村 100 多亩的连体玻璃大

棚里，“暖”意十足：一条条银色槽子列成“纵

队”悬在“半空”，一颗颗红色草莓状如“珠帘”

顺垂而下，与白花、绿藤、红果组成壮观的“草

莓天瀑”⋯⋯身旁温度计赫然显示着 26℃！

“太阳几天没露脸，为啥棚温还这么高？”

记者不解。

“棚里有‘神器’，能让草莓保持最舒服的

温度！”小刘村党支部书记张玉兵回应。

啥“神器”？四下瞅瞅，不见浓烟滚滚的

锅炉房，不见“滋滋”冒热气的电暖炉，却见大

棚东北角有个“集结”各种管道、阀门、仪器的

“换热站”，走近了瞧，进出两端的水温表温度

各异，一个 60℃，另一个 45℃。

张玉兵告诉记者：“换热站用的是工业余

热。通过4.18公里管道连接聊城信源集团的热

电厂，引来60℃左右冷却水，再用散热器将热量

输送至大棚，而后回流，一进一出，维持 15℃左

右温差，这意味着每小时能输送180GJ热量。”

“小刘村和信源集团直线距离 3 公里，过

去却是‘冤家’。”信源集团热电厂厂长张建信

介绍，一方面，信源常年保有 1000 多吨 60℃左

右冷却水，“热”得难受；另一方面，小刘村又为

冬天怎么供暖、设施农业怎么保温，“冷”得

发愁。

2022 年，茌平区启动“全域碳中和协调治

理先行区”试点，围绕“余热利用”延伸管网，

先后铺设 10 多公里的管道，将包括小刘村在

内的 13 个村 300 万平方米的住房以及 1000 余

亩的小刘现代农业产业园纳入余热供暖范

围，小刘村和信源终成“亲家”。

“余热供暖，企业最看中‘减碳账’。”张建

信掰着指头算了笔细账：“180GJ 热量，得烧

6.2 吨煤，一天节煤 148.8 吨，3 个月取暖季就

是 1.3 万吨，累计减排 2.6 万多吨二氧化碳，拿

到碳市场能换大钱哩！”

张玉兵介绍，在小刘现代农业产业园的

草莓、樱桃种植及鲈鱼养殖中，工业中废弃的

二氧化碳、余热、废弃的粉煤灰等，都变成了

农业的养料或原料。

“热电厂锅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收集起

来以后，通过管道输送到樱桃大棚，棚里二氧

化碳浓度提高了，光合作用效果得到改善，樱

桃的产量和品质都有所提升。”在樱桃棚，张

玉兵指着身边一根根管道正源源不断输送着

看不见、摸不着的“肥料”说。“这是单纯做农

业无法比拟的，我们的樱桃品质好价格高，竞

争力更强。”

除此之外，工业循环水用于高标准鲈鱼

养殖，鲈鱼的内脏加工之后做成樱桃和草莓

的肥料；工业废渣制成的砌块则用在高标准

大棚建设，与普通大棚相比，保温效能提升

60%，抗灾强度提升 10 倍，不仅使用寿命延长

至 50 年，还把大棚土地利用率提高到 94%。

“现在我们草莓的亩产量可以达到 2 万

斤、上市时间比以前提前 1 个多月，春节最贵

时能卖到 100 多元 1 斤。”张玉兵说。

山东聊城市茌平区乐平铺镇小刘村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内，工人们正在

进行草莓采摘、分级、包装。 马红坤摄（中经视觉）

江西省宜黄县幸福河湖建设

绘就美丽山城。

尹文兵摄（中经视觉）

江西省宜黄县宜水棠阴镇段，流域

内芳草萋萋，碧波荡漾，优美的山水画卷

逶迤铺开。 潘 荣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