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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约定，4 月 27 日上午 9 时
不到，记者来到镇海骆驼街道敬德
村。村党总支书记林建民见面就
说，“余记者，有件急事。早上，村民
反映半江周河出现成片油污，我已
通知了环保局。待会儿，咱们去查
一查”。“好！”记者爽快应承。

很快，区环保局监察大队监理
员胡伟栋来到村里。林建民叫上支
委小杨，四人一起前往。

半江周河是条长不足百米的断
头河，水色发黑，水面上漂着一层油
污。村民说，油污是清早发现的，量
不小，很可能是附近工厂出来的。

我们最先来到离河不远处一
家生产电动窗机配件的工厂。小胡
用撬棍打开厂区几个雨水井盖，仔
细查看管道内水体的颜色。工厂负
责人说厂里设有废油收集池，油污
不会排到河里。但林建民注意到，
厂房地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
油垢，雨水井周边有积水，有可能
形成渗漏。随后，我们来到村委会
旁的一家生产工业缝纫机配件的
工厂。打开厂房后面几个雨水井，
里面全是黄色的污水，一头与厕所
相连，一头直排到村里的下河河去

了。该企业负责人承认，工厂的废
油没有按照规定程序处理，“村里
天天抓治水，可你却在排污，这样
可不行！”林建民毫不客气地说。

虽然发现了一处污染源，但
林建民感觉不放心，一行人又往
西边一路查访。这里集中了 4 家
加工厂，沿着雨水井的走向，小
胡连着打开 10来个井盖，仔细查
看。在其中一家五金加工厂，我
们发现食堂下水管直接接进了雨
水井。林建民用手机打开一个网
页，对老板说，“你得买个油水分
离槽，接到食堂的排污管，只要
花几百元，网购就能买到，这样
餐厨污水的污染问题就解决了！”

“我这是‘久病成医’”，林
建民告诉记者，村里众多的小工
厂存在哪几种排污情况，如何

“对症下药”，几年治水搞下来，
基本了然于胸了。

接连 6 家工厂走访下来，林
建民与小胡分析之后，觉得河面
漂油第一家企业嫌疑最大，“前几
天下大雨，工厂地面油污很可能
混合着雨水冲进河里”。小胡说，
对这家企业，他准备向局里汇报
后，下发通知书要求整改。而第
二家企业的排污问题更为严重，
会报请上级部门立案处理。

林建民说，但凡接到村民排污
举报，不论大小，他作为河长，必须
要实地查看，第一时间处理，“这是
责任，也是保护好水体的关键”。

连续查访六家工厂，探寻河漕漂油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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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武军是鄞州区咸祥镇龚犊
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大朝庵河、咸
祥河兜水缺段、后塘畈河等 8条河
道的基层河长。4 月 28 日，记者跟
随龚武军体验了“河保姆”的工作。

“我管的 8 条河，最长的 1.3
公里，最短的才 100 米。别看河
小，但治理起来不容易。”龚武军
巡河途中介绍，这些河都是乡亲
们家门口的河，跟每个人息息相
关，治水容不得半点马虎。

龚 武 军 掏 出 他 的 治 水 笔 记
本，向记者介绍。咸祥河是鄞州
区 6 条区级劣Ⅴ类河道之一，今
年 12月底前要完成治理。这些小
河都是咸祥河的“毛细血管”，能
不能管好这些河，直接影响到咸
祥河的水质。

记者跟随龚武军来到大朝庵
河边，他指着紧挨河道的一片瓦
砾说：“这里最严重的时候，河面
密密麻麻的水葫芦，离河很远的
地方都能闻到腥臭味。河岸边还
有一个养猪场，年出栏 300 多头

猪，一年净利润十几万元。说实
话，拆除养猪场我也很心痛，毕
竟影响了乡亲们的生计。但治水
先治岸，拆除沿河的养殖场是治
河的前提。”

在龚犊村，曾经有好几家养
殖场。龚武军三番五次找养殖户
促膝长谈，有的养殖户有抵触情
绪，甚至翻脸说了难听的话语，为
此他多次吃了闭门羹。功夫不负有
心人，通过一次次做工作，一家养
鸡场完成了拆迁，紧接着其他几
个养殖场场主也签订了拆迁协议。

“控制了面源污染，河道水质
慢慢提升。但由于拆迁，也在两
岸留下了一个个伤疤。”记者和龚
武军沿着河道走了一圈，深一脚
浅一脚的河岸，十分不好走，龚
武军的眉头越拧越紧。养殖场拆
迁后，龚武军向镇里建议，将河
岸打造成休闲小长廊。在镇政府
和水利部门的支持下，目前已完
成驳坎工作，即将进入泥土回填
和绿化工程阶段。

下午 2 时半，太阳火辣辣地
当头照着，记者额头冒出了汗，龚

武军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天越来越
热了，必须加快进度，再过些时
候，就进入夏天了，岸边的绿化工
程就不好做了。”

巡完河，龚武军带着记者检

查大朝庵河的水泵房。正在这时
候，他的手机响了，镇农办主任
找他商量咸祥河兜水缺段的治理
工作。“索性去现场吧。”龚武军
在电话里说。

在兜水缺段河岸，龚武军、
记者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围坐一
团，商量怎么给兜水缺段量身定
制治理方案。经过近半个小时的
讨论，大家决定以清淤疏浚为突
破口整治兜水缺段。“挖出来的淤
泥堆放在哪儿是个大难题，看来

‘五一’小长假，我没法出去了。
在村里找到淤泥堆放的地方，心
里才踏实。”龚武军说。

龚武军：控制面源污染，给村河去“病根”

“有污染，找
河长”，这是河长
的责任和担当，也
是百姓的期待和信
任。河长是河道爱
水、护水、治水的
生力军。自全市剿
灭劣Ⅴ类水誓师大
会召开以来，我市
各级河长积极投身
剿劣工作，汗流浃
背成了他们的工作
常态。

2013 年 ， 浙
江省委省政府做出
了“五水共治”的
重 要 战 略 部 署,

“河长制”是重要
抓 手 之 一 。 我 市
2014 年开始推行

“河长制”，至今年
3 月 ，“ 河 长 制 ”
管理模式已覆盖我
市 7515 条 河 道 、
4606 个 小 微 水
体，河长参与治水
已落实到每一条大
江小渠。

在宁波，各级
“河长”均有明确
分 工 。 市 级 “ 河
长”负责指导实施
所联系的乡镇（街
道）水环境综合整
治规 划 ， 协 调 解
决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 做 好 督 促
检 查 工 作 。 区 县
( 市)、 乡 镇 （街
道） 级 河 长 具 体
承 担 包 干 河 道 治
理 工 作 的 指 导 、
制订“一河一策”
治理方案，推进河
道整治和保洁、截
污纳管、生态修
复、水质改善等水
环境治理工作。

实 施 “ 河 长
制”后，我市给每
条河竖了河长公示
牌，明确“河长”
姓名、职务、治理
目标和投诉电话等
内容，方便群众监
督投诉。广大河长
也“用脚步丈量河
道 ”， 摸 清 “ 家
底”，及时发现、
反映、解决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
人。相比2014年以前，全市河道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河面
漂浮减少了，排污口变少了，水质
变得干净了，岸边散步的人多了，
群众对河道及两侧发生的变化经常
啧啧称赞。去年12月，浙江“河
长制”工作得到中央高度肯定并作
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说，眼下
要继续发挥“奋战200天·剿灭劣
Ⅴ类水”的精神士气，尤其要发挥
基层河长的作用，加大巡查力度，
让广大“河长”坚持督在关键处、
导在点子上，以督导促整改，确保
剿劣行动落实到每一个“神经末
梢”。（本报记者 王博 通讯员
徐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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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建文

此时，已快上午 11 时。连着
查访了两小时，记者颇感疲惫。林
建民却意犹未尽，“余记者，咱们
接下来去巡河吧，顺便看看敬德
村的治水新发明”。

敬德村是骆驼街道的大村，
人口上万人，土地近2000亩。今年
36 岁的林建民是个成功的商人，
2013年他到村里担任党总支书记，
同时也成为全村16条村河的河长。

“这 16 条河全部都是断头
河，河水是死的，常年发黑发臭”，
林建民说，五水共治开展以来，村
里治水投入了七八百万元，而眼
下剿灭劣Ⅴ类水，当务之急是要
把16条“死掉”的村河“救活”。

记者跟着林建民来到其中一
条小吴家河。小河长近 200米，一
头与外面大河连通，沿岸住户众
多，排放的生活污水是最大的污

染源。一路走到河的尽头，一道道
水柱正从海碗粗细的管道中喷射
出来，颇有声势。林建民说，这就
是村里发明的水循环系统，使用
抽水泵，用水管将外面大河的水
抽进来，再在小河另一头的管道
上打洞喷水，让整个断头河的水
循环起来，“俗话说，流水不腐。我
们还在河里设了道拦水坝，控制
水位，提升流速，加速水质净化”。

“村里的这个办法确实好，河
水不臭了，环境好了很多”，住在
河边的郑婆婆说，臭河困扰了沿
河村民好几年，靠一时清淤也没
解决问题，“现在水‘活’了，今年
夏天蚊子也会少许多”。

“这套水循环系统已使用近
一个月了，效果不错”，林建民对
此颇为自豪。他掰起指头仔细算
账，每条断头河要安装一个功率
7500 瓦 的 抽 水 机 ， 可 自 动 控
制，平时开 3 小时关 3 小时，夏
天时开 1 小时关 1 小时。每条断
头河水循环系统建设费加上使
用、维护成本，算下来一年需要
3万元左右，村里负担得起。

随后，林建民带记者来到祝
家小河边，河道中流水汩汩，还新
放置了一块块绿植板，用于净化
水质，已有了几分小桥流水人家
的意境。“治水，还是要用老办
法”，林建民想出一套治理小微水
体的“六部曲”，打捞垃圾、河底清
淤、活水循环、水草种植、拦坝蓄
水、截污纳管，“一步接一步做，效
果会逐渐显现”。眼下，“六部曲”
的前 5 步正在实施，而最重要的
是截污纳管，需要街道和有关部
门帮助来进行。

两条断头河巡查下来，已是
中午 12 时多了。像这样的巡河，
林建民已数不清走了多少趟，村
里的每一条河、每一口池塘，他都
知根知底。“把河治好，是村民最看
得见、最关心的实事。作为河长，不
仅要用脚步丈量河情，更要用脑子
来治水引流，为村民造福”。

创新“水循环”，让断头河死水“活”起来

记者和龚武军巡河记者和龚武军巡河 （（何峰何峰 摄摄））

编者按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今年7月底前要消
除市控劣Ⅴ类水断面，10月底前要消除县控劣Ⅴ类水断面。
根据这个时间表，目前我市剿灭劣Ⅴ类水的时间点和目标任
务均已排定，各地以“污水零直排区”创建为载体，抓住重
点，精准发力。

针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整治，
“一点一策”推进断面所在区域零直排，“一河一策”同步跟
进综合治理措施。

前阶段，各区县（市）、乡镇（街道），特别是63个重点
乡镇 （街道） 进行了“地毯式”排查摸底，把剿灭劣Ⅴ类水
的工作向断面所在河流的上游和支流延伸，向小河、小溪、
小沟、小渠和小池塘延伸，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为了给剿灭劣Ⅴ类水攻坚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从今天
起，本版推出一组“深化走转改 走进剿劣一线体验报道”。
记者将跟随河长、治水科技专家、督导员和志愿者等，深入
治水一线，采集鲜活新闻，体验他们的工作，及时报道各地
剿劣的新动态、新进展和好方法。今天，推出系列报道的第
一篇：跟着敬德河长巡河“查案”。

跟着敬德河跟着敬德河长巡河长巡河““查案查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右右）） 与河长一起巡河与河长一起巡河

记者走向治水现场记者走向治水现场 （（徐能徐能 摄摄））

排查污染源排查污染源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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