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员紧抓河湖之要
河长领治协同推进治水兴水

直击问题擦亮河湖“绿”的底色全力呵护河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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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住云河洗天青,福山福水物华新。地处祖国东南沿海
的福州市，三山鼎峙，139条内河纵横交错，是典型的山水城
市。

“富有水”的同时怎样“治好水”？站在新年之始回望，
福州市水利人的工作有着别样的精彩：全市 94项重大水利
项目年度投资顺利完成，全市共完成水利投资83.88亿元，创
历史新高，完成率居全省各设区市前列；23项重大水利项目
建成投入使用，“一闸三线”全线通水，闽江调水龙高支线改
扩建工程建成通水；河湖长制工作获得全省正向激励，全市
河湖水质达到“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护河爱水、清洁家
园——河湖水质提升项目”“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获评福州市“2023年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十件实事”；福州内
河治理、防洪排涝等领域案例和经验在第二届联合国人居
大会上分享；选送作品《江心之约》获水利部全国短视频公
益大赛一等奖第一名；福州水系治理管理机制被中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列入《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及生活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长效机制建设工作经验》，进行全国推广；《一
中心管全城，数字化保安全——福州水系联排联调机制创
新实践》在第六届全省机关体制机制创新优秀案例征集评
选活动中荣获十佳案例并摘得金奖；《福州市全域治水条
例》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2023年，福州市水利局全员全力全域治水，持续推行福
州河湖长制，绘就了一幅诠释河湖之要、河湖之治、河湖之美
的生动画卷，河湖面貌焕然一新，让福州市民尽享山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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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
位于闽侯祥谦镇螺洲大桥下的塔礁

洲湿地仿若世外桃源：白鹭漫步，不远处
的乌龙江江面烟波浩渺，巍峨的五虎山
与湿地遥相辉映。

塔礁洲是祥谦镇江中村的一个自然
岛，曾几何时，岛洲饱受涨潮漂浮垃圾的
困扰。为了彻底解决垃圾问题，祥谦镇
引进第三方垃圾清运公司，在涨潮的时
候将浮在水面的垃圾清理干净，让塔礁
洲摆脱了涨潮漂浮垃圾的困扰。同时，
在河湖长制统筹下进行常态化治理：每
条河道都配备专管员，每天巡查河道情
况、及时清理河道垃圾。闽侯法院还在
江中村塔礁洲设立闽江湿地生物多样性
司法保护工作站，用法治力量维护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福州实践】
抓好 3个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

程、2个省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完
成为民办实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5.32 万亩，占年度任务 12.2 万亩的
125.57%；着力实施永泰县梧桐镇大樟
溪、连江县财溪上游段、连江县敖江下游
南江滨段等安全生态水系治理；推动农
业面源污染整治，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 96.77%，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配套率达100%，化肥、农药使用
量减少2%……

治水路上，福州没有满足于已经取
得的成绩，而是坚持问题导向，敢于“亮
剑”，全力守护河湖之美，擦亮百姓生活

“绿”的底色。
“一闸三线”工程全线通水后，福清

东张水库成为向平潭输水的调节库，输
送更多清流到长乐，造福更多百姓。这
个 1958 年“诞生”的老水库承担了新使
命，需要加强水生态环境治理。

2023年，福清市成立东张水库水质
提升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指挥
部，为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结合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专家的意见，最终确定了治
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新模式：启动东张水
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土地流转，按
照生态优先的原则进行开发利用，形成
生态缓冲带，减少污水入库。同时在试
验田布设 10个监测点进行土壤监测，在
种植前记录土壤的氮磷含量等重要指
标，并在第一轮栽种结束后、下一年秋冬
季种植结束后等重要节点，重新收集数
据，分析生态种植模式对土壤的改善情
况，为水库周围流转农田大面积推广积
累经验。

如今，把农业污染源头变成水库生
态屏障的探索，已经初见成效。2023年3
月至 11月，东张水库藻密度比 2022年同
期下降了58.3%，总磷、氨氮、高锰酸盐指
数等指标均大幅下降，且全部达Ⅲ类标
准，其中7月的水质各项指标全部优于Ⅱ

类标准。

【百姓心声】
“一天下来能赚 180元，是一笔可观

的额外收入！”今年，福清镜洋镇墩头村
村民吴玉妹有了“新工作”，在村子里的

“试验田”种红薯。
试验田种上农作物，村民就能通过

长期或农忙期间短聘等方式参与水源地
保护。种植全过程禁肥禁药让东张水库
的水生态改善立竿见影。“收成虽然减少
了一些，但为发展高附加值生态农业奠
定了良好基础。”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长
翁箭峰告诉记者，希望通过先行先试，带
动更多村庄、村民加入，让人人都成为库
区环境的守护人。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2024年，福州
市水利局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坚持用好水利投融资政策，持续扩大水
利有效投资；持续推进全域治水七大行
动，推进闽江干流防洪提升、‘高水高
排’、鳌峰水闸重建等一批防洪减灾项目
建设；持续构建水资源配置网络，加快

‘一库三线’工程前期，争取获得中央立
项。同时抓好农村饮水安全、安全生态
水系、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水利民生项
目，办好民生水利实事，为福州加快建设
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
福州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

【新闻回顾】
站在谋全局的高度，2023 年 1 月 9

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全域
治水建设更加美好海滨山水城市的实施
意见》，坚持新时期治水方略，围绕构建
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文化、水经
济、水管理、水保护七大体系，扎实推进
全域治水，努力把福州这座海滨城市、山
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好地造福人
民群众。

【福州实践】
“在全域治水过程中要把握‘全力’、

落实‘全员’。”福州市市长吴贤德的话掷
地有声。强基宁水、集约用水、控源清
水、以文活水、产业兴水、数字管水、护河
爱水，福州全域统筹、重点实施“七大行
动”，全员、全力、全域推进河湖之治。

强基宁水治水患、兴水利。过去，福
州人最怕水火无情。为了做好“水安全”
课题，闽江防洪堤建设不断推进，防洪能
力提高至 100 年~200 年一遇，基本消除
江洪灾害。持续加强梅溪、起步溪等中
小河流防洪治理，提升流域防洪能力。
近年来，福州推进智慧水利数字孪生建
设、加强水工程综合调度机制，持续提升

中心城区、滨海新城、大学城（科学城）排
涝能力，构建了洪涝兼治、系统完备的水
安全体系，为百姓生命安全筑起了牢牢
的“防护墙”。

坚持集约用水。让了让百姓“喝好
水”，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水动力”，
福州市全力构建现代化水资源配置网
络，2023年，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
配置工程（一闸三线）于7月14日全线通
水，霍口大型水库主体工程已建成，昌西
中型水库等骨干蓄引调水工程正持续推
进，构成了我市“两江一溪三库七线多节
点”的骨干水网，实现全市主要城区多水
源保障。

通过控源清水、数字管水、护河爱水
治理好的水系为福州以文活水、产业兴
水奠定了良好的“水”基础。依托水清岸
绿的闽江，福州打造的“闽江之心”已经
深深地融入到了福州百姓和游客的心
中。在青年广场上享受江风，欣赏一场
文化活动；登上江心公园邂逅江上日落；
到烟台山商业街区漫步，体会古老与现
代的完美交融……基于河湖治理的成
果，市民和游客有了更多享受城市美景
的方式，目前福州内河已开通白马河、东
西河、流花溪等 11条航线，建设“百里水

上福道”。

【百姓心声】
走进市水利局综合调度指挥大厅，

在一块几乎占满一面墙的智慧屏幕上，
虚拟仿真显示着溪源溪的流向。打开溪
源溪数字孪生流域的预报板块，手动输
入溪源水库近 3天的预报雨情，须臾之
间，水库的水量预报、上下游各处水位、
调度作业预案、淹没地区的逃生路线
……全部自动算出，一一呈现在大屏幕
上。

这套系统是溪源溪小流域（溪源
水库）数字孪生试点项目，虽然还在试用
期，已在去年 9月防御“海葵”台风中“初
显身手”。“减少台风和暴雨带来的洪涝
灾害损失，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数
字孪生项目的最大意义。”市水利局副局
长陈异说，市水利局通过组建 1个中心
（水工程调度指挥中心）、修订1套规章制
度、组建 1 个应急体系（12 个应急工作
组），在去年防台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
联合调度运用大中型水库等流域防洪工
程体系，有效防御江河洪水。去年，全市
420座水库、288座水闸、165条堤防安全
平稳度汛。

【新闻回顾】
2023年11月14“河长日”这一天，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

书记、市总河长林宝金来到龙湘水库，实地察看大樟溪水质，了
解“一库三线”工程前期工作情况，仔细询问移民安置情况。

“河长日”是福州市以上带下促进各级河长积极履职的
重要机制创新。为了将治理好的河湖进行长效呵护，福州
市委、市政府将每年的3月14日定为“河长日”，同时自加压
力，在水质全面提升目标任务完成之前，将每月 14 日作为

“河长日”，各级河长集中巡河护河，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福州实践】
时光回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在

福州落笔。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编制
《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提出“全党动员、全民
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治水方略。从这时开始，固本培
元、流域综治的理念就在福州治水的道路上扎下了根。

蓝图指引，久久为功。30多年来，在“3820”战略工程思
想精髓指引下，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河
湖长制为重要抓手开展流域综合治理，建设了宜居宜业的
有福之州。

“河湖治理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事关这座城市所有人的
生活，是需要‘全员’发力的事业。”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说，
水质提升是一项大工程，需多方长效配合方显成效。为此，
福州河湖治理坚持高位推动，由县（市）区党委或政府主要
领导担任第一河长，建立市、县、乡、村四级责任体系。设立
人大、政协副河长 232名，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
的优势、政协委员建言资政的监督作用。在晋安区象园街
道设立全省首个省、市、区三级政协基层联系点，让政协委
员们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对河湖整治的想法和建议，打
通了河道整治的“最后一公里”。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为了呵护治理好河湖，福州持续
落实水系提升“6+X”日常监督联席会议、强化公检法司法联
动、开展河湖水系一线考核……2023年12月27日，《福州市
全域治水条例》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将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颁布实施。《条例》将我
市“河长制和湖长制”有关内容写入法规，还规定设立“林则
徐治水奖”，对在全域治水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
以表彰和奖励。针对我市台风灾害频发的实际情况，《条
例》制定了针对性条款，规定地铁、隧道、地下商场、地下停
车场等地下公共空间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供水、排水、电
力、通信等各类管线以及排涝设施巡查维护制度。水文化
是全域治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就保护传承治水文化
遗产、加强水文化阵地建设等内容作出规定。因此，《条例》
还设置水文化建设专章。

《条例》的出台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将全域治水各项内容
加以明确，为治水提供了具有福州特色的法治支撑。

【百姓心声】
“如果让我来评价福州内河的变化，工作量就是最好的

见证。”曾从事20多年从光明港到晋安河河道保洁工作的罗
祥英感慨地说。她依稀记得，1998年从老家湖北来福州，第
一份工作就是河道保洁。“过去河道垃圾多、种类多，每天装
个数千斤是常有的事情。这几年，随着内河环境变好，一天
下来打捞量也不过半筐落叶”。

全域推进河湖之治
“统领”实施全域治水七大行动

▲建成投用的东南汽车城自来水厂。

▶生机盎然的流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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