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湖南省水利厅在全省首批安排了 22 个区县（市）进行“水美湘村建
设试点”，天元区株木村、茶陵西岸村入选试点项目后，因地制宜地进行河道清
淤、护坡筑岸、加固堤防、美化环境等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
背
景
】

碧水绕村流，鱼戏莲叶间。农村河湖
寄托着浓浓乡愁，也是农业发展、农村生
态环境的重要载体。

循着春天的栖息，记者走进天元区
三门镇株木村，目光所及之处，青山叠
叠，小河弯弯，山水环抱间，水流潺潺，风
光宜人，一幅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水美画卷”徐徐展开。
在村头的池塘边，新铺的草皮吐出

了新绿，桂花和香樟矗立其中，凉亭石凳
紧挨着池塘，岸坡衬砌后水清澈了不少，
屋场周边干净又清爽。

去年，省水利厅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以水为主线、以村为单元，打造一批

“水美湘村”示范村，我市有两个村入选，
株木村就是其中之一。

项目到了村里，天元区不敢有丝毫
懈怠。“早在去年 3 月，我们就请省水利
设计院编制了《三门镇株木村水系景观
方案设计》，多次邀请省、市水利专家现
场指导，一步步完善项目施工图。”天元
区水利局副局长肖斌介绍。

等实施方案批复，村里立马热闹了
起来。年久失修的山塘，清理掉陈年淤

泥，四周用水泥砖衬砌；农田周边的沟
渠，疏浚后覆盖整齐划一的草皮，再根据
周边地形建设亲水设施……一套“组合
拳”下来，株木村“长”出了许多新景观。

到了去年年底，项目基本完工，在
外务工的村民吴志中回到家，完全是

“找不着北”。沿途水泥路变成柏油马
路，一路水景错落有致，家门口“冒着泡
泡”的池塘不见了，一幅水光潋滟的俊
美模样。

事实上，在“水美湘村”项目建设过
程中，天元区也曾面临资金压力。“省级
补助资金有限，但水利项目建设投入高，
需要调动多方力量支持。”肖斌告诉记
者，区里整合各类资金超过 500 万元用
于项目建设，同时发动村民筹工筹劳，确
保了项目如期竣工。

近水楼台“栽”风景，美丽乡村增颜
值。据水利部门测算，我市两个“水美湘
村”项目实施后，可恢复、新增灌溉面积
400 亩，改善灌溉面积 800 亩，年产生效
益 64万元，并且极大改善农村水环境和
人居环境，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人和”的目标。

在“水美湘村”创建过程中，天元区水
利局以河长制为抓手，遵循因地制宜的原
则，推动了“工程水利”向“生态水利”转变。

“水美湘村”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

也将坚定信心，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更加科学有效的管理举措，推动水
美湘村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株洲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水资源保障。

【见闻】近水楼台好风景

【声音】天元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言方：

水美湘村关键词三

作为全国第一批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市，株洲在全省率先实施河长
制，市县乡村四级河长、“河小青”青年志愿者、民间河长共同发力守护“一江碧
水”，“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健康河湖正变成现实。

河湖，被比作大自然的眼睛，容不得
“沙子”。河湖问题点多面广，如何及时发
现处理？

在芦淞区枫溪港上，一台无人机时
而盘旋在空中，时而掠过河面，灵活自
如。这是芦淞区采用无人机在巡河，开启

“天眼”后，巡视效率更高、效果更直观，
还可以精准定位问题所在地的经纬度。

“往右边点，再高一点，有白色垃圾，
请派人清除……”无人机轰轰掠过大京
水库，画面显示在手机屏幕上，巡湖人员
能及时发现各类问题线索，更好地保护
水源。

过去，河道巡查采用工作人员河堤
步行查看方式,工作强度大，且受河道地
形和自然条件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盲区和死角。利用无人机巡河，可实时查
看、传输河道保洁、河流水质、排污口等
情况，巡查不再有盲区留死角。同时，可
通过影像对比，结合同期水质监测数据，
精准掌握区域水质动态。

在此基础上，芦淞区借助现代科技
手段，成功打造“智慧河湖管理系统”，探
索河湖管理的“四个场景”管理，即飞控
场 景—— 无 人 机 全 域 巡 河 ，固 定 场 景
——在重点河道建设在线音视频监控并
整合水库雨水情监控，移动场景——手
机移动终端实时图传系统，数字场景
——开发“河湖一张图”。

“四个场景”的应用，实现全方位不
间断巡查，极大提高了工作效能，让河湖
管护不留盲点。

芦淞区探索智慧河湖“四个场景”应
用，提升了河湖管理的广度、维度、精度和
深度，既能及时掌握河湖四乱、水文水质等
情况，实现 24 小时实时监测，又能完整地
收录辖区内重点水域的数据信息，建立数
字化河湖档案，对河湖岸线情况、违法占

地、非法排口、治理效果等实现对症施治。
下一步，我们将把“智慧水利”建设

与乡村振兴结合，将河湖管理融入乡村
振兴、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内
容，借势借力打造一批幸福河湖。

【
背
景
】
【见闻】河湖安澜添水韵

【声音】芦淞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永立：

河湖管护关键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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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绝迹”于洣水流域
的珍贵鱼类——中华倒刺鲃，
重出江湖了。

春光明媚的午后，茶陵县
舲舫乡官溪村，洣水河上不时
泛起阵阵涟漪，鱼儿探出水面
游向岸边，又飞快扎向河心深
处。“渔民上了岸，水域环境
好，长胡须的野草鱼爱冒头。”
岸边的村民指着河面说。

洣水茶陵段，是全省唯一
被批准的中华倒刺鲃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然而，
随着近年来拦河筑坝、采砂淘
金等破坏水生态行为的上演，
洣水流域中华倒刺鲃产卵、生
存空间被挤压，导致这一珍贵
鱼类数量锐减。

水，关乎鱼类生存，更影
响着人类生产生活。在长江流
域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的背景下，我市以河长
制推动河长治，打出河湖生态
复苏组合拳，更加系统地推进
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整治、水
生态康复，碧水保卫战、河湖
保护战捷报频传，更多中华倒
刺鲃归来的故事正在上演。在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下，
逐步呈现出一幅岸绿景美的
的生动画卷；即便那些散落在
偏远乡村的小河流，也变得越
来越美丽、越来越从容。

水是一面镜子、一把尺
子，折射出一座城市对生态
文明的追求。复苏河湖生态
环境，让每一滴水都奔向幸
福河湖，决定着一座城市发
展的高度。

在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智敏看来，培育制造名
城、建设幸福株洲，离不开洪
涝无忧、饮水放心、用水便捷、
亲水宜居的水域环境，也离不
开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河
湖生态。

上善若水，久久为功，水
利部门责无旁贷。在第 30 届
“世界水日”和第 35 届“中国
水周”到来之际，记者从几个
关键词里寻找株洲复苏河湖
生态的破题之路。

小水电，清洁能源，可再生，曾
是炎陵山区的“液体金矿”。

该县位于罗霄山区，境内山高
坡陡，有大小河流 53条，水能资源理
论蕴藏量超过 32 万千瓦，可开发量
28.5 万千瓦，现已开发 23.2 万千瓦，
年均发电量约 10亿千瓦时。

2000 年，省政府鼓励社会资本
开发农村水电，背靠资源优势，又有
政策导向的炎陵县，吸引了许多江
浙地区的个体老板，带着资金到大
山里跑马圈地。到 2015年，十多年间
炎陵县小水电站从最初的 20余座到
160座，占全市总量的 57%。

小水电的粗放发展，为当地经
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也
对水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比如，枯水季节的引水河流段减脱
水现象、河坝阻断水生生物洄游等。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国家相关部委发文对小水电展开
整顿，纠正小水电违规建设、影响生
态环境等突出问题。根据小水电清理
整改综合评估，炎陵县明确保留类 2
座、退出类8座、整改类150座电站。

“这是跨部门跨专业的技术工
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复杂，
需要各部门协同作战，形成合力。”
炎陵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张孝明告

诉记者，该县组建工作专班，分类施
策，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精准推动
工作落实。

一方面，该县成立联合监督组，
对电站生态放流进行监控和整治，联
合监督组采取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
的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各河段河
长制责任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巡视检
查，确保生态基流得到有效保障；另
一方面，积极开展生态基流下泄工程
设施建设，各电站业主按照“一站一
册”整改方案启动整改，主要采取坝
体开孔、渠道开孔、闸门开孔、坝后钢
管开孔等措施改造，并安装监控监测
装置，实施网络在线监控监测，确保
生态基流得到有效保障。

生态流量下泄监控中心机房建
设也同步进行。该县通过招投标，委
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
监控中心机房建设，搭建了水电站生
态流量监管平台，目前全县所有站点
的监控信息接入到省生态流量监测
系统和县中心机房，对没有信号的电
站采用人工上传流量数据，达到了实
时监控和保存数据的要求。

一套组合拳，让小水电清理整
改工作取得实效，既保障了河流生
态流量长期不间断泄放，又让该县
河流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

清水绕村，流水淙淙，家乡的河
流承载着人们的乡愁记忆。

长期以来，流淌在农村地区的
中小河流，因为历史欠账多、基础设
施弱，成为乡村水环境的短板。

醴陵市泗汾镇枧上村，渌江支
流铁水穿村而过。曾经的铁水河，让
周边村民苦不堪言：“河里飘着垃
圾、塑料瓶，河道崩塌破损，每次发
洪水家里都要遭殃。”

72 岁的村民王国祥记忆犹新：
2019 年夏天，历史罕见的暴雨洪灾
席卷醴陵，洪水冲毁河堤、漫进家
园，洪水淹到窗台两米高的位置。

治理中小河流，成为水域环境
治理必不可少的一环。水利部门围
绕“防御好水灾害、保障好水供给、
保护好水生态”目标，一批集水生态
修复、水环境改善于一体的河段环
境综合整治工程，迅速在全市铺开。

铁水二期治理工程，就在枧上
村加快了建设脚步。该工程于去年 11

月份开工，总投资为 4956万元，主要
建设内容为培厚堤防 3千米，整治岸
坡 23.42 千米，并在沿途新建下河踏
步等便民设施。

随着项目的推进，已完工的铁水
河堤上，格宾网牢牢倚靠在护坡上，
八角砖衬砌后变得坚固，河堤一层层

“长大”。河水悄悄往河边靠，遇到“铜
墙铁壁”后，又自觉退回河道内。

“铁水二期治理工程建成后，可
抵御 10年一遇洪水，可保护人口 1.92
万人，保护耕地面积 2.52万亩。”醴陵
市水利局总工程师刘铁华介绍，该
市把防洪堤防达标提质建设作为工
作重点，积极向上争取资金项目，对
一批中小河流动“手术”。

完善防洪基础设施、治理河道、
连通水系、打造水景观……水利部
门积极推进中小河流及主要支流治
理项目，提高了农村河流防汛排涝
能力，改善了河湖面貌，为乡村新业
态发展奠定了基础。

天元区水美湘村天元区水美湘村
项目项目

芦淞区智慧河湖芦淞区智慧河湖
管护系统管护系统

中小河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小水电站要继续发展，转型、整改、清
理已是势在必行。根据省统一部署，我市已完成 267 座小水电站清理整
改任务，其中退出类 10座、整改类 257座。

【
背
景
】

炎陵水利资源丰富，小水电站
曾有力缓解农村电力供需矛盾，推
动地方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方式的转变，小水电站管理欠
规范问题也日益凸显。

面对小水电站数量多、分布广、历
史复杂的等特点，我们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部门联动，采取“一站一策”的方
式，专门出台《炎陵县生态放流监督管

理办法》，并由水利、生态环境等部门
对电站生态泄流情况进行联合监控和
整治，同时纳入河长制巡视检查内容。

在高标准完成小水电站清理整
改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坚定不移地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巩
固小水电站清理整改工作成果，促
进小水电站绿色发展和规范管理水
平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见闻】从粗放型到绿色转型

【声音】炎陵县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谭湘东：

中小河流治理，既关系到防洪安全，又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等工作，植被覆盖率大大提升，一条条生态岸线串联城乡。

【
背
景
】

河清水净、岸绿鱼游，承载着老
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的水域
环境，三分靠建设，七分靠管理，这
就需要严格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
建立河道管护长效机制。

具体而言，就是各级河长负责组
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包括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牵头组织对侵
占河道、围垦湖泊、超标排污、非法采
砂、破坏航道、电毒炸鱼等突出问题依
法进行清理整治，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对跨行政区域的河湖明晰管理责任，
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实行联防联控。

【声音】醴陵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海军：

【见闻】水畅景美焕生机

【引子】中小河流治理关键词二

小水电清理整改关键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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