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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河长办 株洲日报社 合办

我市有 314条河流，市、县、乡、村四级河
长与民间河长共同守护。

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动社会各界参与
监督，我市已建立起多元化的监督体系。

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每年组织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河长制专题视
察、民主评议、专题协商、明察暗访、督办考
核等工作。

有新闻舆论监督。在市级媒体开设河长
制专栏、曝光台，及时曝光破坏水生态和河
长制落实不力等行为。

有民间河长、志愿者监督。成立株洲市民
间河长办公室，招募 5000名“民间河长”，去
年，共发现问题180余起，交办相关部门处理。

有社会公众监督。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形成社会总动员的护河力量。

社会监督多元化——5000名“民间河长”发现问题180余起

管护有章法 河湖漾清波
我市实现“全域Ⅱ类水”，市河长办两次获评“全国先进”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漆小丽 杨逸昭

“‘一江两水’水质全部达到Ⅱ类，我们实现了‘全域Ⅱ类水’目标。”
“河长制‘五化’创新模式被《改革内参》《国家水利部河长制湖长

制工作简报》向全国推介。”
“清水塘老工业区绿色转型、渌水样板河建设被《焦点访谈》《湖南

卫视》专题报道，市河长办两次被评为‘全国先进’……”
3月 9日，株洲市河长办主任会议上，13个市级河委会成员单位

负责人纷纷感慨：2020年，成果非凡，实属不易。
站在今天来说，2020年已是“老皇历”，但它是我们奋斗的积淀，

迈向更高一层楼的阶梯，值得铭记、总结和发扬。

云龙示范区龙头铺街道河长办公
室，12 项制度上墙，巡河记录完整，被
授予 2020 年度“株洲市河长制工作标
准化建设单位”。

标准化是推进河长制工作的重要
规则与手段。

我市从工作体系健全、工作场地固
定、工作人员专职等6个方面下工夫，配
齐“一办三长两员”，设立河长、警长
5152人，招募民间河长 5000名，拥有护

河员、保洁员 3375人，实现了“河长”全
域全覆盖；通过固定工作场地、专项工
作经费、完备办公设备等举措，确保了
河长制工作正常运作；制度创新推动治
理升级，大大提升了河长制工作水平。

去年，全市104个乡镇（街道办），以
及炎陵县神农谷管理局、大院农场、茶陵
县利民办事处、醴陵市长庆示范区完成
标准化建设，其中 33个单位被授“株洲
市河长制工作标准化建设单位”称号。

基层建设标准化——108个基层河长办单位达到“六有”标准

3 月 4 日，白关镇镇长刘晓敏巡白
关铺河，发现河岸有白色垃圾，当即交
办白关社区马上整改到位。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水体
管护“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关键靠
基层力量。

河长干什么？怎么干？去年上半
年，我市积极探索河长巡河履职规范
化建设，县、乡级河长“巡、治、考、报”
有四字诀，厘清了河长职责。巡河时，

河长们遵循“看”“查”“交”三个步骤，
同时“APP+纸质”巡河留痕，确保人人
巡河有记录、整改次次有实效。

河长干不好怎么办？区河长办每
月对基层河长制展开检查，市河长办
每季度再次督查考核，定期开展“回头
看”，确保河长制工作落地落实。

去年，各级河长巡河次数共计 2万
人次，交办解决问题 1800多个，河长制
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河长巡河履职规范化——四级河长共交办解决问题1800余个

河湖治理是项系统工程，需要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需要各方合力。

“一龙治水”管到位。我市推行“四
办合一”，组建市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中
心，归口市政府管理，并在全省率先将
河长制工作直接由分管副市长负责，
统筹协调全市涉水问题。

“一张清单”干到底。制定涉水综
合治理（整改）任务清单，梳理短板弱
项、重点难点，实施“百日攻坚”行动，
确保任务落实到位。

“一盘棋局”同推进。湘江两岸，小
而散的“黑产业”转为新而强的“绿产
业”，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落实长
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经验
被《焦点访谈》向全国推介；株洲市与
萍乡市共护渌水，铺排项目 63个，完成
投资 36亿元。

“一江两水”（湘江、洣水、渌水）入
河排污口整治、河湖“清四乱”、禁渔禁
捕等全面推进，渌水水质已由 III 类提
升至Ⅱ类，实现了“全域Ⅱ类水”目标。

河湖治理系统化——“一江两水”水质全部达到Ⅱ类

湘江城区段，“4+1”轮值执法船日夜坚
守，空中有无人机，岸边有监控设备，严控湘
江涉水污染。

我市创新管护手段，确保河晏水清。
“4+1”联合执法有为。改各自为政、单独

执法为综合管理、联合执法，从重从严从快
打击“一江两水三水库”存在的各类涉河违
法行为。

“4+1”督查考核有力。“4”，即每个季度
开展一次考核评比；“1”，即年底考核。每季
度河长制考核结果向社会通报，去年共约谈

22人次。
“数字化+网格化”监管有效。建成智慧

河湖监管平台的同时，把全市 26 条重点河
流划分为 620个网格单元，配备 3000多名网
格员，不间断巡查。

爱河护河意识广泛培育。“六进”活动
“走进寻常百姓家”，河长制工作纳入党校课
程；一月一主题，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入脑入心。去年以来，全市共组织活动 200
余次，河长制工作创新升级版的“株洲样本”
被主流媒体报道 1500余次。

河湖管护长效化——河长制升级版的“株洲经验”全国推介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俞强年 通讯员/许维） 记者昨日
从市水利局获悉，去年，我市全年
投入水利建设资金 23.62 亿元，同
比增长 6.5%，在 2020 年度全省水
利建设工作考核中排名第二。

水利建设实效可圈可点：西湖
排渍站、清水塘老工业区清水湖水
系治理、白石港排涝泵站等 105 项

大中型水利工程加快建设；争取华
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捐赠 1.9 亿元，
用于湘江、渌江堤防整治和省级样
板河治理等重大水利项目；2019年
因灾损毁的 1817 处水毁工程全面
修复；推进官庄水库除险加固等重
大除险加固项目建设 60 个；全面
完成 267 座小水电站的清理整改
任务。

水利建设工作考核全省第二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俞强年 通讯员/汤智源） “2020
年，我市投资约 21亿元，实施黑臭
水体整治项目 15 个。”市住建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至此，我市 33个黑
臭水体整治项目已全部完成，消除
比例达到 90%以上。

2016年以来，我市在全市范围

梳理出黑臭水体整治项目33个，至
2019年底，完成了18个项目的整治。
去年，我市实施整治项目15个，至去
年11月份，全部完工，通过国家生态
环境部考核验收。省生态环境厅、省
住建厅联合考核中一致认为，我市
是真心实意、真金白银、真刀真枪在
干，整治力度和效果值得全省学习。

黑臭水体整治经验向全省推介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俞强年 通讯员/刘敏中）目前，我市
退捕禁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湘
江干流和洣江、渌江干流实现全面
禁捕，“四清四无”目标基本实现。

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全

市已签订渔民退捕协议835户，回收
捕捞证书831本，拆解处置退捕渔船
818艘，帮助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
全部转产就业，符合条件的全部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我市获评全省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优秀市。

退捕禁捕工作获“全省优秀”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俞强年 通讯员/刘颖华）“截至目
前，国控湘江霞湾断面、洣水草市
断面持续保持Ⅱ类水质标准，渌水
入河口断面达到Ⅱ类水质标准；区
域内无不达标功能水体；全市县级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为100％。”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说。

去年以来，我市加大水污染防
治力度，完成了荷塘工业集中区等
8 个工业园区（集中区）规范化整
治，园区涉水企业完成污水预处理
设施和企业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并
通过验收，同时完成 60 个村生活
污水治理；完成长江经济带水质自
动监测能力建设项目 8个。

渌水水质达到Ⅱ类水质标准

春运结束，已是春暖花开。但对
传统道路客运来说，行业仍在凛冬。

2021年春运，全市道路客运总
人数为 54.55 万人次，同比下降
73%。这个同比，比的是疫情影响之
下的2020年春运——道路客运仅
进行18天，客运量同比2019年下降
55.4%。

数据冰冷，各大汽车客运站
候车厅的人气冰冷更甚。

春运期间，记者多次随相关
部门到汽车客运站检查，不论是
市区还是县城的车站，候车大厅
里基本不会超过 30人。

“2013 年开始，道路客运就
开 始 走 下 坡 路 ，这 几 年 尤 为 突
出。”张建云介绍，私家车的剧
增、高铁车次的加密、长株潭城
际 铁 路 的 公 交 化 ，就 已 经 分 走
大 部 分 中 长 途 客 流 。去 年 醴 茶
铁 路 复 开 客 运 、城 际 株 洲 站 开

通 运 营 ，再 次 稀 释 了 南 四 县 及
长沙方向的客源。

对于传统道路客运来说，转
型图存，迫在眉睫。

方向在哪？
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的《农

村公路中长期发展纲要》明确，农
村公路运输服务总体实现“人便
于行”“货畅其流”，基本实现城乡
公路交通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
建立农村客运政府购买服务制
度，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构
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节点体
系，推动邮政物流、农村客运小件
快运、电商快递、货运班车等多种
形式农村物流发展……

不论是城乡客运一体化，还
是农村物流、货运班车，传统道路
客运行业的多年积淀，并非全无
基础，外地也多有经验可鉴。

能否抓住机会，乘势转型？

春运数据背后的热与冷
高铁旅客发送量首次超过普铁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廖明 通讯员/夏四亮

2009年，武广株洲西站开通，株洲在全省率先
迈进高铁时代。但因经停车次少、周边兄弟城市高
铁站分流，我市高铁的旅客发送量，即便在醴陵东
站（2014年 9月 16日开通）的助力下，也难及普铁线
上的株洲火车站。

2021年春运，株洲西站和醴陵东站旅客发送量
54.08万人次，以绝对优势超越株洲火车站（43.89万
人次）。

据统计，2021年春运我市高铁的旅客发送量同
比上升 121%，株洲火车站同比下降 15%。以此推算，
2020年同期的高铁旅客发送量仅为 24.47万人次，
而株洲火车站为 50.47万人次。

“历年春运，高铁的日均发送量最高也仅在
8000 人次左右，普铁则至少在 1.2 万人次以上。”市
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

哪些原因导致了位置的转换？
广铁集团株洲车站党总支书记刘政介绍，客流

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疫情影响下旅客出行意愿不
高，其次则是车站正在进行站改，很多列车不通过、
无停点，客运量减少是必然。

反观株洲西站，在全国人大代表单晓明及市委
市政府的关注推动之下，该站 2020 年新增车次 14
列。2021年春运期间，再次新增经停车次 11列，总经
停车次达 114列。

运力的增加，自然带来客运量的提升。
单晓明建议，在武广株洲西站现有增开经停车

次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与广铁集团的交流和对接，
重点考虑往返北京、上海方向的经停车次，待条件
成熟后再增加始发车次。

“已经向广铁集团提交了在株洲西站增开往上
海方向列车的建议，正在等待答复。”市交通运输局
铁路办副主任谭玲介绍，继续争取株洲西站加开车
次，已经被列入该局 2021年的重点工作事项。

公交受宠，出租式微
2021年春运 1436.22 万人

次的客运总量里，公交以1160.32
万人次的成绩“夺冠”，同比上升
57%；出租车营运载客93.27万
人次，同比下降35%。

春运期间，全市 110 余条
公交线路全线满勤，智轨一期
河西段试跑 7天，载客辆逾万
人次，村镇公交在春节期间的
早晚高峰，更是一座难求。

2020年，攸县完成城乡客运
一体化改革，取消原有农村客运
班线，开通村镇公交85条196辆
车；同年，天元区启动城乡客运一
体化试点，5条村镇公交延伸至三
门、雷打石、响水等镇、村。

固定班次、固定站点，票
价仅在 2元至 5元之间，老人、
小孩等享受免票待遇……村
镇公交，出道即 C位。

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科科

长张建云介绍，2021 年，城乡
客运一体化改革将在全市推
进，天元区今年还将新增 6条
村镇公交班线。

3 月底，智轨一期河西段
有望实现初期载客试运营，城
区快速公交系统即将成形。长
株潭一体化背景下，开通更多
株洲至湘潭、株洲至长沙的快
速公交线路，也已被提上日程。

“公交运输体系日趋完
善，公共交通在市民的出行分
摊率上，必然会越来越高。”张
建云说。

出租车在春运中的式微，
是私家车保有量剧增、公共交
通体系日趋完善共同作用的
结果。此外，“就地过年”号召
影响下，外来人口的减少，也
是出租车载客量下降的重要
原因。

高铁奔腾，普铁“微冷”

道路客运，凛冬已至

制图/左骏

随着春季雨水增多，上游垃圾增多，河湖清洁和治理压力也随之增大。3月 5日，芦淞区
河长办工作人员携同 20 余名民间河长，在湘江开展联合巡河志愿活动和主题党日活动，一
起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宜居株洲贡献力量。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通讯员/张伟摄影报道）

献礼建党100周年
“湘赣边红色专列”将发车
专列将打造全国唯一的“红色移动课堂”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寻慧蓉 通讯员/罗泽丹）
记者昨日从市城发集团获悉，由市委市政府授权株洲城发
集团与广铁集团授权的广东铁青旅共同打造的“湘赣边红
色专列”将于 3 月 19 日正式发车，市交通运输局 400 余名
党员届时率先体验。

“湘赣边红色专列”，是
为纪念中国共产成立 100周
年，全面落实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今
年调研株洲时提出的“聚焦
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文
旅”的调研精神，巩固拓展
湘赣边老区脱贫攻坚成果，
深化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
区建设而专门设置的。专列
拟开行一百趟，采用党员干
部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讲
好党的故事，让党史学习真
正“动”起来，“活”起来。

该专列上推出的“红色
移动课堂”，是全国唯一一
堂在列车上进行的移动式

党课教育培训课。课堂围绕
“百趟红色专列 向建党一
百周年献礼”的主题，开展

“七个一”系列红色活动，即：
重温一遍入党誓词、高唱一
首红色歌曲、学习一篇中共
党史、聆听一堂中共党课、
宣讲一个红色故事、回味一
顿红军餐、组织一场“颂党
情 感恩党”主题征集活动。

乘坐红色专列，旅客可
以一边饱览沿途风光，一边
听讲师讲解红色人物典故。
以车厢为单位，带班老师将
组织乘客重温入党誓词、开
展红歌学习和联唱。车厢内
还会播放党课党史视频。

专列推出“红色移动课堂”，拟开行百趟

“首发专列将从株洲出
发，最终到达井冈山，为‘两
山铁路’开通练兵。”城发集
团文旅公司副总经理、工业
旅游和红色旅游事业部副
总经理周勰介绍，此次开行
的红色专列为软座空调车，
包括餐车在内共设 8 节车

厢，提供 461个座位。车厢将
根据沿线红色景点、红色元
素进行设计，形成一车厢一
特色、一专列一情怀的鲜明
风格。其行经站为：长沙站、
株洲站、醴陵站、攸县站、茶
陵南站、炎陵站，最终到达
井冈山，总时长4小时。

首发专列开往井冈山，为“两山铁路”开通练兵

将于将于 33月月 1919日开行的湘赣边红色专列日开行的湘赣边红色专列。。周勰周勰 供图供图

2021 年春运在 3月 8日落下帷
幕。3月10日，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我市
2021年春运大数据，春运40天，全市
发送客运总量总计1436.22万人次。

数据的背后，藏着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变迁的“密码”——高铁（株洲西+
醴陵东）的春运旅客发送量，首次超过
普铁（株洲火车站），铁路出行全面进
入高铁时代；从市域到乡镇，公交出行
蔚然成风，出租车逐渐式微，城乡客运
的二元结构，在城乡客运一体化的进
程中被打破；中短途传统道路客运流
量“跌跌不休”，行业凛冬已至。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俞强年 通讯员/孙雅琴）去年以
来，市交通运输局有序推进湘江干
线非法码头渡口专项整治工作，取
缔“三无”船舶、垂钓平台，确保了
通航、防洪、饮用水源的安全。

目前，湘江干线沿岸所有货

运码头、砂石码头和渡口共计 102
处已基本完成。湘江城区段水泥
趸船、“僵尸船”等各类“三无”船
舶 26 艘 以 及 8 艘 无 标 志 管 理 的
筏子依法取缔并统一销毁，湘江
城 区 段 12 个 非 法 垂 钓 平 台 全 部
被拆除。

湘江“三无”船舶、垂钓平台全部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