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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水利

□ 记者 樊文滔 通讯员 徐彬 傅张俊 吴燕琴

近年来，我市通过“水资源+绿色养殖”“水
资源+文旅休闲”“水资源+生态工业”“水资源+

精品农业”等举措，打造“水渔融合、水旅融合、
水工融合、水农融合”四大效益，推动水资源生
态价值转化， 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我市共创成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5 个、市级 29 个。 1 至 11 月

我市渔业产值 11.3 亿元， 同比增长 86%。 截至目
前，我市水电站共计 825 座、总装机容量 272 万千
瓦，年均发电量 70 亿千瓦时，年产值 40 亿元。

打打好好““四四套套组组合合拳拳””
我我市市推推进进水水资资源源生生态态价价值值转转化化

“水资源 + 绿色养殖”打造“水渔融合”效益
� � � �“水资源+特色渔业”，优化产业结构。 我市
依托水资源独有优势， 开展渔业资源特色化培
育，形成品牌鱼产品，扩大市场占有。 利用老竹
溪流域特有水环境， 我市繁育出丽水独有金鱼
品种“钻石鳞兰寿”，成为全省唯一入选中国金
鱼种质资源基因库品种，年均销售额达 2100 万
余元。 此外，松阳县投资 9965 万元建设大鲵产
业综合园，利用该县庄门村优质冷水资源，采用

仿野生生态技术养殖大鲵，实现年投鱼苗 40 万
尾，预计年产至少 200 万斤、产值 6000 万元；遂
昌县利用乌溪江优质水源， 养殖有机鳙鱼经营
面积 8500 亩、年产鳙鱼 300 吨，产值 700 万余
元。

“水资源+河权改革”，拓展致富路径。 我市
推进河权改革， 通过河道开发管养机制市场化
改进， 释放水上经济活力， 创造乡村致富新路

径。 如庆元县南阳、张村等南阳溪沿岸 8 个村集
体，组建“南阳溪渔业专业合作社”，开展有序溪
鱼捕捞，年产值超过 100 万元。 又如遂昌县探索
河道经营开发权私人承包，如“坑口畲族风景农
场合作社”承包该县坑口村村域山塘、水库、河道
经营权，实现年均创收 40 万元、交付村集体承包
款 5 万元。

“水资源 + 文旅休闲”打造“水旅融合”效益
� � � �深耕“水旅”文化资源，推进项目催化。 我
市将水文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打造特色化水
旅文化资源，推动休闲康养项目孵化。 在水环
境治理基础上，我市充分挖掘通济堰历史文化
打造歌舞剧《通济堰魂》等文化产品，提升康养
项目市场吸引力，今年以来吸引投资商前来考
察达 56 批 642 名，完成“灵康—杏福小镇”康
养项目、丽水郎奇—白桥康养旅游小镇等项目
签约， 总投资 85 亿元。 松阳县利用北宋白龙
堰、明代青龙堰、午羊堰等十余座古堰坝，及禹

王宫遗址等历史文化资产， 在松阴溪岸投资
6300 万元建成集文化展陈、科普、体验为一体
的水文化公园。

打造“水旅”综合经济，提高市场效益。 我市
以产业规模效应做深“水”附加价值，通过整合
民俗、乡愁、生态元素，打造“民宿产业带”、“沿
河经济带”等水域沿岸集聚经营模式。 如该市缙
云县依托好溪独有的乡村风景、人文元素等，培
育仙都轩辕民宿村落等民宿主题村落。 今年 1
至 11 月， 好溪流域民宿共接待游客 180 万人

次，营业额达 2.9 亿元，同比增长 34%。 云和县开
发龙泉溪流经该县的 35 公里河道， 将沿途国家
4A 级景区云和湖仙宫景区、特色村、民宿等旅游
资源有机串联，打造“十里云河”综合经济带。 目
前该经济带涵盖民宿 112 家，3A 及以上景区 3
个，省级农家乐特色村 2 个、市级特色村 1 个、市
级以上农家乐特色点 6 个等，今年 1 至 11 月，接
待游客 219.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1%，旅游收入
15.3 亿元，同比增长 28.5%。

�“水资源 + 生态工业”打造“水工融合”效益
� � � �激活“水优势”，促进生态工业发展。 我市将
优质水资源转化为“稀有性”工业生产要素，吸
引科伦药业、 肖特集团等高新医药企业扎根发
展，有效推进生态工业结构优化。 比如龙泉当地
水质电导率仅为 25μs/cm，远低于科伦药业其他
产区，可降低 50%水净化成本，年均节约 200 万
余元，同时提升输液生产质量的优势，吸引该集
团收购龙泉国镜药业有限公司成为其控股子公

司。 今年 1 至 11 月，国镜药业实现工业产值 2.5
亿元，同比增长 1.64%，上交税费 3770 万元，同
比增长 268.7%。

盘活“水动能”，释放绿色生态能源。 我市充
分利用天然水域落差及水源优势建设水电站，
开发清洁能源效益。 如滩坑水电站建设预计年
取水量为 34 亿立方、年发电量 10.2 亿度，得益
充足水源优势， 近 10 年年均可用水量超 40 亿

立方、年发电量达 12.2 亿元，年均增加收益 1.36
亿元。 又如景宁近 10 年来先后规划三批小水电
CDM 项目，涉及电站 64 个，推进清洁能源替换，
据测算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达 50.7 万吨，年均净
收益可达 4300 万元。 截至目前，我市水电站共计
825 座、总装机容量 272 万千瓦，年均发电量 70
亿千瓦时，年产值达 40 亿元。

“水资源 + 精品农业”打造“水农融合”效益
� � � �开发“水果园区”，优化农业经营。 我市鼓
励各县（市、区）将农业纳入水域经济统筹规
划，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业态转型升级。 如景宁
东坑利用紧邻防洪堤土地发展“畲乡水果沟”
项目，引入葡萄、杨梅、桃子等种植，涵盖沿线
深垟、吴山头村等 8 个乡村，结合流域沿线自
然景观，有效吸引游客观光休闲，通过“旅游+

农产品推介”营销模式，有力拉动农产品销售。
目前，该项目种植面积达 880 余亩、年均产值
560 万余元，年接待旅游人数达 15 万余人次。

开发“优质基地”，提升农业质效。 我市依
托水资源优势完善水利建设， 结合地表水治
理，为农业生产基地提供优质灌溉水源。 如莲
都区创建高山生态精品农业基地 9.87 万亩，引

用优质灌溉水源，推进农产品精品化生产，实现农
产品平均溢价 0.5—1 元/斤，年均产值 5.6 亿元。 又
如景宁推进可持续利用农田改造，提升灌溉水质标
准及供水量，保障作物生产质量，目前该县已完成
农田改造项目 28 个， 建成高标农田 2.76 万亩；完
成农田改造项目立项 38 个、 涉及面积 2.97 万亩；
在建项目 17 个，涉及面积 1.47 万亩。

图图片片由由水水利利部部门门提提供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