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阳溪，惊叹巨变
■本报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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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条条城城市市内内河河

亲历者说

奋进七十年 丽水“四个一”之四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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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制可推广的
丽阳溪经验

■本报记者 张李杨

� � � �河流之于城市的意义重大，人们亲切地称家乡的
河流为母亲河。 丽水，傍水而生，因水而兴。 这座城市
以水命名，自然与水密不可分，水清岸绿的内河让城
市愈加灵动和妖娆，也让城市更富生机与活力。

正因此，如何让河流成为扮靓城市风景、提升城
市品位的最美装饰品， 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重要考题。
近年来，丽水大力改善水生态，打造城市水景观，丽阳
溪已成为丽水市区一条靓丽风景线。重焕生机的丽阳
溪，正是丽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这得益于丽
水务实治水的决心和经验。 作为样板河，丽阳溪的成
功治理，给全市成百上千河流提供了借鉴。

要让河流成为城市里的风景线， 一方面要舍得
“下血本”，对于污染企业敢于亮剑，在眼前利益与长
远利益之间做好取舍；对于该退还用于修复河流生态
的土地，以及治理河流污染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
方面，要不惜投入。另一方面要善于“下良药”，相关部
门应做好打大仗、打硬仗的准备，持之以恒地抓好河
流污染的治理工作，并不断将“战场”前置，从控污、治
污逐渐过渡到防污上来，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
法治来防范和杜绝污染源。

每个城市都有这么几条内河， 承载城市记忆，开
拓美好未来。 青山长青，绿水长流。 丽水人始终相信，
“守住了这方净土，就守住了‘金饭碗’”。

丽阳溪等内河的治理实践，充分说明了只要下决
心、下血本，只要有恒心、有策略，就一定能够持续改
善水生态环境。当前，丽水正在全力创建国家公园，尤
其需要营造出真抓实干、从严治理的氛围，以最大魄
力、最强决心、最优方案，推进城市内河生态景观综合
治理，让水更清、河更畅、岸更绿，成为丽水的闪亮名
片。

“我给现在的
丽阳溪打 95 分”

■本报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王建

� � � �清晨 5 时 30 分，富岭人王永平早早地吃完饭，便
从家中骑着那辆老旧的电瓶车， 赶往丽阳溪入湖口，
开始一天的工作。 王永平的工作，是在丽阳溪水系的
入湖口捡拾垃圾，在河道内从事同样工作的，还有他
的 4 位“兄弟姐妹”，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一套简单
的动作———下网、收竿、倒垃圾。

“这几年下来，水里的垃圾至少少了三分之二，水
也干净了”今年王永平 60 岁，他在这里干了六年多，
他说这六年来，丽阳溪的变化很明显，垃圾在减少。

“2013 年，60 分； 2014 年，70 分；2015，年 75 分；
2016 年 ，80 分 ；2017 年 ，85 分 ；2018 年 ，90 分 ；2019
年，95 分。 ”每年，王永平都会给丽阳溪环境打分。

这组分数，形象地展现丽阳溪变化的态势。
这两天下雨，王永平的工作量有些提升，因为一

到雨天，垃圾就都被冲下来了，工作量加大了数倍。一
天转下来，能捞到 3 框垃圾，清一色都是生活垃圾。

“之前，半天时间就能捞起七八筐，现在垃圾少了
三分之二以上，八筐差不多是一天的量。 ”王永平说的
筐，每筐大约能装 80 斤的垃圾。

想到几年前，自己从上午 6 时到下午 6 时，除去
中间 2 个小时吃饭，10 个小时都在马不停蹄地工作。
王永平说，现在的工作算是轻松了不少。

“治水，就是让垃圾少点，臭味淡点，水变清点。 我
看，这治水还不能松劲，要让大家都不扔垃圾，才能治
成。 ”王永平说，等到哪天他捞不到垃圾下岗了，就把
剩下 5 分给补上。

� � � �这是丽阳溪给出的“等式”:
6 年=实施 71 个工程，现已完成 62 个，为丽阳溪工程治水

提供充足的保障；
6 年=发出 40 批 142 个工作交办单， 督促丽阳溪 25 个段

面及时解决问题；
6 年=18 个市级单位，2 个街道，7 个社区组建巡查组，深

入丽阳坑一线 220 次，共 4286 人开展志愿治水活动；
6 年=建立了河长办、市委办、各责任单位、新闻记者以及

社区居民等 7 支监督队伍，新闻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报道，
1366 篇次；

6 年=完成沿河 12 家单位学校排污点治理，139 家小美容
美发店排污整治， 公安部门查处 3 起电鱼毒鱼案件……努力
在让丽阳溪水清景美，鱼翔浅底。

这是一张创新破解城市内河问题的“路线图”———
当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让城市环境不堪负重时， 丽水以丽

阳溪整治为突破口，“工程治水”“管理治水”“社会治水”“科技
治水”全线发力，换得城市内河水清岸绿。

6 年间，丽阳溪入湖口水质“连升四级 ”，摘下劣Ⅴ类 “帽
子”转为Ⅳ类，水系全线向Ⅲ类水质逐步好转。

“清凌凌的山泉水入城变成黑水流”，不再被沿线居民口
口相传。 河干净了、水变清了、鱼也多了，亲历丽阳溪点滴变
化，市区灯塔新村的“老丽水”们常常感叹：“30 年前的那条丽
阳溪又回来了！ ”

关了 30 年的窗户打开了
盯着水流汩汩，绿草依依的丽阳溪，在溪畔住了 30 年的

蒋锡唐颇为感慨。 昔日“龙须沟”蜕变成了如今的景观河、示范
河、民心河，这让他看到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可能。

30 多年前， 同样是坐在这个位置， 蒋锡唐感到的却是焦
虑———蒋锡唐老人的房子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是一幢二层
共 80 多平方米的泥土房，紧挨着丽阳溪，一条狭窄的石板桥
连接着河对岸密集的老小区。

“以前，短短 100 米的河道有五六个排水口，我们的生活
污水就直接到了河里。 ”

门前的丽阳溪水散发着阵阵臭味，无奈之下，老人将西面
唯一的一扇窗户关闭，想不到这一关就是 30 年。 今天，丽阳溪
整治成果让他打开了这扇窗，开启了幸福新生活。

这是丽阳溪的新生，也是丽水这座山水之城的新生。
丽水人喜欢称丽阳溪为丽阳坑，30 多年前，它还不在城市

中心，常年水流丰沛清澈，养育着两岸的居民。 旅居奥地利华
人陈小同回忆，小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丽阳溪远足，大
家在溪中的石块上蹦蹦跳跳，玩累了，就坐在石块上，把两只
脚伸进清彻的溪水中，上下乱踢，溅起的水花打在身上，凉凉
的……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丽阳坑两岸的人越聚越多，上世纪
九十年代开始，生活污水等各类污染源衍生，河水逐渐变黑，
垃圾成河，成了一条“踩到水里脚会烂”的黑臭河。

“当时，丽阳溪就像一条‘龙须沟’，居民满腹怨言。 ”丽阳
坑河长制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员说，2013 年 11 月， 丽阳坑
河长办的工作人员排摸丽阳溪，一个星期时间，他们在丽阳溪
两岸来回走了无数遍，污染程度让工作人员触目惊心。

早在 2005 年，丽水市曾投入上百万在丽阳溪两岸铺埋临
时污水截留管道，同时，每年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清淤、河道保
洁等措施，可对丽阳溪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一条临时的污水管道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河长办工作
人员说，从前期摸排情况看，两岸近 20 来个老旧小区和村庄，
居住人口达 7 万。 小区均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污水处理设
施极其薄弱，管网不健全，各项设施不配套，没有排污管道，雨
污混排。 而从山麓上流下的溪水是清澈的，流经有人有田的地
方就成了黑臭河了，因此，彻底治理丽阳溪，需要耗巨资系统
地改造城市基础设施。

臭水沟治成了清水河
2013 年， 丽水将丽阳溪流域进行综合整治作为 “头号工

程”。 彻底消灭污染源，还两岸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一场
关于内河的“革命”在处州大地上展开。

丽阳溪综合整治工程改造期从 2013 年开始到 2020 年，改

造工程包括道路管网建设、丽阳溪水系综合改造、老小区和城
中村雨污分流改造等七类污水治理工程。

“丽阳坑的治理惠及咱老百姓，是名副其实的民心工程。 ”
在灯塔小区举行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告别会上，60 多岁的周瑜
萍代表该老小区 14 幢到 20 幢的住户， 向莲都区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灯塔小区雨污分流工程队的 30 多位施工人员宣读《感
谢与表扬信》：冒着严寒，不怕酷暑，180 多个日日夜夜，你们奋
战在工地上。 小区路面被一片片挖开， 水污管网被一根根分
离， 工程进度一日日加快……半年时间， 我们看到工程的成
效：雨天路面不再坑坑洼洼，泥泞难行；生活污水不再上涌，小
区每天都干干净净，空气清新。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欲求“标本兼治”，工程是关键。
丽阳街西段地上是综合整治，地下是管网改造；建设好一

条教工路，埋设五一溪沿线丽水学院、黎明中学、市看守所、附
高、丽阳坑下游的雨污管网……这个体量庞大的丽阳坑（五一
溪）治水系统工程完工意义重大。

在柏油公路下， 无数条纵横交错的污水管网把地势或高
或低的小区、学校、看守所、武警支队驻地等单位的生活污水，
通过泵站抽水增压方式， 打入城市污水主管网， 进行集中处
理。 据统计，该区域每天截污纳管污水达 7000 吨，有效截留了
造成丽阳坑水系最大的污染源， 丽阳坑水系五一溪也因此清
澈见底。

“自‘8.20’丽水 50 年一遇的特大洪灾之后，丽阳坑出口防
洪闸泵被列入丽阳坑‘工程治水’的重中之重，纳入市区应急
闭合工程。 ” 时任丽水水利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主任闫志
明说，2017 年，防洪闸泵正式启用。 如果再遇“8.20”当量的洪
水来袭，关闭闸门即可确保丽水城无忧；如果暴雨又至，城市
内涝排出达到每秒 45 个流量（立方米），防洪闸泵反向瓯江放
水，确保城市无大涝！

站在丽阳坑出口防洪闸泵，垂柳如丝、绿意盎然。 如今，经
过古建筑设计团队的匠心打造， 防洪闸泵已变成丽水人又一
健身散步的滨江景观。

据统计，2013 年以来，丽阳溪共实施 71 个工程，现已完成
62 个。 有力改善了污水治理的硬件基础。 眼下，丽阳溪沿线的
治水工程进度逐步加快，向着“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更近一步。

护鱼治水人水和谐
从穷尽其用、肆意破坏，再到秀水归来、呵护有加。 人们对

待内河的态度，折射人水和谐共生的变迁。
只有形成一股社会合力， 才能共同管护好这条来之不易

的清流。 市建设局副局长樊甫敏说，丽阳溪水系守护已形成了
日常巡查、每周督查、每月点评及市、区、街道三级河长、警长、
社区河段长、专职巡查员、保洁员、志愿者巡查队、督查哨所观
察员全社会共同护河的长效机制。

80 多岁的蒋锡唐早上 6 时就起床了。 作为水质监督哨所
的放哨员，蒋锡唐时刻关注着河水的变化。“仅万象街道 1.5 公
里长的河道，我们沿河两岸布置了二三十个监督哨所，日夜盯
牢这段河流。 ”时任万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周永海说。

走进灯塔小区， 曾经最脏的河段如今溪水清澈见底。 岸
上，不时可以看见巡逻小分队在巡河，他们戴着红色的袖章，
手里拿着铁钳，一路走一路捡烟头、纸屑等垃圾。 巡逻队共有
60 多位小区居民组成，每天志愿巡河一小时。第九巡河小分队
队长高永祥说，现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鱼儿已成了他们生活
的一部分。

6 年来，越来越多的机关党员干部、团员学生、居民群众加
入到守护丽阳溪的大队伍中来。 2013 年 11 月，市区青年陈某
在丽阳坑水域毒鱼， 导致下游山水嘉苑河道内景观鱼大量死
亡，被处行政拘留 13 天。 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市民积极响应
“护鱼护水”倡议，从“网络问鱼”到“行动问鱼”，发起万人大签
名，小区组建“护鱼队”、“丽水网雷锋团”积极巡河护鱼、丽水
网网友和“绿色钓鱼者”QQ 群的钓友们自购鱼苗到河道里“放
生”……护鱼护水护家园，一座城市的“护鱼治水”故事，绵绵
不绝，传递着“正能量”。

既是监督者，又当参与者。 随着人民群众投身水环境治理
的责任意识与参与意识不断提升， 丽阳坑水系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图景日渐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