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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攸县成功获评“省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获此殊荣，与攸县近年来纵深推进河

长制工作密不可分。

攸县河湖众多、水系发达，境内 102 条河道

串联起总长 1464公里、控制总流域面积 10030万

平方公里的密布水网。水色风光，无疑是攸县最

具地方标识的生态底色。

然而，水资源分布不均衡、水利基础设施滞

后、水环境遭遇破坏等，也曾让攸县饱受“‘优’

于水又‘忧’于水”的困扰。如何让纵横交织的河

湖水道变美，并赋予其长效的生命力，是攸县一

直在破解的重大命题。在这一工作中，“河长制”

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攸县发力“治愈江河、守好碧水”，不

断强化河长履职，持续推进河湖管护水平提升，

将“谋水之远、管水之严、兴水之美”落到实处。目

前，攸县国控断面水质持续保持或优于国家Ⅱ类

标准，水环境质量排名在株洲市名列前茅。

攸县的河长制如何创新发展、不断延伸，如

何守护碧波清浪？

要素聚集：治愈江河畅水网

水是发展所仰、希望所在，没有水一切无从

谈起。纵深推进河长制，治愈江河是第一步。

11月 25日，在攸县石羊塘镇田星村，大型挖

掘机已将山体凿开一道道口子，每隔 3 到 5 米整

理出引管通道，计划铺设直径 40厘米的暗管，新

的引水通道相比荒废的渠道节省路线 1.2公里。

攸县是国家级水稻制种基地大县，从事制

种产业的农民达 1.1 万余人，田星村村民周文生

就是其中之一。他所在的村子小山包突兀、小气

候突出，发展分片区水稻制种有优势，但去年田

星村遭遇大旱，山塘水干涸，虽然从酒埠江灌区

西干渠引来了救急水，但通往村民小组的引水

渠荒废多年，粮农只能望水兴叹，3 个村民小组

发生大面积绝收。

让“干着急”的产业项目畅饮“增长水”，攸

县水利局为村里制定一条“开山劈路、深埋暗

管，引酒埠江灌区西干渠水源入村”的破题之

路，打通“一步之遥”的水路。依托水利部门的

“中梗阻”渠道畅通工程，加上村民自筹的一部

分资金，该项目在 10月底顺利启动。

“搞完了水稻制种，还能种一轮油菜，往后

不用‘干着急’啦。”守在施工现场的周文生说。

要想水有利，必先利于水。近年来，攸县水

利局启动“中梗阻”渠道畅通、小水源建设、中小

河流治理等项目，实施了一大批重大骨干工程

和重点水源工程，全面恢复和改善农田灌溉能

力，并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鼓励社会资本投入

水利冬修。据统计，攸县累计完成 278 座小型水

库除险加固项目，清淤整治小水源 1000余口，新

建或节水改造渠道近 100公里，陆续投资 2.44亿

元治理中小河流 103.2公里。

在此过程中，攸县盘活资源和要素，为水路

畅通保驾护航。结合县域水利资源丰富，水利资

产存量大等，攸县水利局将符合条件的老虎岩

水库和电站、黄沙桥水库和电站、苏洲坝电站，

通过特许经营方式进行盘活，融资总额预计可

达 2.7 亿元。根据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相

关规定和河长制工作要求，攸县组织了洣水、永

乐江、攸河、珠丽江、皮佳河等 5条河流砂石开采

权出让，融资和出让收入的 10%用于水利建设。

同时，通过争取国债、专项债，一笔笔资金为水

利建设注入了源头活水。

治愈江河，水网通畅。随着一批批水利工程

迎回碧水清流，攸县水利基础短板被拉长，为纵

深推进河长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握指成拳：一河一策护清流

河湖从乱到治，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握指成拳，才能从根子上守好碧水。

站在攸县母亲河——攸河河堤上，只见波

光粼粼的水面不时有白鹭掠过，河道沿岸满眼

都是水与树编织的美丽风景。很少有人知道，这

条河还藏着一套河湖健康评价体系，岸线自然

状况、生态流量满足程度、水质优劣度、水栖动

物多样性等，都可以通过智能摄像头、无人机航

拍、实验室检测实现智能监控。一旦指标异常，

就会通过信息反馈给职能部门，进行闭环处置。

“健康评价就像体检，找到病灶就能对症下

药。”攸县水利局副局长文阳荣说，攸县实行一

河一策、一湖一策，充分利用河长 APP 信息平台

系统，加强对河道日常管护工作的监测，完善工

作台账和巡查记录，根据河道建设实时管理情

况，动态调整河道基本情况和治理方案，提高工
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从“头痛医头”转向“整体把脉”，部门协同
成为河长制的行动指南。

治水思路在变。
坚持问题导向，一张张责任网逐步覆盖河

湖，针对污水直排、养殖污染、违法捕鱼等频发常
见问题，坚持边改边查、即查即改，全面深入梳理
排查，制定问题台账、整改清单，明确任务书、时
间表、路线图；借助科技信息化力量，利用“互联
网+”手段，加快打造“智慧河湖+网格化”智慧水
利体系，做到重点河段、水域岸线全部实行动态
监控，在洣水、攸河等主要河流安装视频监控系
统 17处，实现河湖监管全覆盖、无死角，确保对涉
河湖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

治水方式在变。
促进河湖休养生息、恢复河湖生态功能变

得更加重要。攸县在全省率先推进河道常态化
专业化保洁机制，开展河湖“碍洪”“清四乱”规
范化工作，持之以恒推进洣水禁捕退捕，增殖放
流，做到山水共养、山水互养，实现青山永驻、绿
水长流、河湖常清；持续推进乡镇（街道）样板河
创建，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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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提升水质，新市镇丁家垅村

“水美湘村”项目落地落实，呈现“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人和”的美好画面。

手段更加多元。
积极主动推进巡河履职，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自河长制工作实施以来，攸
县已全面建立县镇村三级河长共管机制，配备各
级河长 606名，更新县级河长制公示牌 138块，实
现水域全覆盖；深化“河长+检察长”“河长+警长”
协作机制，不断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
接，提升河湖管护司法能效；深化“河长+部门”对
口机制，全面压实成员单位和责任联系单位工作
职责，构建了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协作联动的工
作机制。今年来，攸县共复核整改水利部、省厅推
送的卫星遥感图斑属实问题 170个，落实市级交
办整改问题18个，县级交办问题34个。

随着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落实落地，一条条江河
焕发新的生命活力，河湖综合治理唱起了协奏曲。

机制创新：用好奖惩鞭策棒

起于水而不止于治水，河长制能否实现“河
长治”，制度保障是关键。

在攸县丫江桥镇仙石村，良江河蜿蜒流淌，
河两岸绿树成荫，生态护坡和沥青路面向远处延
伸。从 2020年开始，仙石村倾力打造市级样板河，
对村庄辖内的 3公里长河流水体进行净化，投入

100余万元对河堤进行重修硬化，种植了樱花树、

红花紫薇、四季桂花、红叶石楠球等绿植 1000余

株、架设路灯 180盏。2022年，该村又借力上级“钢

改油”项目，斥资 300余万元对河岸路面进行沥青

改造，对堤坝进行绿化，不断改良江桥河环境，提

升生态质量，构建起一个乡村休闲新景观。

良好的水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仙石村以良江河沿岸为核心，对沿岸民房白墙

进行美化处理，绘制传统文化及水生态文化墙

绘，搭配全村统一格调的江南水乡建筑风格，同

时打造仙石村“河湖+文旅+致富”模式，通过与

沿河两岸的“蓝莓产业园”“皮蛋加工厂”联动，

积极推广河湖生态旅游，带动农村多元化发展，

让良江桥河成为百姓的“幸福河”。

以水兴业、量水发展，成为攸县河长制工作

创新发展的行动指南。

河长必须守水有责、守水尽责。攸县出台严

格的考核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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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采用飞行检查、交叉检查、联合督查等

方式，按季督查考核，及时深入了解各级河长履

职和河湖管理保护的真实情况，治水成了“一票

否决”的硬任务，对工作不力者动真格。

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风向标”作用，定

期晒成绩单。该县将河长制工作纳入县对镇、镇

对村（社区）季度考核范畴，提高考核分数比重，

考核结果与村干部绩效考核挂钩。对考核靠前

的村进行表扬表彰，对排名靠后的村进行通报

批评，并对倒数后三名的村（社区）负责人进行

约谈，对每季度考核排前三名的乡镇实行 5 万

元、3万元、2万元的奖励。

河流管得好不好，还要让百姓说了算。攸县

设置河长制在宣传栏 300余块，散发宣传传单十

多万份，并在公示牌上公布各级河长、警长、保

洁员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利用具有地方特色

的戏曲、小品、三句半等群众喜欢的形式，将需

要宣传的政策和重要工作寓教于乐，攸县深入

推进送戏下乡、寓教于乐特色宣传活动，让河长

制元素在老百姓心里生根发芽。

如今，一条条河流碧波荡漾、润泽两岸，续

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攸县故事，为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着重要支撑。

攸县常态化河道保洁。 攸县水利局 供图

治愈江河 守好碧水
攸县以河长制促进河长治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王祖林 谭建议

12月4日，冬日暖阳，从醴陵城区出发，驱车约
40分钟，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车窗外山林葱
茏，草木葳蕤，清澈的河水蜿蜒流淌，小院别致，宛
如一幅水墨画，恰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这里便是醴陵市王仙镇李山村，一个被青
山绿水环绕的村庄。

近年来，李山村坚持党建引领，用好资源禀
赋、特色优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学好用
好“两山论”，坚定“国”字号创建目标不动摇，以
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持续在乡风“文明”上下功
夫，用文明浸润乡土、文化滋养乡情，持续营造
向上向善向美的强大社会氛围，实现文明创建
与村级发展同轴共转、同频共振、同向共进。

今天的李山村，村道宽阔平坦，院落明亮干
净，环境清新怡人，村民热情友好，产业蒸蒸日
上，处处洋溢着生机和活力，在乡村振兴大路上
行稳致远。

党建来引领 发展聚合力

天气晴好的傍晚，李山村白兰谷幸福屋场
常常响起旋律优美的音乐，爱好跳舞的村民们
吃过晚饭后不约而同地相聚一起，在广场上随
着音乐欢快地舞动，歌声、笑声、音乐声此起彼
伏，让乡村的夜晚变得丰富多彩。

白兰谷幸福屋场三面环山，蔚蓝的天空下，
远处青山如黛，健身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沥青路
面宽敞平坦，村民们夸赞“建得好”。

夸赞的背后，饱含了对李山村党委班子的
认可。村里采取政府引导、村集体筹资、乡贤助
力等方式，筹集资金 150万元保障白兰谷幸福屋
场建设，辐射周边人口近 800人。在这里，还通过
建设文化广场、牌坊等形式，用乡贤的嘉言懿行
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屋场深深扎根。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李山村是一个山区村，由 4个行政村合并而

来，具体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域色彩。新一
届党委班子上任后，坚持党建引领，支村两委成
员亮身份、晒承诺，用好民主集中制这个“法
宝”，提升组织凝聚力，锻造队伍执行力，有效破
解合并村治理困境，走出一条合并村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曾经，人们对李山村的印象是交通不便、经
济落后，号称“八山半水分半田”。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后，村党委团结带领全村群众，致力强基
础、建新村。

近几年，该村多方筹集，先后斥资 1200多万
元，硬化亮化道路，完善基础设施，还建造了村庄
牌坊、村综合楼等基础设施，为发展乡村旅游创
造了条件。同时，通过市场调查，联系村里实际，
在能人带动下，李山村牛蛙养殖产业初见成效。

曾经的穷乡僻壤，人口外流，如今发展求
新，富民聚心。

尤其是今年 2月，醴陵市检察院驻村工作队
正式进驻李山村，会同村里谋划更大发展空间，
明晰了“坚持党建引领，做好文旅融合文章，打
造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思路。

驻李山村第一书记张佳军表示，接过“接力
棒”，工作队携手村“两委”班子，凝聚村民力量，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共同建好村民们
的幸福家园。

念好“山”字经 唱响“林中歌”

李山村山地面积 3.08 万亩，最高海拔达 600
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0%，有全国仅存两处大面
积分布的天然珍贵苗木景烈白兰。

“景烈白兰树干挺拔，树荫浓郁，花香醉人，
成片的 1000多株绵延成谷，树龄均在百年以上，
极具观赏性，但却被‘封’在山中，不能给村民带
来任何效益。”一名村干部直言不讳。

原因何在？
“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完善，酒香也怕巷

子深。”李山村党委书记郑国荣表示，面对大自
然恩赐的资源，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
势，将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在乡村振兴中
做到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成为了支村
两委面临的时代考题。

为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郑
国荣带队，组织村干部、党员代表等多次外出学
经验、找差距。经过反复论证和调研后，按照“因
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发展思路，决定围绕白兰谷
风景区、观音庙、半岭山庄、焦坑水库等现有资
源，开发成景点，打造一条特色乡村旅游路线。

通过招商引资、向上级争取资金等方式筹
措资金，共投入 5000 余万元，硬化景点道路 20
余公里，亮化景区主干道 10余公里，景区内修建
步行栈道 300余米，完善景区标识标牌、停车坪、
休闲凉亭、垃圾桶、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

如今，走在前往白兰谷的旅游公路上，路面
整洁宽阔，满眼滴翠，风景如画，有一种“车在林
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感觉。白兰谷景区成为了
网红打卡地，每年吸引市内外游客近 3 万人次，
直接带动参与服务的村民年均增收 2万余元。

做好“水”文章 绘就生态画

家乡美不美，关键看河水。
店香河在李山村境内蜿蜒十余公里，河水

清澈，环境优美，是村民重要的生产生活用水
源，也是村庄风景中一汪灵动的生机和活力，为
李山村发展乡村旅游增添了色彩。

然而，店香河的水可不香，一度成为“臭水
河”。“以前畜禽养殖户直接将生猪粪便排进河
道，一到河边，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对邻近村民
影响很大……”李山村村民介绍道。

随着畜禽养殖户的增加，店香河流域生态
“欠账”增多，水质恶化、污染严重，成为一条“失
去生命的河流”。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要治好河水，必

须水岸同治共管。”郑国荣说道，“钱包鼓了，可
河水脏了，不能再污染环境啦！”

水里，党员干部带头、群众积极参与，党群
一起下河清淤疏浚，整治河道。岸上，支村两委
干部对养殖户全面摸底、逐户上门宣传政策、督
促业主或公司立即整改。

建沼气池、沉淀池，对畜禽粪污粪污无害化
处理、资源化利用……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陆续开展，河水污染整治行动全面完成。

看到店香河一改往日旧颜，曾经黑臭的画
面已然被水清、岸绿、河畅、景美替代，村民们赞
叹不已。

“水变清了，要想长期坚持，得靠监督。最早
是支村两委干部每天坚持巡河，现在越来越多
的党员和村民自觉参与进来。正是有了党组织
的引领，全村党员村民的支持和参与，才有了今
天的山清水秀。”郑国荣自豪地说道。

“移”出好风气“易”出新风尚

行走在李山村，文明气息扑面而来，形式多样
的公益宣传让人眼前一亮，村规民约、文化宣传墙
等文化制度牌格外醒目。农家书屋里，满墙的书籍
种类俱全、琳琅满目，从农业技术、文学名著，到科
普读物、儿童绘本，应有尽有，可满足各个年龄段
和不同兴趣爱好的读者需求。

在这里，社会主义核心
价 值 观 、村 风 民 俗 、环 境 治
理、婚姻家庭等内容都一一
写进村规民约，切实发挥其
规范、约束群众言行的作用，
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村规民约是大家投票
一致通过的，红白喜事村民
不互相攀比了，村里变得越
来越和谐。村里还时不时组
织大伙儿在村文化大舞台那

边看看电影、跳跳广场舞。”村民李纪说。
曾经，请客收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陋

习，不仅给村民带来了经济负担，更带来了沉重
的思想负担。面对种种陈规旧俗，李山村建立村
规民约、移风易俗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干
部带头积极宣传践行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文明
新风，促进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如今，村民们逐渐改变过去爱面子、好攀比
的旧观念，树立起勤俭节约意识，婚丧嫁娶“瘦
身”简办，形成文明、绿色、节俭的新风尚。大家
纷纷感慨，人情往来少了金钱味，多了人情味。

在李山村，还活跃着一支由村民自发组成
的志愿服务队，郑国荣任队长，每月至少开展一
次志愿服务活动，如卫生保洁、入户宣传等。村
里还不定期组织包粽子、登山等节会活动，丰富
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从脱贫攻坚中走来，
李山村不仅“容颜”更美，且“气质”更佳，一幅村
庄美、人气旺、产业兴、风气好、环境美的新农村
画卷徐徐展开，这恰是李山村昂首阔步走向美
好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阔步振兴路，李山村将继续发展乡村旅游、
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增强服务群众的能力，让
全村村民都富起来，励志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
程中作出表率。

幸福洒满阡陌间
醴陵李山村文明创建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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