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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兴株的“县域答卷”（上）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陈湘鄂 冯璐 实习生/黄芷珊

炎陵县属湘江流域、洣水源头，境内流域面

积 5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 53 条、总长 799.75 千米，

小型水库 40 座，山平塘 3065 口。2022 年，该县

265 名县乡村三级河长累计巡河 7224 人次，162

名民间河长累计巡河 3.75万人次。

该县河长办实行“一季一督查一考核一通

报”，下发县级河长巡河交办单 12 个，河长制工

作交办函 7 个，暗访督查、季度考核通报 6 次，倒

逼各级各部门责任落实。河长、警长、检察长联

动，侦破非法采砂案件 5起，刑事拘留 14人，移送

起诉 11 人，涉案价值 300.24 万元，办理非法捕捞

水产品案 11 件。河道采砂管理、污水管道设施、

垃圾乱倒、污水直排、“碍洪问题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等 26 个上级交办问题完成整改销号。11 处

“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233 处取水工程（设

施）核查登记及问题整治全面完成。

以项目为抓手，该县累计投入 8000 万元，完

成 10座拆除退出类、149座整改类小水电清理整

改任务；投资 83 亿元的抽水蓄能项目进入实质

性开工阶段，目前已完成投资 7亿元；投资 1.5亿

元的河东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 202 个水

利工程项目建设基本完成；投入 1100 余万元，开

展河堤工程治理、河道清淤疏浚、水生态增殖放

流，在沔水神农谷段、洣水炎陵水口镇水西段打

造了 18.6公里的高标准样板河。

2022 年以来，炎陵县水资源总量（不包括入

境水量）19.15 亿立方米，比 2020 年增加 13.85%；

地表水体水质优于国家Ⅱ类标准，饮用水源水质

达标率 100%。该县入选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达

标县（区）名单，小水电站绿色改造和现代化提升

经验做法获水利部推介。

该县积极探索水旅融合，深度挖掘沔水流域

的文化旅游资源。沔水沿线已发展精品民宿、农

家乐等经营主体 120多家，带动 2000余名群众人

均增收 3000元以上。

炎陵县
双河长巡河近4.5万人次

1.

洣水发源于炎陵县，经茶陵县、攸县、衡东

县，然后汇入湘江，其中在茶陵县长 121.87 公

里，流域面积达 2496平方公里。

去年以来，茶陵县通过河长、河长办联动

检察、公安及相关河委会部门常态开展联合执

法，同时强化区域协调，与炎陵、攸县开展洣水

联防、联控、联治，洣水水质稳定在Ⅱ类水。

茶陵有 79 条河流、239 座水库。该县县、

乡、村三级河长 273 名、检察长 11 名、警长 179

名，民间河长 205名、“河小青”志愿者 58名，共

同管护。各级河长开展巡河 3919 人次，发现涉

水涉河问题 40余项，问题 100%整改到位。

该县实行河道常态化保洁，开展水库专业

化管护，委托第三方进行社会化服务，聘请专

业队伍进行拦截打捞。同时，强化源头治理，持

续推进乡镇污水处理和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开

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已建成 19

处，有效强化了水源地保护。

精准发力，茶陵县开展清河净滩、河道保

洁专项统一行动 10 次，上级交办“四乱”问题

41 起，已全部整改销号；依靠“图斑快递”程序

运用，加快“图斑”核查及问题整改方案；巩固

退捕禁捕成果，在禁捕区域执法巡查 25 余次，

查处非法捕鱼案件 3起。

为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该县实施水质动

态监测，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 100%达标，地表

水省控监测为Ⅱ类水质；打造样板河，投入资

金 1.01 亿元，新建洣水茶陵县洣瑶保护圈（堤

防工程）、官溪村岸坡治理工程、茶水白鹤洲至

田湖村治理工程；以“河长制标准化建设”为总

揽，全面提升河湖管护水平，在创新上破解管

护难题，在激发活力上凸显成效，不断推动河

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茶陵县
地表水省控监测
为Ⅱ类水质

2.

三级河长全年巡河 2.3 万余人次，

解决河湖实际问题 7000 余个；办理非

法捕捞案件 10 起，非法采砂采矿案件 8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3 件，检察

建议书 7 个……数据显示的是，攸县河

长、检察长和警长联动管护的效能。

攸县，102条河流纵横交错。围绕河

湖治理，该县全年核查核实水利部卫星

遥感河湖问题疑似图斑 306 个，落实水

利部、省级、市级、县级交办问题整改销

号 165个；清除较大碍洪问题 1个、河湖

“四乱”问题 20 个，制止违法采砂行为

45起，立案查处 8起。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保护和修

复，该县实施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处

理非法捕捞案件 14 起，生态补偿放流

22 万尾，增殖放流 412 万尾，同时积极

推进“一县一示范”“一乡一亮点”建设，

深入开展浊江网岭镇灯笼桥村段、良江

桥河丫江桥镇仙石村段、南田垅河石羊

塘镇谭家垅村段水系生态治理，新市镇

丁家垅村“水美湘村”项目落地落实。

在推进水资源利用方面，该县加快

城镇节水改造和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

设，县域节水型社会创建通过长江委验

收评估；坚持以水资源综合利用促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投资 119.75 亿元

的广寒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

在推进水安全保障方面，该县把防

汛抗旱与河长制工作相结合，完成小型

水库除险加固 13 座、安全鉴定 8 座，小

型水闸保护范围划界 44 座、中型水闸

安全鉴定 11座。

该县突出督考促动，把河长制工作

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按季对乡

镇（街道）督查考核，奖优罚劣，持续深

化“六进”宣传活动，广泛调动社会力量

巡河、护河、治河。

攸县
核查河湖问题
疑似图斑306个

3.

悠悠渌水从罗霄山脉北麓的江西省杨

岐山流出，一路奔西，经萍乡、醴陵、渌口，入

湘江。2022 年，渌江醴陵段出境水质保持Ⅱ
类标准。

醴陵市积极探索河流联防联控联治新

路径，与渌口、湘东、上栗等地区开展联合巡

河，其中同萍乡市湘东区签订了《关于渌水

流域河长制工作合作协议》，共同解决跨省

界流域难题。

醴陵市有 58条主要河流、207座水库，各

条河流沿线及各水库所在的村（社区），均配

备了村级河长、河道协管员、保洁员和巡查

员，负责对河道进行清理保洁，每周在河道

里巡查数次，防止村民下河电鱼、毒鱼等。

2022 年，该市各级河长共巡河约 1.7 万

余次，发现问题近 4000个，全部整改到位。其

中，全年发现整改河湖“四乱”主要问题 60

件，整改率 100%，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

题排查整治行动，排查整治问题 145余处，清

运河道垃圾 6100 余吨，开展净滩活动 40 余

次，有效推动了河湖“四乱”问题整治工作。

“瓷城古韵·一江两岸”项目是株洲和醴

陵重点项目，该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26.38 亿

元。醴陵市深入开展渌江河道保洁、非法排

污专项治理、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关停、黑臭

水体应急治理行动，全力推动城区生活污水

截污、上游集镇河道综合治理等工程，放流

鱼苗 300余万尾。

该市先后完成 16 个镇级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的划分与整治，城乡安全饮水达标率达

100%；全面完成城区 353.3 公里排水管网检

测；深入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工作，农业、化肥

使用量同比减幅达 1.6%、1.8%；全面推进改

厕工作，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9.1%，无害

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50.3%；扎实开展“清河

净滩”专项行动，日常开展保洁工作 600 余

次，清理水域及岸线垃圾 1750余吨。

醴陵市
投入26亿元
打造一江两岸

4.

“长江十年禁渔令”下达后，渌水全

面实行禁捕，渌口区严格落实相关要

求，连续三年获得“禁捕退捕工作先进

县”，去年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非法垂

钓整治行动，劝离垂钓人员 400 余人

次，查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9起。

该区高位推动河长制工作，召开区

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工作推进会

等 10 余次，常态研究调度河长制工作；

党政主要负责人带头巡河，带动三级河

长巡河 3016次，解决问题 790余个。

该区坚持管理与养护相结合、治理

与发展相统一，清理水域及岸线垃圾

145.8 吨，投资 7 亿元，推进城区水环境

综合治理一期 PPP 项目，已完成 90%工

程量，整改雨污错接混接 421 处；基本

建成王家洲污水处理厂。与此同时，加

快推进“十大水利项目”，通过向上争

取、财政奖补、群众投劳等方式，完成水

利工程建设 1310 处，防汛防旱能力不

断提升。

为确保工作更高效、成果更明显，

该区不断创新河长制履职形式、工作方

法，一方面定期开展督查暗访工作，建

立“4+1”督查考核机制，每季度对考核

结果进行通报，对排名靠后、工作推进

不力的乡镇和部门进行约谈；另一方面

整合区内数字平台、监控系统，打造“智

慧河湖”“智慧渔政”监管模式，及时打

击违法行为、处置突出问题。

该区把河长制工作与特色农业发

展结合起来，扩大松西子玉米、南洲忆

山塘鱼等种养规模，推广有机肥、生物

农药、生态饲料，从源头上减少农业面

源污染。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加快建

设水仙湖（经世文创）、朱亭五号山谷民

宿、挽舟爱情岛等文旅项目，同步治理

水环境、改善水生态，实现经济增效、生

态提质。

渌口区
河长制+促产振兴乡村

5.

治水兴株，是各级政府的工作命题，也是政治考题。
消除水污染、改善水环境，需要抓住河长制这个治水的“牛鼻子”，

以“一盘棋”行动推进河长制见成效，让老百姓享受到水清景美的生态
福利，各县市区绵绵发力、久久为功。

7月7日，全市林长制、河长制、田长制工作会议召开。全市河湖面
貌持续改善，洣水炎陵县水口段、渌水醴陵市莲石段评了湖南省“美丽
河湖”，炎陵县、渌口区，芦淞区分别被评为A类、B类“市级优秀”，炎
陵县河长制工作获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表扬激励。

当翻开2022年我市县域河长制工作考卷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条
条干货举措、一个个数据成绩，背后是各县区的创新和实干。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7 月

11 日中午，结束了繁忙的送餐工作，外卖骑手

邱彭径直走进大汉悦中心 JOJO 街一楼的“红

色港湾”。他熟门熟路地接好水，给手机充上

电，随意找了把椅子坐下来。“我经常来这里休

息，渴了喝口水，手机没电了来充电，感觉像回

到自己家一样。”邱彭说。

作为商圈的聚集区，建设街道是市中心最

繁华的商圈地段之一。大批新就业人员活跃于

此。然而，寸土寸金的商圈却无户外工作者的公

共休憩场所。许多像邱彭一样的新就业人员累

了只有坐在花坛边、石阶旁小憩，就餐时席地而

坐是常态。

为解决这个问题，建设街道联合大汉悦中

心，把 JOJO 街的一处小角落开辟出来，建成“红

色港湾”微型服务点，主动为户外工作人员等提

供服务。“以前常看到外卖小哥坐在台阶上等

单，有人甚至就躺在地上休息。”建设街道相关

负责人介绍，“红色港湾”的场地由大汉悦中心

提供，内部设备由街道添置。

“我每天要接40多单，有时都顾不上吃饭，累

了就趴在摩托车上休息一下。自从有了这个地

方，我可以进来热个饭、歇个脚、纳个凉，真是太方

便了！”快递员小陈由衷称赞。

“红色港湾”营造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浓

厚氛围，有效激发党建工作活力，使“红色港湾”成

为传递党的声音的“前沿哨”、密切党群关系的“连

心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主阵地”，受到广大

群众特别是新就业群体的认可和广泛好评。

JOJO 街是网红街区，很多网红一次外拍都

要更换十几二十套衣服，缺乏存放衣服、更衣的

场所。于是，建设街道还在室内室外各打造了一

处网红更衣室：红色“衣”站，打造以后很受网红

们的追捧，成为了名符其实的“红色”衣站。

建设街道党工委高度关注红色港湾、红色

衣站的使用情况，今年拟在政务大厅、银行网

点、取餐点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聚集的地方新

建“红色港湾”。

热可乘凉 累可歇脚
芦淞区“红色港湾”凝聚暖“新”力量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实习生/张璜

为应对连日高温天气，荷塘区整合资源，打

造多种形式的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驿站内多

配有饮水机、冰箱、应急医药箱等设施，在此休

息的环卫工人、快递小哥、货车司机等户外劳动

者可以洗把脸，吹着空调聊聊天，解决了他们高

温天饮水纳凉等实际困难。

7 月 11 日中午 11 时 40 分，满脸汗水的张

师傅，走进荷塘区天鹅社区户外劳动者爱心

驿站。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大口大口

喝起来。他说，炎炎夏日，驿站是他每天的“能

量补充地”。

“驿站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升级改造而

来，面积约 300平方米，共三层楼，可为环卫工

人等新业态劳动者免费提供避暑歇脚、充电

饮水等暖心服务。”陈琼是天鹅社区居民，也

是爱心驿站站长，负责驿站日常管理维护。她

介绍，驿站每天早上 8 时开门，一直到下午 6

时关门，中午不休息，“我们二楼面积也大，有

沙发，他们中午可以在这里小眯会。”天鹅社

区工作人员介绍，社区成立了新业态协会，有

200多名会员。

红旗广场建宁驿站，是工会户外劳动者

服务红旗广场站点。荷塘区总工会在原有基

础上，进一步配备完善了便民设施。里面不仅

配置了饮水机、医药箱等，还粘贴了各种便民

服务 App 二维码，为大家提供身边的政策信

息、就业资讯、心理咨询、智慧养老、图书书库

等服务。

荷塘区商务局联合大润发商场，在二楼

电梯出口处辟出一角，设置了户外工作者驿

站，配备微波炉、沙发等设施。外卖员秦师傅

告诉记者，以前没有爱心驿站，只能随便在商

场找个角落歇凉，“现在有了驿站，喝水、热

饭、休息都很方便。”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
员/肖江波 陈红） 7 月 11 日，烈日当空，环

卫工人王琳走进茶陵县云阳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乘凉休息。这是茶陵县

云阳街道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服务

群众的创新举措。

在茶陵县云阳街道办事处门口，有一个

写着“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执勤交警、

志愿者等户外一线工作者免费休息”的爱心

驿站公示牌。顺着公示牌指引，记者来到云阳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只见里侧专门安排了一

间休息室，内有空调、桌椅、饮用水、洗手液、

纸巾、手机充电座等，不时有环卫工、志愿者

等走进来纳凉休息。同时，户外一线劳动者也

可自备碗筷来食堂免费就餐。

“累了来歇脚、渴了来喝水、没电来充

电”，炎炎夏日，云阳街道的“爱心驿站”正不

断释放“清凉”，“小空间”服务“大民生”。它将

党和干部的关心关爱送到户外一线劳动者的

心坎上，是当地居民身边的文明窗口，提升了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眼下，孩子们迎来自己的暑期档，暑假期

间陪孩子去哪里玩成为家长们比较关心

的一个话题。户外？天气太热容易中暑！宅

在家里？玩手机、电脑对眼睛不好！记者探

访发现，暑期来临后，各大商超儿童业态

的客流量大大增加，不少商家也做足了功

夫，“儿童经济”快速升温。

在位于珠江路的一家大型商场，记者

看到，其中庭位置架设好了一大片攀爬游

乐项目，不少孩子都在索道内玩耍。“这段

时间的客流量比起暑假前有了明显提升，

每天都有许多新增的会员。”据工作人员

介绍。

记者走访发现，在多家大型购物中

心，如今除餐饮项目外，儿童游乐消费项

目已经成为最能汇聚人气的业态之一。

“你好，帮我再充一下卡，我们想玩那

边的海洋球。”在喜盈门范城的超级飞侠

亲子乐园，市民杨女士正带着孩子在服务

台购卡。她告诉记者，长达两个月的暑期，

孩子在家待不住，喜欢在外面玩耍，而室

外过于炎热，就选择带孩子来室内游乐

园，玩得开心，环境又舒适。

记者看到，该商场整个楼层几乎完全

都属于儿童业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进

入暑假以来，店内客流量增加明显。

在另外一家儿童室内游乐园，工作人

员马女士同样告诉记者，他们店里的客流

量增加了将近一倍。

许先生家有两个孩子，他告诉记者，

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儿子在读幼儿园，因

为自己平时要上班，这个暑假只能在周末

陪陪孩子。许先生透露，他在市区几家室

内游乐园都办理了会员卡，几年来，他给

两 个 孩 子 办 理 各 类 会 员 卡 已 经 花 费 了

5000元。

“现在出去逛街，首先想到的不是购

买什么化妆品、衣服，而是想女儿更喜欢

去哪家商场玩。”市民邱先生认为，花几十

块钱就能让孩子开心一整天，性价比真的

非常高。

“现在的儿童室内游乐园内一般都有

主题性设计，丰富的体验感、游戏性取代

之前的单一性，从而避免同质化，让孩子

在体验中获得乐趣。”一家儿童游乐园的

相关负责人说。

“爱心驿站”释放“清凉”茶陵

环卫工人在驿站内纳凉休息。陈红 供图

室内游乐场“升温”

驿站成为“能量补充地”荷塘区

“红色港湾”温暖户外工作者。记者/杨凌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