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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因地制宜山东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多措并举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

护 好 一 方 净 水护 好 一 方 净 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金虎王金虎

污水治理一头连着生态，一

头连着民生。为了保护好一方净

水，山东各地打好碧水保卫战，坚守

水生态环境底线，坚持保好水、治污水、

护源水，因地制宜、多措并举，不断推进

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和提升。

百里之外下苦功夫

仲冬时节，漫步天景湖，湖面水光潋

滟，犹如一面巨大的银镜，映照出不远处

官山旖旎的倒影。占地 2 万多亩的天景

湖 ，是 临 沂 市 和 费 县 居 民 的 重 要 水 源

地。54 个自然村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天景

湖边，常住人口超 60 万人，村民的生活污

水一度威胁着天景湖水质安全。

“这两年湖水越来越干净了。”村民

张德山说，湖水的变化也有自己的一份

努力。“以前生活污水都直接排入天景

湖，现在家里有污水收储箱，水箱可容纳

3 立方米污水，环卫车定期上门收集后在

污水处理站集中净化。”

如今，“污水不入湖”已成为临沂市

费县费城街道凤山村湖畔人家的生活

习惯。

在 费 县 许 家 崖 水 库 管 理 中 心 党 组

成员、副主任王志军看来，天景湖治污，

关键不仅在沿岸，更需要在百里之外下

苦功。“我们还在距离天景湖 30 公里的

上游河道修建了生态清淤工程。”王志

军说。

沿着滨湖公路溯源而上，两侧林木

成行，水面上不时可以看到有些枯黄的

芦苇与香蒲。据了解，费县采用生物技

术 净 化 ，通 过 植 物 吸 附 、土 壤 截 留 、微

生物降解、交替氧化还原等措施达到净

化水质的目标。为了构建水生植物修

复系统，费县利用芦苇、香蒲等挺水植

物，藻类等沉水植物，睡莲等浮叶植物

构建不同类型的水生植物群落，形成水

下森林系统，重构和强化由水生植物、

鱼类、底栖动物等构成的水体自净功能

系统。

在天景湖上游的红花峪小流域治理

区，费县因地制宜建成梯田和莲藕池，修

建莲藕净化池 40 亩，种植枣树 3 万株、油

杏 6 万株、金银花 26 万株。

“这些经济作物既起到保持水土、涵

养水分、缓冲地表径流入库的作用，也为

当地群众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促进当

地经济的发展。”费县许家崖水库管理中

心水电办主任王传长说道。

近年来，费县已在 480 平方公里的流

域保护区范围内，建设水源涵养林 24 万

平方米，修复植草 18 万平方米，建设人工

湿地 18.24 万平方米，增设生态清淤工程

25 处，生态拦截堤工程 30.8 千米，生态净

化塘 8 座，为天景湖搭建起一座贯通上下

游、兼顾左右岸的生态屏障。

水生态日趋向好也逐渐改变了周边

村民的生产方式。天景湖北岸的西安田

村党支部书记梁洪周说，之前村子里的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现在在家门口靠着

农家乐和民宿就能赚钱，村子人气更旺

了，大家伙也更爱护周边的环境了。天

景湖周边每年都会举行沿湖马拉松比

赛、骑行赛等活动，为当地注入了新的发

展动力。

目前，天景湖连续三年地表水质均

达到或优于地表水三类标准，达标率为

百分之百。天景湖已成为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的美丽风景。

算经济账更算生态账

傍晚时分，德州乐陵市城区盘河的

一池碧水与斑斓的景观灯带交相辉映，

在冬日里别有一番景致。“现在的盘河水

比以前清多了，我们每天早晚都来这溜

达溜达，心情舒畅。”正在岸边散步的市

民孙洪岭夫妇说。

乐陵城区的黄金地段有“五湖三河”

镶嵌。曾有人算过一笔账，依水的黄金

地段若是卖给开发商“填水造地”可得 30

多亿元收益，而要在沿途彻底打造碧水

常流、环境优美的湿地和公园，至少要投

入 30 多亿元。

“很多人问，这一反一正相当于 60 多

亿元投入‘水里’，值吗？”德州市生态环

境局乐陵分局党组书记、局长石辉说，

“ 会 算‘ 生 态 账 ’，才 是 真 正 会 算‘ 经 济

账’，乐陵市认准水资源是当地最大的生

态资本，涵养住碧水蓝天，打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就能换来金山银山。”

“填水成本低，不少开发商总打填水

的主意。”乐陵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邢恩元说，为护水，乐陵定下一条“硬杠

杠”：凡城建项目，必经水利部门前置审

查。水利部门提前介入，等于为乐陵水

资源上了一道保险。如今，见水不填、依

水筑园、借水发力成为当地坚守的规矩。

沐 浴 着 温 暖 的 阳 光 ，62 岁 的 张 凌

云骑着自行车沿着跃马河河堤路飞驰

而 过 。“ 我 在 河 堤 南 岸 龙 堂 村 住 10 年

了，看着跃马河一天天清爽起来，心里

暖暖的。”

跃马河两岸有 5 万名居民，一度是乐

陵的“龙须沟”。为治理跃马河，从 2017

年开始，乐陵市耗资上亿元，对跃马河实

施河湖连通、活水循环、正本治水“三水

共治”模式，盘活城中水，治理乡村水，让

污水变清水，让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

生态福利。如今，漫步跃马河畔，绿树碧

水相映成趣，跳舞、健身、垂钓的市民随

处可见。

近年来，乐陵市按照“以水兴城、以

水美城”的治水思路，构建“水在城中、城

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宜居环境，高

位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乐陵市先后投资 30 多亿元，构

建“三通六带”现代水网体系，实

施城乡重点区域排涝能力提

升等工程，实施生态水系综

合治理 PPP 项目以及跃马

河湿地公园等

13 个 河 湖 综 合

治理项目，完成新

建、改造农村社区污

水 处 理 设 施 30 处 。 同

时，高标准打造 13 条美丽幸

福河湖，培育出乐陵影视城等

40 多家生态旅游景点。

为保护好河流生态，乐陵市建立“河

长+警长+河管员”的县乡村三级河湖长

制体系，制定市月巡、乡周巡、村日巡、河

长办每月一督查的“三巡一督”河湖长运

行机制，用一张张责任网让越来越多的

河 流 变 成 河 畅 、水 清 、岸 绿 、景 美 的 新

景观。

为让更多居民享受到生态红利，乐

陵市还做足“水+绿”文章，实施全域织绿

行动，依水建设各类公园、游园、湿地 50

个，森林覆盖率达 19.6%，城市绿地率达

39.03%，“水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

中”成为现实，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大幅

提升。

地下治污地上造绿

冬日的柴汶河静静流淌，畅游的鱼

儿，嬉戏的白鹭，处处透露着生态之美。

为了这方美景，几公里外的泰安新泰市

城南污水处理厂正分秒不歇地运转着。

与传统污水处理企业不同，这里见不到

庞大的处理池，地面只有绿化景观和用

于巡检维护的建筑物。

“ 污 水 处 理 的 秘 密 就 藏 在 厂 区 地

下。”中交（新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生产

经理张健介绍，当地投资 5.1 亿元，建成

了泰安首座半掩埋式污水处理厂，主要

用于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污水处理过程

全在地下进行，占地仅为传统模式的二

分之一,有效节约了土地。

在这里，虽然厂区占地面积缩减了

一半，但污水处理能力却没有打折扣。

“我们采用国内先进的 MBR 膜分离技

术，能够高效地去除污水中的氨氮、悬浮

物和总磷等污染物，使出水水质得到显

著改善。”张健说，这项工艺最大的优点

就是抗冲击能力强、脱氮除磷效率高。

据了解，建在地下的与 MBR 膜分离

技术相配套的膜池，面积要比地上的二

沉池小一半，而且地下封闭性强，很好地

解决了设备运转噪声和污水异味问

题。目前，项目一期已经建成并投入

运行，污水经处理后主要污染物出水

指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Ⅳ类水体

标准要求。

地下治污，地上造绿，这种模式

极大降低了污水处理对周边居民生

活的影响，还为新泰市探索土地利用

新路径提供了经验。

新模式的探索，对周边居民影响

最小。中交（新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运营经理时东新表示，城南污水处理

厂日处理能力可达 5 万吨，污水处理后

的再生水可全部用于园林绿化、工业企

业生产用水、农业灌溉和柴汶河湿地公

园景观补水。

类似的治理工程正在新泰市全域

范围内加快推进——谷里镇污水处理

厂在原有的 600 立方米污水处理基础

上，新建一座日处理能力 1200 立方米的

污水处理厂；刘杜镇污水处理厂目前正

在新建 1 座日处理能力 150 立方米的污

水处理设施；翟镇、禹村镇、羊流镇、泉沟

镇和宫里镇 5 座污水处理厂淘汰原生物

转盘处理工艺，新建生化池、二沉池等设

施，实现总磷、总氮等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排放⋯⋯

当地还对两处农村黑臭水体通过彻

底截断外源污染、整治内源和构建流域

生态系统等措施，修复黑臭水体环境，完

成治理面积 4100 平方米，定期对已完成

治理的农村黑臭水体开展“回头看”，确

保治理达到水质指标和村民满意度要

求，保障治理效果，杜绝返黑返臭，实现

长治久清。

“水质的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长

效常治，方能推动治污向提质迈进。未

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水环境治理的专业

能力与综合水平，全力以赴打赢这

场关乎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

的碧水保卫战。”泰安市生态

环境局新泰分局局长高颖

表示。

安徽颍上：

诗 画 相 宜 五 里 河
本报记者 梁 睿

冬日里的安徽阜阳颍上县五里河湿地公园层林

尽染，红枫、石楠、银杏等叶子红似火、黄如金，泛红的

水杉与斑斓的彩叶植物构成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

五里河就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将颍上县城静静环

绕，水城相依，水清岸绿，鸟语花香，不少游人来这里

打卡拍照，每一处美景都和谐相融。

不过，10多年前，这里的景象可不是这样的。“五里

河曾被严重污染，行人到此都要掩鼻而过。经过近些

年的系统治理和生态修复，建成了生态湿地公园，逐渐

成为周边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颍上县慎城镇大武

社区党总支书记、村级河长乔宝一边巡河一边说。

据介绍，五里河是八里河的一条支流，位于安徽

颍上县境内，全段长 14.9 千米，上游起点与黄沟相交，

下游终点位于稻香桥闸，汇入八里河，紧邻颍上县城

西侧。五里河原先地势低洼，沟堤较低，水体污染

严重。

为了彻底改善五里河生态，五里河湿地公园于

2010 年 1 月开始施工，颍上县结合城市防洪项目修筑

五里河左堤，提高城市防洪标准；2013 年实施中小河

流治理项目，疏浚拓宽了主河道、修建了五里河右岸

保护堤防、配套了桥闸工程；2014 年，颍上县又开展疏

浚整治，疏浚拓宽主河道，修建保护堤防，配套桥闸工

程，结合旅游观光进行综合治理。在争取上级资金的

基础上，颍上县级财政加大投入，融资 5.1 亿元对 9.8

公里城区段实施深度治理，使五里河成为集城市防

洪、道路、市政景观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

一边抓建设，一边抓管理。在多年实践中，颍上

县还根据所在阜阳市的工作安排，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建立“河湖长制+检察长+警长”“联合河湖长制”

等制度机制，出台河湖长制综合考核方案，开展河湖

长履职考核评价，推动河湖长制逐步实现从“有名”向

“有实”“有能”“有效”迈进。

生活污水是否依规排放、环保设施是否正常运

行、是否有违规建筑占用河道⋯⋯担任村级河长 7 年

来，慎城镇西城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士友已经习惯每天

花上一个小时，在 1000 米长的河道旁走走看看。

“我们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

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统筹安排、精心谋划，全面

推进五里河治理与管护。县级总河长牵头部署开展

‘清河清湖’、污染防治等专项行动，共排查整治突出

问题 91 个。同时充分利用襟淮带颍的水资源优势，

打好生态牌，做活水文章，通过创建幸福河湖，着力打

造人水亲和、绿水相依、宜居宜游水生态环境。将五

里河建设成人民满意的幸福河。”颍上县水利局局长

鲍峰告诉记者。

2020 年，五里河在安徽阜阳市全市率先成功申创

省级幸福河湖。据介绍，五里河幸福河湖建设段以

“水堤时穿、绿动颍上”为定位，将历史文化、红色文

化、治水文化等相关文化元素融入沿线主题公园，带

来多姿多彩的滨水游赏体验，绘就“人在绿中、绿在水

中、水在林中”的美丽画卷。

在植绿护水过程中，颍上县因地制宜选择桂花、

石楠、乌桕、梅花等 10 多种栽种树种。“每到深秋，鲜

红的柿子挂满枝头，游客市民纷纷打卡留念，也引来

不少鸟儿来啄食，给公园增添了无数生机。”鲍峰说。

此外，当地还深入挖掘管仲治水等县域文化，建

成五里河河长制主题公园。以五里河幸福河湖建设

为载体，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依托渔业、湿地等特色资

源和生态环境，积极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充分发

挥水美经济的生态效益。

经过 10 余年坚持不懈地治理与呵护，五里河这

一昔日颍上县城郊湖洼地，蝶变成当地人民身边的

“幸福河”，不仅成为远近闻名的 4A 级旅游地，今年三

季度又通过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安徽省河长办验

收组组织的淮河流域幸福河湖验收，成为皖北名副其

实的好江南。

用好秸秆需做精细文章

马维维

每年入冬，秸秆综合利用话题都会备受

关注。此前，黑龙江省专门印发《2024 年黑

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提出，

坚持农用优先、产业导向、多措并举，推进秸

秆科学还田、高效离田，培育壮大秸秆产业，

构建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打造秸秆综合利用

典 型 ，推 动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水 平 和 能 力 稳 步

提升。

秸秆综合利用事关大气污染防治、耕地

保护、农业绿色发展等。科学高效综合利用

秸秆，产生更多经济和社会效益，是秸秆管理

和利用的关键。而要做好这道综合题，精细

化必不可缺。

精细化机械作业，做好还田离田。秸秆

综合利用，还田离田是重点。在推行翻埋、

碎混、覆盖等秸秆还田作业模式时，应精细

化推进，因地制宜分作物、分区域开展机械

化作业，摸清地块特征，分类建立农机农艺

配套作业方案。比如旱田可推广秸秆翻埋、

碎混、少耕免耕覆盖还田等技术集成的“龙

江模式”；水田则可推广以秸秆翻埋、旋耕、

原 位 搅 浆 还 田 为 核 心 的“ 北 大 荒 三 江 模

式”。同样以机械化为保障开展的离田收集

作业，也应注重精细化思维开展“打捆—清

运”“粉碎—清运”等离田收集，做好高效收

储运，降低离田成本，最大限度减少对表层

土壤的破坏。

精准补贴有效提高各方积极性。秸秆综

合利用对于培育壮大秸秆产业，构建生态循

环农业具有重要意义。让更多力量投入进

来，参与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应注重各项补贴

的精准有效、靶向实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和

农民积极参与。比如，对重点县可在中央下

达的秸秆综合利用补助资金中单独列支，对

县域范围内秸秆收储运销用等经营主体秸秆

离田利用或作业方面进行支持。精准把握具

体补贴方向、范围和标准，可由更了解一地实

际情况的县级单位自主制定实施方案，再分别报省、市备案。精准补

贴，还应设立“负面清单”，比如，秸秆离田补贴不得用于秸秆固化成型

燃料站建设、农机具购置等。

此外，对成本和长期效益的认识不足，一直是制约秸秆综合利用的

因素之一。应加大精准宣传力度，增强农民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识。

同时在加强秸秆制品的研究中，注重成本控制和附加值的提升，让农民

看到新出路带来的实在好处，从而积极参与秸秆综合利用。还应善于

挖掘市场，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做好秸秆综合利用。一些农村将秸秆利

用与周边产业充分结合，取得不错效果。比如，江西省莲花县南岭乡探

索发展食用菌产业，利用制菌包消化利用秸秆资源。

秸秆产自田、源于农，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分类施策，不能搞简

单化、一刀切的方式推进相关工作。相信只要结合实际，精细、精准

做 好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工 作 ，各 地 定 能 够 探 索 出 更 多 的 新 思 路 和 好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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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乐陵市跃马河湿地山东乐陵市跃马河湿地

公园公园。。

贾贾 鹏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①① 山东费县天景湖景山东费县天景湖景

色美不胜收色美不胜收。。

胡金鑫胡金鑫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骑行爱好者在山东骑行爱好者在山东

乐陵市冀鲁边湿地公园骑行乐陵市冀鲁边湿地公园骑行。。

贾贾 鹏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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