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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张黎升
通讯员 王瑾琛

“西塘河水清又清，我家就在
河边住……蓝蓝天空白鹭飞，清清
河水鱼儿游……”上周四上午 8 时
半，笔者来到海曙区白云街道牡丹
社区西塘河边时，只见 20 多名身穿
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哼着社区志愿者
编写的《治水歌》，正在捡垃圾，扫树
叶，挂标示牌……忙得满头大汗。

“三定”“四法”行之有效

有43名志愿者的牡丹社区护水
队是海曙区70多支民间护水队中的
佼佼者，不仅是宁波市首支社区居
民自发成立的护水志愿者队伍，也
是获得省“五水共治”工作先进集
体中唯一的民间团队。“一年 365
天，每天早上8时到9时，下午2时
到 3 时，护水队会安排两三名志愿
者沿着社区周围的西塘河和后王河
巡查，监督河水状况、劝导不文明
行为、宣传治水等。”牡丹社区党
委书记董玲红是辖区三条河流的河
长，曾获得“浙江省首届优秀基层
河长”称号。她告诉笔者，社区总
结出的定时间、定路线、定内容，
老少牵手法、邻里互助法、亲情化
解法、身体力行法这“三定”“四
法”护水方法行之有效，居民的生
活环境更美了。

行走在水清岸绿景色宜人的西
塘河边，头顶偶尔掠过几只白鹭，
阵阵微风拂面，一派唯美的江南水
乡风情。突然，一个正在河岸边清
洗衣物的身影映入眼帘，护水队员
连忙上前劝阻。不料遭对方呛声：

“我从小生在河边长在河边，习惯
了在河里洗衣，再说在河边洗衣物
不犯法，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大家听后耐心地指出：“洗衣
粉里的磷等化学物质对河水有污
染，如果每个人都到河里洗衣，那
我们这么美丽的家园就不复存在，
你不希望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糟糕的
环境吧？”一名护水队员拿出新近
出台的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指出其中第二章“基本行为
规范”第八条中规定不得实施“在
饮用水水源地或者市和区县(市)人

民政府公告确定的主要景观河道内
实施洗涤、游泳、捕鱼等危害水
体、妨碍市容的行为”。听了大家
有理有节的劝说，洗衣物者快速收
起摊开的衣物，默默离开了。

护水队员继续沿着西塘河往西
巡视，猛地发现河面靠近河岸的一
角中，河水有些浑浊并连着一片油
污。“西塘河流域很长，在牡丹社
区段的水质与天气、环境等因素相
关，这片油污有可能是上游企业排
污，也有可能是周边排水管堵塞造

成的。”董玲红分析，“我会将这一
情况立马上报给街道相关部门，组
织专业人员排查原因，将污染消灭
在源头。”

护水队员继续沿着丽园路、沁
园街的河边一路巡视，沿途又劝退
了两批洗衣物者。随行的护水队负
责人严婉贞一边捡拾岸边草丛里的
塑料袋和碎玻璃，一边对笔者说：

“护水队全年无休轮流巡河，投入了
2000多人次，光宣传牌就制作了100
多块。现在在河岸边洗衣的人少了，
西塘河水岸环境的变化有目共睹。治
水要靠大家的力量，共同维护我们美
丽的家园。”

社区内外共同护水

9 时 40 分，笔者来到安丰社区
丰馨苑小区庙前河的木质亲水平

台 ， 只 见 河 水 清
澈，两岸高楼倒映
在水中，一座木质
小 桥 架 在 水 面 上 ，
沟通着东西两岸。岸

边绿树成荫，草地上
粉紫的花朵迎着阳光在

灿烂地开放，令人心旷神
怡。
沿着河岸望去，有20名志愿者

正手持大垃圾袋在岸边捡拾起草地
中的废弃物。“他们已经在河边巡
河一个多小时了。”安丰社区党委
书记陈赛花介绍：“社区不仅有河
叔、河婶两支 47 人参与的护水队，
还作为浙江万里学院、浙江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和宁波大红鹰职业技术
学院的社会实践基地，吸引了 3 所
高校的青春护水队。”

当天，今年80岁的汪成裕老人
也参与到护河工作中。退休前他是
一名环保专家，对污水处理颇有研
究。如今，他担任了社区护水培训
老师，为志愿者讲解治水知识，指
导志愿者更好地宣传治水。他还每
天早晚两次自发巡河，一旦发现问
题立刻报告社区。他指着河中的水
草告诉笔者：“以前这里水质发黑
发臭，得益于清淤、截污纳管、放
养鱼苗以及在河中种植生态水草等
综合治理措施，现在河道水质提升

明显，环境也舒心了。”
当天参与青春护水队的是来自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10名大学
生，队长陈鑫淇和队员正拿着垃圾
钳或垃圾袋，在岸边的草丛中仔细
查看。“我们每周会轮流来社区护
水。”陈鑫淇说，大学生能结合自己
的专业特长，提供更深层次的助力
治水工作，比如动态地检测水质，更
加广泛地推广宣传剿劣知识。

陈赛花告诉笔者：“丰馨苑小
区是拆迁安置小区，1700多户居民
大多是原来居住在这里的联丰村村
民，洗脚上田后，村民的生活习惯
一下难以改变，每天可见在河里洗
衣者，在河边垂钓者也屡见不鲜，
志 愿 者 的 宣 传 劝 导 工 作 很 有 必
要。”话音刚落，就看见河岸边一
名垂钓者的身影。

“河里的鱼是河水生态修复的
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偶尔钓上来几
条鱼对水质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每
位居民都这样做，那小区优美的环
境就要遭到破坏了。”陈赛花对垂
钓者说，对方听了连连点头，收起
鱼竿准备打道回府。“下一步，我
们还要在河岸边设立宣传牌，培
养 居 民 护 水 治 水 的 意 识 和 好 习
惯，大家一起做治水护水的践行
者、推动者、宣传者和监督者。”
陈赛花说。

海曙志愿者
“捏指成拳”助力水清岸绿家园美 前不久，宁海县胡陈乡向全体团员青年

发出“召集令”，动员大家争当“河小二”。
当天，就有几十名“河小二”利用休息时
间，对辖区河道、池塘等小微水体的生活垃
圾、漂浮物进行了清理。有些“河小二”还
拿起垃圾袋、火钳，沿河“找茬”，将水
沟、水渠内的杂物统一清扫。

自剿劣冲锋号吹响以来，我市迅速启动
“30 万志愿者服务治水”文明行动，动员各
地志愿者投身治水第一线，勇当“治水先
锋”。到目前，全市有各类治水志愿服务队
伍 1200 余支，1237 名河长助理上岗到位，
100200 名志愿者加入“河小二”队伍，755
项问题上报反馈，为誓夺“大禹鼎”贡献力
量。

党员志愿者是剿劣“先行军”。水利、
环保、农业等部门的党员分赴剿劣现场“问
诊”；高校党员积极开展“科技治水下基
层”服务；农村党员带头河道清淤、水体排
查；城市社区党员踊跃宣传“剿劣”政策和
节水知识……在慈溪古塘街道，党员积极投
身“百米河道”志愿岗，每周至少一次巡
河，打捞河面漂浮物，清除沿河杂物，向居
民发放倡议书。

以“河小二”为代表的青年志愿者是剿
劣新生力量。全市共青团建立青农、青工、
学少、青联四大“河小二”作战指挥部，划
分 14 个作战区；对应全市所有的 3 个市控、
24 个县控劣Ⅴ类断面所在流域和 1210 个劣
Ⅴ类小微水体的“河长”，配备“河长助
理”专业志愿者 1237 名，把所有专兼职团
干部和志愿者力量调动起来，组建“河长助
理”服务体系。

为营造全民剿劣氛围，我市已开展 10
万社会基层志愿者剿劣监督活动。其中，8
万城管义工组建“排水许可证执法助理”专
业志愿者队伍，配合排水部门进企业、进商
家宣传指导；组织百名女河长、千名巾帼护
水志愿者、万户家庭参与“五水共治”活
动；组织万名“五老”志愿者以“随手拍”
的形式监督剿劣。5月10日，烈日当头，十
余名城管义工跑了北斗河、西塘河、护城
河、庙后河等 4条河道，手握仪器，一丝不
苟地测量 PH 值、氨氮等水质指标数据，用
新技术助力剿劣行动。

激活每一条河道的“毛细血管”，我市
广泛发动民间力量参与剿劣。在北仑，7位

“企业河长”走马上任；在海曙，退休老人
汪成裕每日巡河，被称为“民间河长”；在
高校和研究机构，选拔出 41 名专家组成

“智囊团”，攻克治水技术瓶颈；在象山，文
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剿灭劣Ⅴ类水，以书画
展、摄影展、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形
式，歌颂最美治水人。

（本报记者 王博 通讯员 洪智芝
徐益霞）

三
十
万
志
愿
者
助
力
剿
劣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陆金妹

5 月 11 日上午 9 时许，笔者来
到镇海骆驼街道朝阳村村委会。村
委会主任沈明江和五六名志愿者拿
着抄网、垃圾袋，早就做好了准
备，“余记者，戴上帽子，我们这
就巡河去！”

朝阳村是个典型的平原水乡村
庄，纵横交错的河网，将两岸农田
分割成一块块的绿毯。出了村委
会，一拐弯，眼前就是百丈港河。

“这条是镇管河道。朝阳村共有 6
条大河，其中五星河、西大河由区

领导担任‘河长’。另外 4 条河由
街道领导当‘河长’。剩下的小支
流、河漕，就由村里来打理了”，
当了 20 来年的村主任，沈明江对
全村的河情可谓知根知底。

今年的治水剿劣行动中，朝阳
村的责任区除了一条 200 来米长的
断头河外，还有村里的 10 几个河
漕，这也是志愿者巡查的重点。

一行人来到里新屋自然村，这
里有两个河漕，每个面积二三十平
方米。沈明江当即进行分工，3 人
捡拾周围农田垃圾，两人清理河漕
和河道杂物。笔者拿了把钳子，跟
着老沈钻进绿化带，一起捡垃圾，
清理枯枝杂物。当天，气温已接近
30摄氏度，高一脚低一脚地围着河
漕转了两圈，垃圾没捡出多少，笔
者的手臂已被初夏的太阳晒得有点
刺痛。

“这两年搞洁美村建设，村民
也自觉了，乱扔垃圾现象很少”，

沈明江说，农田、绿化带的垃圾，
多是被风吹起的废弃包装袋、餐饮
盒，要及时清理，否则掉入河里，
打捞就麻烦多了。

作为巡河志愿者，眼睛主要盯
的是河道、河漕，时时留心水质状
况，以及沿岸的动态情况。一旦发
现有污染，第一时间报告并进行相
应处置。沈明江说，朝阳村已组织
起一支 16 人的巡河志愿者队伍，
整个村庄分东西两个片区，每个片
区基本上隔天巡查一次，每次要花
上小半天时间，“巡河是体力活，
志愿者一般是五六十岁的村民，干
得动，对村里情况又熟悉，效果比
较好”。

巡河途中，老沈常常钻到犄角
旮旯里探寻，查看沿岸的排水口。
老沈说，朝阳村是由老朝阳、老庙
港两村合并而成，下辖 10 个自然
村，人口近 4000 人，地方很大，
现存耕地还有 1000 多亩。这几年
搞“五水共治”，全村实施了截污
纳管工程，家家户户的生活污水都
接进了污水管，但在巡河中，对小
沟小渠也要多留心，防止出现污水
跑漏情况的发生。

沿着百诗长廊一路走，笔者发
现百丈港河边的几根排水管上系着
绳子，底下似乎有网笼。年已七旬
的老党员章杏申手持竹竿，与笔者
一起站在岸边的木桩上，费了好大
劲，才把沉在河底的一张六七米长
的地笼网拽到了岸上。老章说，这
种地笼网属于禁用的违规网具，被
人废弃在河里。街道已经有了安
排，这些网具过阵子会全部统一打

捞、清理掉，“像电鱼、张网捕鱼
等行为，也是我们巡河重点盯防的
目标，一旦发现要及时制止”。

“村里的 10 几只河漕，都是死
水。如何保护、净化河漕水质，是
当下的一大难题”，沈明江说。循
着蜿蜒的水管，老沈带笔者来到
100 多米外的另一处河漕。河漕
边，两三个村民正在洗衣服。当
天，村里通过水泵抽取河水给河漕
换水。水面上，大片玫红色的鸢
尾花开得正艳，加上大丛的芭蕉
以及岸边的竹林，构成一幅美丽
的水乡画。志愿者老俞说，这些
水生植物是净化水质的帮手。这几
天温度回升快，河漕里红虫都出来
了，要用抄网尽快捞掉，否则水会
变臭。

“河漕的污染，得想办法治”，
村民老吴告诉笔者，里新屋的河漕
有五六米深，早些年水很清，周围
村民喝水就靠它。那时候有约定俗
成的“护水村规”，谁要是在河漕
洗衣洗菜，会被谴责的。但后来家
家户户通了自来水，河漕反倒成了

洗衣洗菜池，水质越来越差。“这
话说得对。现在政府大力倡导治
水，我们要把护水的好风气重新唤
回来”，沈明江马上接过话头说，
村民有些生活习惯还要改一改，大
家一起携手，把家门口的水呵护
好。

上 午 11 时 多 ， 巡 河 告 一 段
落。老沈把几名志愿者集中在河漕
边，商量治理洗衣洗菜的水污染问
题，“作为剿劣志愿者，我们不光
自己要当好表率，不排污，巡河时
还要多动嘴，向村民多做宣传、劝
导工作，尽量减少污水入漕”，老
沈诚恳地说。

回到村委会，沈明江立即和村
党总支书记唐小明碰头商量。“一
些村民放置的洗衣板是往河漕倾斜
的，这样一洗衣服，污水都流到漕
里了。能不能改一改？比如弄一块
挡板，再在下面接个管子把洗衣水
引出来”。唐小明连声说，“老沈这
个主意好，可以先选几个点试验
下!而 且 管 子 后 面 不 妨 再 挖 条 小
沟，与污水井联通，改造应该花不

了多少钱。”
当天，是 61 岁的沈明江最后

一次作为村委会主任巡河。对于老
沈来说，意义显得非同一般。今
年，老沈主动让位。两天后，朝阳
村将选出新一届“当家人”。唐小
明书记告诉笔者，老沈虽然从村领
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服务村民之
心却没改，还主动承担起村里环境
卫生整治、垃圾分类和绿化相关工
作，“这可是 3 件最苦、最难做的
活。我跟他搭班 13 年，老沈为人
非常本分，做事勤勉踏实，很令人
放心。此外，作为网格支部的领头
人，他还拉起了一支党员志愿者巡
河队，为村里治水剿劣做了很多
事”。

沈明江说，他是地道的朝阳村
人，喝家乡的水长大。守护一方清
流，就是守住村庄的“根”。“剿灭
劣Ⅴ类水，是造福子孙后代、推动
村庄发展的大好事，每个人都责无
旁贷。作为剿劣志愿者，我要当好
宣传员、劝导员和保洁员，为治水
贡献力量。”

““护好每一口河漕护好每一口河漕，，就是守护村庄的就是守护村庄的‘‘根根’”’”
——跟着骆驼朝阳村志愿者来巡河跟着骆驼朝阳村志愿者来巡河

新闻多一点

本报记者与志愿者打捞河里的地笼网本报记者与志愿者打捞河里的地笼网。。（（陆金妹陆金妹 摄摄））

沈明江与志愿者一起清理河漕周边环境沈明江与志愿者一起清理河漕周边环境。。（（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牡丹社区护水队在西塘牡丹社区护水队在西塘
河畔护水河畔护水。。（（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安丰社区护水志愿者在庙前河合影安丰社区护水志愿者在庙前河合影。。（（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