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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 8 点半，泉州南安英溪的
河道专管员洪新德都要开始一天的巡
逻。老洪是南安“河长”队伍中的一
员，近年来，南安实行三级“河长制”，
配备 300 多名河长、河段长。在他们的
日夜守护下，南安全境河流沿岸环境
焕然一新。

“呵护小流域，关键在人。”福建省
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2月，省委、
省政府率先在全国出台《福建省全面
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全省 24629 公
里 河 流 上 ，设 立 省 市 县 乡 四 级 河 长
4973 名、河道专管员 8578 名。在河长
的统一协调下，各个部门都是“主角”，
每一河段管护责任到人，真正形成了
合力。在他看来，巩固和提升小流域
整治成效，关键要建立健全“有专人负
责、有监测设施、有考核办法、有长效
机制”的“四有机制”，构建起责任明
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
河流管护机制。

为构建覆盖全省、布局合理、上下
协同的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省环保
厅专门制定小流域水质监测网络拓展

方案、监测点位设置方案及监测管理
规定。据了解，全省设置小流域考核
监测断面 587 个，定期开展水质监测，
为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实施最严格的水质考核，将小流
域水质情况逐步纳入地表水质双月考
核办法，定期公开水质考核排名，同时
将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书考核及省级环保督察的
重点内容。“对流域整治不力、未完成
阶段整治目标任务的地方，采取媒体
曝光、通报预警、约谈及限批等措施；
对水质持续恶化、不升反降的，将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问责。”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流域水质论英雄，将倒逼各地加
大治理力度。

福建省健全小流域突发环境风险
应对机制，定期公布小流域水质信息，
并及时向公众公布整治效果及重点工
程进展情况。

铁腕治污，用执法严值守护清水
颜值。去年，福建省环保厅联合省公
安厅开展严查小流域环境违法问题的

“清水蓝天”专项执法行动。全省共出

动环保执法人员 9193 人次，全面排查
水质达不到Ⅲ类标准的小流域周边污
染源，检查企业 2112 家，发现存在环境
违法问题及污染隐患的企业 828 家，移
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61 起、移送
行政拘留案件 141 起、实施查封扣押案
件 329 起、按日计罚案件 9 起、限产停
产案件 51起。

为把小流域整治落到实处，各地
强化项目带动，大力实施投资工程包，
把点多、面广，较为分散的治理项目通
过区域性捆绑打包，鼓励有实力的企
业参与治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
撬动作用，采用 PPP 模式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进来。“建立进度台账和滞后项
目清单，做到挂账一个、报结一个、销
号一个，一个也不能少。”相关负责人
介绍。

在探索和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
不断创新，涌现出治理样本。厦门市
推进海沧区过芸溪小流域综合治理，
促进流域治理、生态农业、景观改造和
人居环境改善相结合，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共赢。漳州市建

立流域保洁队伍，常年打捞清理保洁
工作，有力保障了小流域河畅水清。
泉州市创新性开展小流域“赛水质”活
动，41 条小流域水质得到有效改善。
三明市实施“以赛促治”，开展“最美
河流”、“最差河流”评比，并配套奖罚
措施，推动小流域整治。龙岩市以汀
江-韩江流域跨省流域生态补偿为契
机，加强汀江流域水环境治理，重拳整
治象洞溪流域生猪养殖污染，汀江水
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升。莆田市通过
生态治水，打造多样性水流生态及水
岸景观，将小流域与美丽乡村紧紧联
在一起。

“村前小溪小河越来越干净，看得
见清水，瞅得见鱼儿，回归了乡韵。”老
百姓由衷感慨。

“小流域治理是个系统工程，涉及
方方面面的工作，要让水动起来、让水
清起来，实现清清小溪水绕村入江流
的愿景，并非一蹴而就，而要持续攻
坚。”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建将
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让百姓真
正看得见清水，记得住乡愁。

晴天一身灰，雨天满地泥；雨水夹
杂矿物质漫过河道，冲到水田，耕种无
收。家住三明市大田县前坪乡川石矿
区的林生钟回忆过去，感慨颇深。如今
大田境内均溪河、文江河等流域水质达
标率均为 100%。

矿产资源大县三明大田，开矿历史
久远，特别是近 20 多年来，机械化无序
开采，水土流失严重，河流遭受污染。
如何找到治理突破口？

2009 年，大田县在全省率先推行
河长制，如今全县 200 个河段，不分大
小，均有“河长”，实现了县、乡、村三级

“河长”全覆盖。全县共有 168 名河长，
对小流域实行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
段考核、分段问责。大田通过“河长制”
编织起护河大网，治水半径不断拓展，
治水效果不断提升。

“通过一图一表一策一考评，确保
了全县河流不仅有人管，还管到位。”大
田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图，即县、
乡均建立“河道管理分布图”，各河段河
长、上下游、干支流等信息在图上一目
了然；一表，即河长花名表，各河段的河
长、联系电话等信息向全社会公开；一
策，即每个河长要负责辖区内河道管理

工作，对辖区内污染源做到心知肚明，
将重点河道信息全面登记造册，建立重
点污染源监管台账，为所辖河道设计一
个“独家”治理方案，做到“一河一策”；
一考评，即明确“河长”职责，结年底评
出全县“十佳河长”、“十差河长”和最佳
河段、最差河段，并对“十佳河长”予以
表彰通报，对“十差河长”在评先评优中
予以“一票否决”。

从 2014 年起，大田县再次延伸“河
长制”，组建“河长易信群”。全县所有
河长及国土、环保、安监等水保委成员
单位负责人、县生态综合执法局全体执
法人员，共 283 人实名加入“河长易信
群”。借助新平台实施“易信晒河”，每
位河长、执法巡查人员每天将河道现状
图片、问题说明等信息发到“易信群”，
县总河长、河长办直接在群里作出处理
指示，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大田县下一步将创新管护机制，全
面推行“一河三长”（即“河段长”“督察
长”和“农民河长”）管护模式，各驻村领
导为河段长，督察长由乡纪委书记担
任，聘请各村有责任心的老党员担任农
民河长，以此来打通河道管理的“最后
一公里”。

莆田 打好“生态治水”牌
莒溪、绶溪、企溪……通过生态治

水，打造亲水公园，这些小溪犹如撒落
莆田大地的珍珠，将美丽乡村与诗意城
市串在了一起。

“过去，每逢台风暴雨或水库泄洪，
成片的荔枝林就被冲，农田就被淹。暴
雨过后，污水横流，垃圾成堆。”住在绶
溪附近的杨大爷感慨地说：“谁会想到，
现在这里变成了最有人气的公园了。”

从脏乱内河变成水上公园，绶溪的
整治是莆田生态治水的一个剪影。随
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建设进程的
加快，莆田市不少水系、尤其是小流域
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莆田打出“生态治水”牌。

莆田从污染最为突出的问题下手，
治理环环相扣，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治
理一个都不少。将河道治理与截污治
污相结合，确保河道周边企业“排污有
管道、污水不入河”。为根治畜禽养殖
污 染 顽 疾 ，莆 田 市 明 确 路 线 图 、时 间
表。2009 年，启动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2015 年底，莆田率先在全省完成畜禽

养殖整治任务。在工业污染治理上，构
建“控源”防线，全面控制流域周边新增
污染源，构建“整治”防线，扎实推进工
业污染防治。

莆田湄洲湾北岸开发区东吴临港
产 业 园 区 规 划 的 定 位 是 浆 纸 纤 维 产
业。近年来，先后有 4 个浆纸类项目规
划布局在园区，合计总投资 574 亿元。
但是，巨额投资的背后是对生态环境的
巨大压力。据测算，这 4 个项目投产
后，每天约需 40 万吨淡水，排放污水约
35 万吨，势必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
响。为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莆田毅然放
弃浆纸项目，引进了食品加工项目。

“不仅要治好岸上的污染源，还要
构建良好的生态系统，让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莆田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莆田以水为设计元素，打造多样性的水
流生态及丰富水岸景观空间，实现从硬
化护岸向生态护岸转变，从裁弯取直向
保持自然流态转变，从单一行洪向综合
利用转变，打造滨水慢行绿道，让百姓
回归亲水“慢”生活。

厦门 还美丽乡村一个“乡愁”

水清、岸绿、鸟语、花香，厦门海沧
东孚过芸溪上游，潺潺溪流如同一条碧
绿的纽带，缠绕着人气渐旺的东孚商业
街。昔日的“天竺山臭水沟”，如今俨然
成了游人眼中的景观河。

东孚镇号称“中国玛瑙之都”，257
家玛瑙加工厂聚集于此，形成中国最大
的玛瑙加工贸易基地，也成为过芸溪最
大的污染源。

厦 门 市 全 力 推 动 小 流 域 综 合 治
理。2016 年以来，海沧区委、区政府召
开 30余次推进会，对小流域综合治理工
作进行研究部署。沿岸的过坂、洪塘等
6个村居全面完成村庄污水处理及管网
建设，安置房、商品房小区建成一批污
水处理系统，周边企业实施关停搬迁。

海沧区发挥“多规合一”平台作用，
对农业、林业、水利、环保、国土、建设、
市政等各系统规划要求及问题进行梳
理，推进山、水、林、田、路、村庄统一规

划，形成统一的空间规划，以“一张蓝
图”进行综合治理。

以污染源为“点”，河流为“线”，带
动整个流域“面”的改善，过芸溪综合治
理成为厦门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典范。

苏醒的过芸溪唤起了乡愁，外出青
年纷纷回村创业，发展休闲农业。从阿
里巴巴辞职回村创业的陈及滨，利用

“互联网+”经营民宿，已实现月均 2.5
万元收入；蔡陆顺回乡开办“杨厝 66 号
农舍”农家乐，日均营业额在 5000 元以
上，节假日高达 1 万~2 万元；高国雄放
弃在厦门曾厝垵经营旅馆，回乡办民
宿，并自发指导同乡兄弟苏永博建起

“舒适云曦”民宿。许多台湾同胞的眼
光也被吸引，以薰衣草主题公园为主的
香草园，就有台湾香草大师简伯谚等
15 名台胞常驻在这里，并带动注册薰
衣草相关企业 4 家。“百姓富”与“生态
美”在这里实现完美融合。

三明大田 打通护河最后一公里

福建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

根治小流域 源头清水流

福建省主要河流水质多年保持为优，但犹如毛细血管一样的小流域却可
能成为影响干流水质的重要因素。为了让乡间小溪重现清澈流水，告别“牛
奶”溪、垃圾河，2016 年 7 月，《福建省小流域及农村水环境整治计划
（2016-2020年）》下发，旨在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大变化，一场针对
小流域整治的治水战役在全省各地悄然打响。

时近一年，小流域整治的探索与实践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又带来
了哪些宝贵经验？本版推出《根治小流域 源头清水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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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治理样本

健全“四有机制”，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

念好“六字经”，从污染治理延伸至绿色发展

魏然

小流域在变。
夏 至 ，天 气 渐 热 ，凭 着 老 经 验 ，

福 建 省 南 平 市 延 平 区 王 台 镇 的 村 民
总 会 对 王 台 溪 的 黑 臭 感 到 揪 心 。 然
而村民担心的这种情况，今年并没有
发生。

老百姓发觉变化远不止于此，垃圾
少了，空气清新了，亲水公园多了……
八闽大地，越来越多的污染河段变得
清澈见底，越来越多的淤积河段回归
流水泱泱，越来越多人为亲水宜居的
生 态 环 境 点 赞 叫 好 。 这 些 不 断 释 放
的生态红利，得益于小流域及农村水
环境的综合整治。

2016 年 7 月，《福建省小流域及农
村水环境整 治 计 划（2016-2020 年）》
下发，不仅明确了整治路径、目标和
时间节点，还逐年确定分流域、分区
域 、分 行 业 的 重 点 任 务 和 年 度 目
标。随后，小流域监测、以奖促治等
相 关 配 套 文 件 酝 酿 出 台 。 今 年 ，省
委、省政府又把小流域整治列入为民

办实事项目，力争年度有效投资超过
20 亿元。

顶 层 设 计 ，高 位 推 动 。 不 到 一
年，小流域发生了一系列蜕变：今年 1
月~5 月，25 条小流域水质得到提升，
12 条消灭劣Ⅴ类水体。从沿海到山
区，各地以“河长制”为抓手，涌现出
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小河净才有大河清。小流域就
像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堵了、脏了，整
个流域大血管清洁通畅就难以实现。”
省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去年对小
流域水质全面摸底的结果显示，全省
小流域考核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75.6%，劣Ⅴ类水质比例为 10.2%。

福建对小流域及农村水环境开展
综合整治，是将水系治理向纵深、向源
头、向治本全面推进；也是追根觅源，
以问题为导向的精细化施治。

截污治污，福建深入推进重污染
高耗水行业整治提升，开展小流域周
边小型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
炼硫、炼砷、炼油、电镀、农药等“十小”
企业专项排查核查，共取缔关闭 244 家
不符合产业政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

小散杂企业。同时，加强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

因河施策，对症下药。各地对照
省里要求自查本地区小流域治理存在
的短板，逐项制定整治方案，确保一项
一项落实到位、一条一条推动水质达
标。

“治理的不仅仅是水，而是以水为
抓手，统筹生态、生产、生活，对山、水、
林 、田 、路 、村 庄 进 行 系 统 性 综 合 治
理。”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地念好“拆、截、清、治、引、构”
六字经。拆、转、引并举，截污治污并
重；不仅给小溪小河洗洗澡，还注重
生态治水，构建生态系统。

位于闽江上游的南平市延平区，
因畜禽养殖污染严重，境内 30 条小流

域，曾有 20条为劣Ⅴ类水质。
今年 2 月初，南平市成立由市长

任 组 长 的 延 平 区 畜 禽 养 殖 污 染 治 理
领导小组，196 名干部冲向治污一线，
打 响 了 畜 禽 养 殖 污 染 治 理 攻 坚 战 。
截至 4 月 25 日，南平市共拆除生猪养
殖 场 11396 家 ，拆 除 面 积 730.12 万 平
方 米 ，削 减 生 猪 364.11 万 头 ；完 成 养
殖场升级改造 800 家。经过整治，16
条小流域摘掉劣Ⅴ类“黑臭水体”的
帽子。

“整治前，在延 平 区 要 想 找 到 干
净 一 点 的 小 流 域 ，难 ！ 有 些 小 流 域
水 是 黑 糊 状 的 ，流 都 流 不 动 。 现 在
想 看 到 黑 臭 的 小 流 域 ，不 容 易 ！”前
来 南 平 调 研 的 专 家 中 肯 地 表 示 ，南
平小流域改观真大，创下全省畜禽污

染集中整治时间最短、力度最大、成效
最显著的战绩。

值得一提的是，“拆”之后，南平随
之在“引”上下功夫，积极引导生猪退
养户尽快实现转产转业。延平区南山
镇后溪村在畜禽污染整治中，拆除了
全 村 所 有 的 养 殖 场 。 为 帮 助 养 殖 户
转产，村支书带头成立银杏果蔬专业
合作社，把村里闲置的 200 多亩土地
进行流转，种植时令水果蔬菜，发展
生态种植产业。同时，充分利用百年
银杏资源，开办“银杏山庄”农家乐，带
动全村旅游业发展。

不仅抓污染治理，还延伸至绿色
发展；不光政府治，还发动全民共治。
通过小流域整治，不少地方走上“绿富
美”的发展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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