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昭陵这一带有电鱼、下网捕

鱼的。”近日，南洲镇政府在收到网

友反馈后迅速行动，对非法捕鱼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今年以来，渌口

区禁捕办在禁捕水域持续开展常

态化的商船携带网具渔具专项打

击整治行动，让昭陵港的生态环境

不断提升。

昭陵港是湘江一级支流，位于

湘江中下游右岸，发源于醴陵市长

白岭，流经渌口区汇入湘江，其流

域范围涉及南洲镇 7个行政村。

“以前两岸大部分地段无防洪

设施，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渌口

区河长办工作人员介绍，河长制实

施以来，渌口区投入 2780 万元，对

昭陵港洲坪乡洪垅至大观河段其

进行综合治理，工程建成后有效解

决了汛期两岸的洪涝问题。

2018 年，昭陵港被选为渌口

区南洲镇镇级“样板河”。2019 年，

渌口区开展了昭陵港堤段水毁修

复工程。2022 年，南洲镇继续紧抓

“样板河”打造工作，按照“水质净

化、两岸绿化、堤岸亮化”管护目

标，打造群众身边的幸福河湖。

建好更要管好，南洲镇通过镇

村干部积极开展工作，结合“清河

净滩”和“河长集中履职月”等专项

行动，对水域岸线“四乱”、“碍洪”

等突出问题的排查，对发现的水葫

芦、乱堆建筑垃圾等问题积极清理

整治，巩固提升了清理成果。通过

治理，昭陵港河道通畅、河岸整洁，

更有利于防洪抗涝及保障周边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条河不仅仅是一条河，更是

承载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和美丽的

故事。昭陵港旁有个昭陵古镇，是

渌口区古老的集镇之一，古镇因河

滩而得名，一直沿用至今，两千余

年来古镇就有人聚居在此，至今仍

保存着古老的传统习俗，赛龙舟是

每年端午节古镇人们必须开展的

活动。渌口区一方面全力保护水生

态，一方面积极挖掘水文化，开发

水资源，打造特色的旅游品牌，让

更多的人享受到这条河带来的生

态福祉。

渌口区以河长制助力乡村振

兴，通过建设小微水体示范片区，

以点带面推动农村小微水体治理

工作，让水留下来、净起来、美起

来，不仅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还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带动

乡村旅游发展。

通过以水促产，该区打造河长

制农产品牌“株洲王十万黄辣椒”，

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目前，湘江沿线的黄辣椒 5700 余

亩，拥有黄辣椒生产经营企业十余

家、标准化种植基地 4个，辐射 9个

村，带动 1670 户农户发展黄辣椒

种植，全产业链产值达 3 亿元。因

水而兴，朱亭镇蒲湾村、高福村、九

都湖村等地 3000 亩的湘莲，不仅

吸引了市民观赏游玩，还通过深加

工制作白莲产业，举办荷花节等发

展乡村旅游，拓宽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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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绿成金有“钱”景

——“安澜碧波绣彩练”株洲市治水兴水系列报道之四（从产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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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湾港，一湾清水入湘江。漫步

霞湾港，只见港中清水悠悠，堤岸绿

草葱茏。居民们惊喜地发现，许多白

鹭重新在这里低翔，治理后的霞湾港

绿意盎然。

“变美了的霞湾港，是留给子孙

后代最美的礼物。”石峰区霞湾社区

居民冯玉霞笑呵呵地说。

霞湾港，北起旱塘，南至湘江入

江口，全长约 4.63 公里。其流经的清

水塘老工业区，200多家冶炼、化工等

企业的生产废水通过霞湾港直排湘

江，历经数十年积沉淀，霞湾港形成

近 5 公里的重金属污染带，因为含有

大量镉、铅、汞、砷等工业废水，也被

人们戏称为“五彩河”。

“以前，这个河段最深处重金属

污染底泥达 20 米，成为湘江流域的

‘心腹大患’，直接影响湘江下游长

沙、湘潭等地近千万人口的饮水安

全。”石峰区河长办工作人员表示。

下决心、出重拳，霞湾港整治拉

开了帷幕。刮骨疗毒。霞湾港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启动，投资逾 2 亿

元，实施排污口整治、港水截留清淤、

施工废水处理及河堤生态修复等综

合治理，一期工程共清理河道底泥

4.9 万立方米，平均清淤深度 1.4 米，

处理废水 4.75万立方米。二期工程进

行市政生态绿化景观建设，极大限度

地减轻排入湘江的重金属污染负荷，

改善湘江水环境质量。

清水塘老工业区曾是湘江段最

大的污染源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背水一战，破解化工围江困局，实

施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市、区

两级政府聚力攻坚，261 家企业关停

退出。霞湾港治理、乌丫港环境综合

整治等 9 个项目陆续完工，清水塘地

区退出了全省重金属重点防控区，湘

江段最大的“毒瘤”摘除。

以环境质量大幅改善为契机，逾

60 家企业实现转移、转型，片区的价

值正快速上升，企业“聚焦效应”在此

快速反应。“腾笼换鸟”的好戏演绎不

断，清水塘大道一期、株冶路一期、清

霞路二期建成通车，清水塘大桥建成

通车，清水塘城市公园开园迎客，清

水塘新城框架已经形成。

眼前，是一个又绿又新的清水

塘。这个新城将打造科技创新、高端

智造、文创商贸、口岸经济四大产业

区及相关配套住宅区，目前已重点布

局三一石油智能装备与区域研发中

心、株洲国际会展中心、清水塘科技

文化未来中心、株洲恒和产业园及天

厦工贸总部、株洲市危险化学品集中

经营电子交易中心等 19 个项目。其

中，恒和产业园区一期和天厦工贸总

部项目已入园企业 985家。

新芦淞洗水工业园内，机器轰

鸣，一件件衣裤经过洗水工艺，变得

色泽鲜艳，一股股工业污水经过集中

处理，变得干净透明。枫溪港洗水工

业园的排口处，河长制工作牌旁边，

清水哗哗。

洗水是制衣中一道工艺流程，主

要通过添加化学助剂，对面料表面进

行除毛及花色处理，以增加面料舒适

性和美观性。曾几何时，从事洗水行

业的企业分散于湘江、枫溪港、建宁

港沿岸，排放的污水五颜六色，污流

中不乏毒废弃物。

“2014 年至 2015 年，洗水企业数

量一度达到 50 多家，包括 30 多家合

法洗水企业和十几家‘黑作坊’。”鹏

辉洗漂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鹏介绍，

当时的洗水行业进入门槛低、生产企

业众多、行业集中度不强，而市场需

求巨大，因而一度出现打价格战等恶

性竞争。不少洗水厂为了降低生产成

本，偷排漏排废水、废气，甚至随意倾

倒有毒废弃物，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影响。

数据统计，服饰产业集群区内洗

水企业日排污量约 1.5 万吨。排黑水、

冒黑烟，污染环境，群众投诉不断。站

在转型的十字路口，株洲洗水行业何

去何从？

株洲市、芦淞区高度重视，组织

专门队伍进行了多轮调研和反复论

证，提出了“三统两集”的绿色转型之

路，在芦淞区五里墩村新建一个现代

化的大型洗水工业园，成为全省唯一

的洗水工业园。

“洗水工业园的建成投产，为洗

水行业提供了产业培育平台、创新推

动平台、资源整合平台，洗水行业再

次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洗水工业园

污水处理厂负责人介绍，园区洗水企

业采用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应用了

烟气节能和冷凝、高效节能节水单元

机、数据通信、绿色建筑等 4 大类 15

项清洁低碳技术，达到“全国第一，亚

洲一流”水准，每年洗水能力达 1.5 亿

件，日处理工业污水 2万立方米，原本

的“黑产业”变成“绿产业”。

新芦淞洗水工业园是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的写照，也是

芦淞服饰产业聚集区的升级亮点，不

但从根本上根治了洗水行业的环境

污染，也助推着芦淞服饰产业向绿色

化、品牌化转型升级。目前，芦淞服饰

产业已跨越千亿产值，集聚了服饰链

上企业 2000 多家、专业市场 38 家，从

业人员超 20万人，欧微、狐轩、素白等

原创品牌 3900多个，形成了集研发设

计、生产加工、展示销售、仓储物流、

电子商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态圈，

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三赢。

发源于炎陵县大院和平坳的沔水，

一路奔腾，流经大院农场、神农谷管理

局、十都镇、沔渡镇，于沔渡镇上老村太

和塘汇入茶陵境内。

沔水，炎陵县境内长 56.1公里，流域

面积 508.36 平方公里，养育着 20 多万的

百姓。

由于沔水炎陵段河岸边坡大部分为

自然岸坡，河道淤积较为严重，阻水卡口

随处可见。沔水沿岸的十都镇与沔渡

镇，岸坡陡峻，洪水暴涨暴落，大多河段

岸坡曾一度遭到较严重的冲刷，使得岸

线年年后退。

河道两岸是炎陵县用材林、竹林的

主要基地，也是炎陵县粮食生产的重要

基地，还是炎陵县重要的旅游景区。昔

日，河水时常泛滥，淹没道路、农田、流入

居民区，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严

重影响。

2018年，炎陵县投资1100万元，打造

沔水样板河，对农田及居民分布集中的河

段进行护岸护坡处理，防止河岸遭到进一

步破坏；对河道设障或淤积严重段，采取

清障、疏浚、扩卡等措施，增强河道行洪能

力。目前，左、右岸 4000 米的护岸护坡已

完工，河道已疏浚，正进入验收阶段。

经过勠力整治，河湖面貌焕然一新，

提高了该区域河段的防洪减灾能力，保

障了区域防洪安全、粮食生产安全，改善

了河流生态环境，为沔水流域的经济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这里群山密集，险峰如林，

森林密布，有桃源洞瀑布、“雄狮滚绣球”

石崖、白水寨瀑布、田心里清溪涧等景点

40 多处和大森林云海林涛，森林覆盖率

高达 90%以上，是一个集风景观赏和科

学考察于一体的旅游佳境。这里气候环

境优越，清新的空气和高含量的负氧离

子(最高达 6.5 万个/立方厘米),又是不可

多得的避暑、休闲、疗养和探险的胜地。

绿水汩汩，青山巍巍，美好的环境让

本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体验感

更强。该县以河长制为抓手，探索“河长

制+旅游”，在保护青山绿水的前提下，

深度挖掘沔水流域的文化、旅游资源。

今年，重点推进远山蓝、神农谷花梦间、

神农谷森林精品民宿、密花村彩虹民宿、

凡间小院、密花生态园等精品民宿建设，

打造罗霄山中段精品民宿带。

因水而美，借水而兴。炎陵县依托

独特的旅游资源，把炎帝文化、红色文

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相结合，自然景

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历史文化与绿

色生态浑然一体。该县以县城为核心，

以县旅游环线串联境内核心旅游资源，

打造祭祖祈福板块、养生度假板块、红色

体验板块的“一心一环三大板块”全域旅

游发展格局，同时策划包装了神农谷花

溪里度假村、金紫峰景区、笔架峰山地运

动公园、炎陵仙坪村乡村旅游示范区、炎

陵县水口红色旅游小镇、十都镇密花森

林度假小镇等项目，为旅游招商奠定基

础。此外，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该县将

主要景区景点有效连接起来，旅游资源

得到有力整合，吸引更多游客，青山绿水

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今年以来，沔水神农谷景区接待游

客 61.86万人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既

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株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各县市区创新思路，因地制宜，将生态优势变为
发展优势，将自然资源变为经济资源，生态文明和经济发
展协调推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

“两山论”的实践在株洲大地开花结果，鲜活的案
例是“以水兴株”的样板经验。

这里，老百姓在绿水青山中共享生态之美、生
命之美、生活之美。这里，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成为
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破解化工围江困局
清水塘迎来新天地

“黑产业”变“绿产业”
助推芦淞服饰迈千亿

靠水发展旅游业
绿水青山育财富

以水促产振兴乡村
江边辣椒名扬四海

日新月异的清水塘。通讯员/徐菲菲 摄

枫溪港岸边的新芦淞洗水工业园。通讯员/张伟 供图

神农谷游人如织。通讯员/林开利 供图

渌水滋养着渌口区现代化农业。通讯员/王科茵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