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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明） 湘江治污，

重在岸上，重在水污染防治设施补短板。月初，全市

污染防治攻坚战“秋季攻坚”行动打响，渌口区王家

洲水质净化厂、天元区群丰污水处理厂在列。

目前建设进度如何？建成投用之后对区域水污

染防治有哪些作用？9月 21日，记者实地探访上述两

项目。

王家洲水质净化厂已通水试运行

21 日上午，王家洲水质净化厂的尾水总排口，

涓涓清流直入湘江。

该厂厂长贺龙介绍，经过 1年多的建设，王家洲

水质净化厂已进入通水试运行阶段，尾水排放执行

湖南省地方一级水质排放标准，比国家《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标准要求更高。

王家洲水质净化厂于 2009 年投用，主要处理渌

口主城区生活污水，设计日处理污水能力 2万吨。随

着设施设备的日益老化，以及渌口主城区人口的增

多，该水质净化厂已无法满足渌口主城区生活污水

的处置需求。

2022 年 4 月，湖南三峡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正式

接管运营该厂，同时启动提质改造及扩容工程。

贺龙介绍，王家洲水质净化厂的扩容部分，目前

已经完成建设，所有设施设备均已安装到位，联调联

试也已全部完成，并于 7月底开始通水试运行。

“试运行情况稳定，连续多次采样监测，尾水排

放均在标准要求以内。”贺龙介绍，王家洲水质净化

厂扩容部分，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 2万吨，老厂部分

的设施设备也已基本完成提质改造。

“目前全厂的污水日处理能力已经达到 4 万

吨，处理能力相对充足。”贺龙介绍，随着渌口主

城区雨污分流改造的逐步推进，王家洲水质净化

厂的污水收集量也在稳步提升之中。贺龙介绍，目

前该厂每日污水进水量大概在 2.5 万吨左右，比去

年同期增加近 1 万吨。

群丰污水处理厂年内完成主体建设

位于天元区群丰镇的群丰污水处理厂，建设施

工正如火如荼。

21 日上午，尽管下着小雨，但项目建设现场仍

有几十名工人在紧张施工。

项目现场负责人姚威介绍，群丰污水处理厂于

今年 3 月启动建设，目前基坑的支护、开挖已完成

80%，部分主体构筑物已经开始建设。

据了解，群丰污水处理厂设计污水日处理能力

为 10 万吨，其中一期项目日处理污水能力为 3 万

吨，主要服务于武广新城东片区和天易科技城片

区，服务区域大致由武广高铁、博古山路、凿石路、

湘江、慢城大道、湘江大道、创新大道围合而成，汇

水面积约 15.6 平方公里。

姚威介绍，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完

成主体建设，达到设备安装条件。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聂标

“为了你的安全，请你文明、安全垂钓。”9 月 19

日，渌水醴陵段，国瓷街道河长办联手醴陵市农业农

村局，通过无人机喊话，将 4名在河中搭钓鱼架的垂

钓者和 1名划船垂钓者劝上岸。

在梅霞村铁河段，茶山镇河长办与醴陵市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派出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组建

联合专项整治行动组，劝离违规垂钓人员 5 人，并

进村入户向当地村民科普非法捕捞的危害性及违

法后果。

沩山镇河长刘传水在日常巡逻时，发现一名村

民正准备非法电鱼。镇、村河长办、镇巡防队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进行教育制止，收缴了电鱼机、捕捞网等

工具。镇河长办对电鱼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告

知其非法电鱼行为的危害后果。电鱼人认识到电鱼

行为的危害之处，主动写下悔过书，承诺将不再进行

非法电鱼，同时表示对发现身边有非法电鱼行为会

积极进行劝阻和举报，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醴陵市对辖区重点水域分类实行 10 年的常年

禁捕，进一步保护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域

生态平衡。今年以来，醴陵市通过“河长+部门”，采

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护河禁捕工作。

加强禁捕水域执法巡逻频次，严厉打击电毒炸、

网捕等种业违法行为，严厉整治违规垂钓行为，截至

今年 8月底，该市共出动执法车 81次，执法巡河里程

900 多公里，出动执法人员 210 余人次，收缴违规钓

具 22根、密眼刺网 53张，收缴地笼 112个、拦河罾网

13张，教育涉嫌违规垂钓 121人次，办理违法电捕鱼

案件 1起，切实维护了水域生态环境。

加大河长制宣传与退捕禁捕宣传力度，工作人

员走村入户普法和宣传，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对非法

电毒炸捕鱼危害性的认识，增强群众自觉保护渔业

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的法律意识，为共同促进当地

水生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恢复创造良好氛围。

严厉整治“三无船舶”涉渔违法行为和严厉整治

违规渔具，通过加强标识登记移交退捕渔船及水域

停泊船只和往来商船执法监管，全面清理渔具和钓

具，严禁打击涉渔违法行为，发放《地笼类渔具使用

承诺书、告知书》，重点对禁用网具和网目尺寸严重

偏离国家规定标准的渔具进行重点打击、查处。

9 月 21 日，湘江之滨。市政协委员

和市直相关部门、五个城区政协机关和

部分区政协委员组成 12 支代表队，从

湘江河西风光带航模广场出发，徒步行

走到天元大桥西头篮球广场，全程共计

4.5 公里。委员们在欣赏湘江沿岸美丽

风景的同时，纷纷表示将以“政协之为”

助力株洲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周蒿
俞强年 摄影报道

以“政协之为”
守护碧水蓝天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张伟 李素娟

“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

国 革 命 的 燎 原 之 势 ，使 四 海 翻 腾 ，五 岳 震

荡。”9 月 15 日，湘江岸边芦淞区河长课堂

上，芦淞区水利局联合龙泉街道塘头社区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以“红船故事”激励广大职

工守河尽责，同时组织建立我市首个“碧水

支部”，在全区开展“守护幸福河湖”主题党

日活动。

“红船精神”是什么？是开天辟地、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

精神，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

们将把‘红船精神’的精髓融入河长制工作中，

纵深推进河长制工作，河湖管护水平大大提

升。”芦淞区水利局局长、区河长办常务副主任

黄永立表示。

围绕“创新精神”，芦淞区河长制在全市

在建立提醒机制、启动无人机、践行“河长

制+产业”等六个“全市率先”的基础上，又率

先建立智慧河湖 3.0版系统、建设“动力党建·

幸福河湖”河长制主题公园和河长号巡河等

创新举措，被央、省、市媒浓墨重彩地报道，吸

引省内外地区来此“取经”。

围绕“奋斗精神”，区总河长带头，多次

深入“一江三港”巡河，签发第 1 号总河长

交办单；14 名区级河长示范巡河 58 次，带

动三级河长巡河 3000 余人次，解决各类问

题 900 余个；行政河长、河道警长、检察长

“三长”联动，200 名民间河长共同参与，完

成卫星图斑核查 119 处，查处违规垂钓案件

5 起，整改市级交办问题 7 处，整治河湖“四

乱”10 处。

围绕“奉献精神”，各级党组织将主题党

日活动开在河边，将党旗插在河边，开展活动

200余场，5000余人次参与；河长驿站、河小青

示范学校、河小青行动中心等一“站”一“校”

一“中心”，引导广大志愿者参与河湖管护、监

督、治理，启动“首个河长志愿服务月”活动，

累计带动 2万余人次参与。各镇、街道以及责

任部门按照 2022 年河长制重点工作任务，结

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环境保护、打击河道非

法采砂、河湖清“四乱”等工作，不断加大治理

力度，水环境持续改善。全年零非法采砂、零

河道违建，清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1000 余

吨，打捞河道漂浮垃圾200余吨。

因为注入了“红色精神”，芦淞区河长制

工作的品牌被擦得越来越亮，以水助产、以水

兴城，持续为社会经济发展赋能。该区河长制

工作连续 6 年获评全市优秀，获 2021 年省政

府真抓实干激励表彰，辖区内的大京水库、枫

溪港被评为“湖南省美丽河湖”，人民日报为

芦淞河长制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点赞。

人防技防加群防

醴陵市全方位护渔

王家洲水质净化厂已试运行
群丰污水处理厂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芦淞区开展“守护幸福河湖”主题党日活动。通讯员供图

“红船精神”荡漾在湘江

芦淞区建立我市首个“碧水支部”

清洁我们的“家”留住前来的“客”
王建设

卫生，于人是干净、整洁的外在，是自

律自爱的体现，是个人私事；于城，是共建

共享的公共事项，是城市管理能力和市民

幸福指数的展现，必须接受市民日常审视

和上级部门监督检查。

自 2009 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以

来，在全市上下持续守护和用心擦拭下，

株洲已连续通过 3 轮国家复审，国家卫生

城市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很快，我

市将再次迎来全国爱卫办的复审抽查。

与其被动接受复审的“大考”，不如将

其看做是检验当前城市管理水平和市民

卫生行为习惯的机会，当做主动查找环境

卫生死角、主动补齐短板的过程，要下足

功夫抓好国家卫生城市提升工作。

城市卫生提质是美好生活的现实要

求。家门之外，目之所见，小区干净清爽，大

街整洁鲜亮，你我心情都会变好。城市卫生

提质就是要让人有视觉的舒适，和有对城

市美的体验，以及从公共卫生水平提升中

受益。没有堆砌垃圾的卫生死角，没有裸露

黄土的绿化带，没有脏兮兮的垃圾桶和污

水横流的地，是人们对环境的基本要求，自

然是复审的必答题。当然，人们生活水平提

升的同时，对居住环境要求也越来越高，上

级考核规则因此也在变，环境卫生只有适

应居民需求，跟上国家要求才是真正的好。

另外，老化的基础设施需要改善，老旧的小

区需要人性化改造，过时的陋习观念需要

持续引导摒弃，无论物资层面还是精神层

面，我们都需要持续优化、升华。

城市卫生提质是促进文旅产业发展

的重要抓手。在文旅市场消费活力加快释

放的今年，厂 BA、醴陵炒粉节、贺家土夜

市等文旅活动频繁出圈，吸引了不少外地

人来株游玩。游客第一印象必是环境卫

生。一个整洁干净、清爽悦目的城市，会让

人顿生好感。参加活动，品美食、逛景点之

余，良好的环境会吸引他们深入大街小巷

体验，进一步加深好感。他们的欣喜，通过

社交媒体扩散，吸引更多人慕名而来。促

进株洲文旅消费发展的同时，游客与这座

充满梦想的城市定会擦出别样的火花。

城市卫生提质是强化城市品牌的重

要手段。城市环境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内

容，反映的是城市发展理念、市民修养的

“内功”，对于吸引人才和招商引资，乃至

提升整个城市影响力有重要意义。当前，

我市正不断强化招才引智、招商引资的举

措，一批批高校毕业生和高水平科技人

才，一批批投资商先后奔赴，感受“住株洲

的房子、拿一线城市的工资、干全球的事

业”的美好生活。如果说好的产业是城市

的骨架，市容市貌就是美丽的外衣，内外

兼修，才能让来株人才安心留下，让客商

舒心投资兴业。

人才来了，客商来了，投资来了，城市

才会动能充沛，发展兴旺，幸福指数才会

更高，“制造名城 幸福株洲”的品牌才会

愈发鲜亮。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廖常乐

9 月中旬，雾霭笼罩着罗霄山。青翠朦胧的山

色中，鸟语啁啾。记者与市林长办调研组驱车从县

城往牛头坳行驰，途经田野、湿地，鸟影攒动。有不

知名的鸟儿见人不怕生，看见路过的车子不急着

飞走，怡然悠哉觅食。

牛头坳所处罗霄山脉中段，桂东县、炎陵县和

江西遂川县交界处，南风面、齐云山、八面山等海

拔超过 2000 米的高山环抱形成隘口，绵延几十公

里，这一天然的隘口，即为“千年鸟道”。每年秋分

前后，通道内会出现一股从西北吹向东南的强劲

气流，气流沿着山势抬升，集结的候鸟休憩后借此

飞越隘口，踏上南迁之旅。

“每年经过这里的候鸟有 240余种、上百万只，

其中受国家明令保护的稀有珍贵鸟类 126种，受国

家重点保护的有 6 目 6 科 36 种。候鸟群中，有来自

欧洲的，还有来自非洲的。”牛头坳候鸟保护站工

作人员邝青平介绍，由于这里海拔高、地势险、气

温低、云雾浓、空气稀，迁徙候鸟长途跋涉到此地

时已精疲力竭，往往在此地休息或觅食，有些候鸟

甚至在此迷失了方向，因此经常有人乘机猎捕

候鸟。

靠山吃山，历史上这里就有狩猎传统。山上的

鸟堂（捕鸟人的窝点）和田地一样，成为当地农民

重要的生产资料。有一段时间，捕鸟、打鸟、吃鸟之

风炽烈，一天猎杀的候鸟最多时达 3吨。2012年，媒

体曾以“鸟之殇”为题予以报道。

林长制实施以来，当时林业部门、公安、市场

监管等部门联合开展候鸟保护巡逻与护鸟执法，

从源头到市场严厉打击滥捕滥猎等违法犯罪行

为，同时大力实施“鸟堂复绿”工程，在候鸟迁徙通

道、停歇地、栖息地植树造林。在此基础上，炎陵县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乡村民宿，过去猎户转型为护

林员、民宿主，自觉践行“护山养山”职责。不久前，

该县又推出林长令，明确对误入农田、鱼塘、水库

及其他集体和个人承包生产经营区域觅食栖息的

候鸟，要严格加以保护，不得随意驱赶和伤害，同

时推出野生动物生态致害补偿机制，对迁徙候鸟

破坏老百姓的粮食或其他的情况，进行有补偿。

“现在没有打鸟的现象了。我们倡导全社会护

鸟爱鸟、保护生态，不少人纷纷加入‘护鸟’队伍

中，护航候鸟平安迁徙。”炎陵县林业局副局长何

建光介绍。

从牛头坳保护站路线到遂川县营盘圩环志

站，再到桂东县南风坳保护站，来自湘赣两省的候

鸟守护者志愿联合巡林护鸟。57 岁的周新文是炎

陵护飞队队长，他带领护鸟志愿者辗转于炎陵县

神农谷、大院农场、下村乡牛头坳和江西省遂川县

长坪乡、营盘圩乡、戴家铺乡等罗霄山脉千年鸟道

巡护，“县城到下村乡 60 公里，到营盘圩 100 公里，

有些地方车走不了，要步行爬山。”

“鸟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越来越多的候鸟

云集，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周新文说，随着

法律完善和人们保护意识增加，非法捕鸟现象已

销声匿迹。现在不论是在“千年鸟道”上，还是在炎

陵县城，都能看到鸟儿在蓝天下自由自在地翱翔。

万鸟翔集的场面，吸引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

者到此捕捉拍摄候鸟灵动瞬间。刘伟文是一名入

行 4年多的摄鸟爱好者，只要有时间就会来水塘边

拍鸟。为了离鸟更近，更好地拍出候鸟的各种形

态，他经常“躲”在帐篷里，擎着超长镜头的相机瞄

准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外警觉的鸟儿，这样一待就

是几个小时，最久的待过 12小时。

“这两年来，炎陵县鸟类的数量和种类都有了

明显增加，除了须浮鸥，黑翅长脚鹬、白腰草鹬、黑

水鸡等鸟类也到此停歇。这些候鸟一般会停留三

天左右，休息并补充食物，随后经鸟道继续南飞，

到沿海地区或东南亚越冬。”刘伟文通过摄影，不

仅传递着保护生态的理念，还帮助宣传炎陵地区

的美丽风景旅游线。

“千年鸟道”万鸟翔集

志愿服务赋能基层治理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实习生/

吴求芳 通讯员/侯颖） 9月 20日，石峰区响

石岭街道杨古老社区联合株洲市第三中学

开展“响当当”志愿服务活动，30余名志愿者

参与活动。

杨古老社区网格长王文华组织志愿者们

分工合作，各展所长，卫生清扫组的志愿者们

拿着扫帚、簸箕、柴刀等工具，清理小区的杂

草、杂树，整顿卫生死角及乱堆乱放的杂物，

同时，向居民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丽家园。

为帮助家长解决教育子女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株洲市第三中学校长与家校共育咨

询组志愿者，开展家庭教育专题咨询活动，

接受居民对于初升高等相关问题的咨询，对

青少年升学发展、家庭教育、家校共育等进

行指导。

小区志愿服务组的志愿者在网格员的

带领下，带着维修工具来到独居老人、困难

群众家中，对发生短路的线路进行维修，更

换开关、灯管，让老人昏暗的屋子瞬间亮堂

起来。志愿者还对老人家中的水电、燃气设

备的使用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排除潜在安

全隐患。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采取“党建引领、多

元主体、资源共享”的模式，让服务群众的志

愿活动接地气、贴实际，引导辖区党员、群众

和志愿者积极参与道社区治理工作中来，进

一步营造和谐氛围。

候鸟结伴迁徙。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刘伟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