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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
——五防协同牢牢掌握防汛主动权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全
球风险报告》直言：未来十年，全球
首要风险不是武装冲突，不是社会
分化，而是极端天气事件。

在 世 界 的 地 图 上 ，位 于 北 纬
27°、东经 113°的株洲同样遭受“水
深火热”的干扰。

以暴雨为例，去年入汛以来，株
洲经历了 14 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
程，平均累计降雨量较历年同期偏
多 40.64%。视线再往前，株洲暴雨、
干旱等极端天气也时有发生，2022
年，株洲遭遇了 1961 年以来综合强
度最强的旱情。《2023 年株洲市气
候评价》中提到，自 2000 年以来，株
洲地区气温均为上升趋势。

凡事预则立。
面对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增强、

影响范围更大的现实问题，全市水利
系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扛牢防汛抗灾天职，人防、技防、
工防、物防、智防“五防”协同，以自身
的确定性来应对气候的不确定性。

在技防方面，调度水库拦蓄洪
量约 5.6亿立方米；创新开展“四送”

（送巡查规程、送查险工具、送技术
指导、送现场培训）行动，市县两级
共派出巡查督导组 1194 批次 5666
人次巡堤、巡库。市级水利抢险专家

“三班倒”做好技术支撑，累计派出
专家 144批次 482人次。

在工防方面，常态化开展水利
工程安全隐患自查，去年全年排查
隐患 1309 个并全部完成整改，加快
推进渌水流域系统治理和“引洮润
株”两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 3 个灌
区改造项目、2 个城市防洪圈闭合
达标、2 条山洪沟防洪治理、76 座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等重点项目。

在智防方面，强化数字孪生水
利建设，加快 2024 年北斗规模应用
示范场景建设。市、县政府推进智慧
水利和水利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在备汛工作中的支撑作
用，无人机、无人船、智能语音监控
设备各显技能。“十四五”期间，我市
计划实施 900 座小型水库建设雨水
情测报和 174 座大坝安全监测项
目，同时建立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系统，设立雨水情遥测站点 780
处，持续提升防汛抗旱的效能。

五防协同，牢牢掌握防汛主动
权。去年汛期，全市水利部门积极迎
战 14 轮强降雨，特别是有力应对了
台风“格美”期间引发的洣水茶陵站
2011 年建站以来第一次超保洪水、
湘江株洲站近五年来最高水位，保
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炎陵“7·27”特大洪灾抢险列入
全国应急抢险典型案例。该县对 35
座水库、137处山洪灾害危险区明确
行政、技术、管护责任人。编制修订相
关应急预案，将重点环节、流程数字
化导入平台，进行模块化指挥调度。
修建县乡综合应急物资储备仓库，调
拨 1000余万元，配足冲锋舟、抽水机
等应急物资，为应对险情做了充分准
备。7月下旬，该县出现罕见极端强降
雨天气，造成G106中村桥垮塌，中村
瑶族乡鑫山村发生 3264立方米的滑
坡。因为科学布局，应对有力，最终无
一人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

全市水利部门勠力同心、守水尽
责，确保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
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
冲击的“四不”目标，向党和人民交出
一份满意的答卷，兑现了“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定承诺。

从“水源地”到“水龙头”
——争资引项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田间
“毛细血管”通了，水蓄得足、引得
出、流得畅，春灌有序开展。

位于渌口区龙门镇清塘村的水
渠续建配套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
忙着清淤砌墙、整修沟渠。该水渠由
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淤泥堆积，上
游水源到达该村需要一个星期甚至
更长时间，难以满足农田灌溉需求。

去年以来，渌口区加快补齐农
村水利短板，共申报 217 口山塘、10
处泵站、4 公里渠道建设和管护项
目，多措并举筹措资金，积极发动群
众共建，目前年度任务总体完成进
度为 100%，续建配套项目加快推进。

渌口区水利局联合镇村及时进
行项目公示，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组
织受益群众全程参与项目建设和监
督，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小型农业水
利设施建设和管护的积极性，营造
大干小型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的良好
氛围。改造后的水利设施，可新增蓄
水能力 45 万立方米，恢复和改善灌
溉面积 1.76 万亩，为来年春耕生产
打好水利基础。

灌溉节水，让活源水润泽丰收
田。加快构建从源头到地头的高标
准灌溉体系，我市持续实施小型农
业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三年行动，
清淤整治山塘 1068 口、更新改造泵
站 60 处、畅通“中梗阻”渠道 47.8 公
里、清淤整治山上经济作物灌溉保
障山塘 154口，提前（或超额）完成年
度任务。抓好省、市“十大重点民生实
事”，新增蓄水能力 439.4万立方米，

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 5 万亩，超额
完成年度任务。

保障供水，让放心水流进千万
家。我市多方筹集资金 1.85亿元、组
织实施 50 处农村供水项目，全市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
覆 盖 农 村 人 口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92.89%、63.34%，超额完成省定目标
任务；启动 90 处农村供水中央维养
项目，积极实施千吨万人、千人工程
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建设，全市 9 个
县市区全面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
管，计划 2025 年底全部落实到位，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保持动态清零。
其中，天元区完成城乡供水一体化
项目审批，目前正在实施的一期工
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三门镇、雷
打石镇进行管网延伸全覆盖，铺设
供水主管道及农村入户支网 540 公
里，新建加压泵站 30 座，可惠及农
村饮水人口 6.43万人。

紧扣“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
目标，全市水利部门在规划、建设、
管理上狠下工夫，把争项引资作为
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全年水利投入超 37 亿元，项目投资
突破历史。着力破解水源、水质等难
题，“引洮润株”引调水工程等 7 个
水利项目进入市“十五五”重大项目
库，总投资 377.15亿元；稳步推进大
垅灌区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渌水
流域系统治理、洮水灌区与“引洮润
株”引调水工程列入 2025市“十大基
础设施项目”，24个国债水利项目建
设任务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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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风景线”到“乡村打卡地”
——大江小河成为群众幸福河湖

湘江（株洲段），澄江似练，逶

迤北上。蓝天、高楼、绿树倒影其

中，交相辉映。横跨湘江的大桥如

虹悬挂，托起这座工业城市的速

度与激情。湘江风光带，市民观景

拍照打卡，感受与河相伴的民俗

和文明。

株洲是全国唯一以“洲”命名

的城市，境内河川纵横，溪沟密布，

水系发达，流域面积 10 公里以上

河流 336 条。其中，湘江、渌水、洣

水等“一江两水八港”以及万丰湖、

东阳湖、酒埠江、大京水库都是我

市水资源的珍贵宝藏。

从江面到江心，从水上到陆

地，从干流到支流，从上游到下游

全过程管护——

湘江保护与治理省“一号重

点工程”三个三年行动，累计投入

500 多亿元，1500 多个重点项目，

清水塘老工业区 261 家企业实现

全部关停搬迁 ，破解了“重化围

城”之困，大湖、霞湾港等七大重

金属污染治理项目，“4+1”轮值巡

查、“三长两员”监管体系、黑臭水

体整治、禁捕退捕、“四乱”问题整

治等行动全面推进，确保了长治

久清之效。

洣水经过大力整治非法采砂、

畜禽养殖污染及农村生活污水等

问题，重焕秀美景色，成为乡村振

兴的新画卷，寄托着湘赣边区村民

们的乡思和幸福。

渌水经过湘赣两省探索省际

河流共管共治，实施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从立法层面入手，打破行政

区划界限携手治水，实现上下游联

动，渌水持续变清。

“一江两水八港”生态显著改

善，基本实现了“全域二类水”，全

市地表水体水质优于国家 III 类

标准。

从大江到小河，从城市到乡

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

住乡愁。

万丰湖经过系统治理，这里

已成为株洲市民的网红打卡地，

荣获株洲市城市绿化养护优秀公

园、湖南省美丽河湖、国家水利风

景区等荣誉。在此基础上，万丰湖

（水利风景区）海绵城市升级改造

项目加快实施，届时将成为株洲

市乃至湖南省首个海绵城市科普

实践园。

东阳湖通过“以鱼保水”“以鱼

治水”，区域水质、优化水域环境持

续提升，优于Ⅱ类水质，成功创建

国家湿地公园，目前是我市第二

水源地，物种资源丰富、生态环境

优美，享有“湖南千岛湖”“井冈山

下第一湖”“百里画廊”等美誉。

……

株洲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推进“一县一示范”

“一乡一亮点”建设，让每一条河湖

流淌着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
——两山论引领“以水兴株”的样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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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全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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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化工围江困局，清水塘迎

来新天地。261 家企业关停退出，

逾 60 家企业实现转移、转型，片区

价值正快速上升，产业聚集效应在

此凸显，科技创新、高端智造、文创

商贸、口岸经济四大产业区及相关

配套住宅区相继落地，一个又绿又

新的清水塘拔地而起。

根治洗水行业污染，芦淞服饰

高质升级。新建“全国第一，亚洲一

流”水准的洗水工业园，每年洗水

能力达 1.5 亿件，日处理工业污水

2 万立方米，原来的“黑产业”变成

如今的“绿产业”。株洲的服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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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水促产振兴乡村，江边辣

椒名扬四海。“省级美丽河湖”昭

陵港不仅承载了当地的特色文化

和美丽的故事，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休闲游玩，带动乡村旅游发展。沿

岸的河长制农产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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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产业因水而兴，绿水青

山育财富。沔水样板河经过勠力

整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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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通

过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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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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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绿水正在变成金山银山。每

年，沔水神农谷景区接待游客六

七万人次。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是“以水

兴株”的样板经验，也是“两山论”

在株洲大地的开花结果。图片由市水利局提供

湘江北去，春水如潮。
2011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株视察，
伫立湘江岸，语重声长地说：“要从抓好生态建设、节能减

排上入手，做好湘江流域治理，为株洲绿色发展引航。”
殷殷嘱托犹在耳畔。
牢记于心、践之于行，株洲上下一心、勠力同行，牢牢扛起“守

护一江碧水”“治水兴株”的政治责任，扎实推进“一江两水百河千库
万塘”综合治理，河湖管护持续提档、提效、提质。

湘江株洲段、洣水水质持续保持或优于国家Ⅱ类标准，渌江水质从
Ⅲ类提升到Ⅱ类，全市地表水体水质优于国家III类标准；攸县酒仙湖、
株洲湘江风光带、万丰湖水利风景区荣获国家水利风景区称号，湖南
省级美丽河湖有16条；株洲市荣获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中国绿
水青山典范城市和2023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

胜日寻水满眼新。一方水，成为安民、惠民、乐
民、富民的重要载体，也是勾勒“培育制造名

城、建设幸福株洲”的彩墨。

湘江株洲段水清景美湘江株洲段水清景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