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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张朝峰

提到水，慈溪横河人总有点
爱恨交织。这里河网密布，宽阔
的东横河从东而西横贯全境，梅
湖水库更是令人难忘的山间明
珠。但此处地势低洼，遇到强降
雨天气时，处于姚江水系末端
的东横河经常外溢倒灌，因为
下 游 的 姚 江 出 海 口 要 “ 消 化 ”
的排水量远不止这一处。这里
的污水管网也居于慈溪市末端，
常因为管网持续高水位导致污水
外溢。

正因如此，横河的镇村干部
把巡河护水当成了头等大事。100
多名镇机关干部都有自己的联村
护水小组，和村干部一起，每周一
次的巡河成为雷打不动的惯例。
好些镇村干部说，看到河水就忍
不住走过去看看。由于镇上前几
年大刀阔斧的“清三河”举措，目
前的治水督导员很少发现严重的
工业污水问题，但不时冒出来的
小问题让大家不敢放松警惕。

顶着正午的大太阳，跟着该
镇城建办副主任周观庆，沿着 6
公里的浒山江走起来。笔者累得
气 喘 吁 吁 ， 他 却 走 得 非 常 轻
松。“走得多了就练出来了，在
微信朋友圈里，我是不会掉出
每 日 步 数 前 三 名 的 ！” 一 路 走
着，沿途有不少村民和他打招
呼，有几个还在自发收拾岸边
垃圾。周观庆感慨地说，以前
老 百 姓 不 相 信 治 水 会 动 真 格 ，
现在却舍不得把好不容易弄干净
的河道再变脏了。

行至镇里人俗称的“老钢
厂”，周观庆放慢脚步，蹲下身
子仔细检查。原来，这里是一片
几十年前建立的老工业区，如今
钢厂早已迁走，多家小微企业租
用了这片厂房。长年下渗的工业
用油藏在周边土壤里，时不时在
河面上“冒个泡”，让周观庆很
是头疼。“稍微漏出几滴油，就

会在水面上形成一大块油膜，隔
绝了空气后，水体含氧量降低，
水质会受到影响。”他说，镇上
轴承企业很多，为防止轴承企业
废油污染水体，横河镇投资近
千 万 元 建 造 了 含 油 废 水 处 理
站，动员 200 余家轴承企业修
建了隔油池，由处理站不定期
上门收集含油废水进行集中处
理，现在的日处理能力达到了
120 立方米，每年运行费用超过
100 余万元。如今，企业环保意
识大幅提升，偷排现象几乎
绝 迹 ， 但 改 造 “ 老 钢 厂 ”
周边土壤需要大量资金，
治水经费却是有限的。

“治水的钱要花在
刀刃上，我们多跑多
看 也 能 及 时 解 决 问
题 ， 不 觉 得 麻 烦 。”
在每次巡河中，这一
区块都是周观庆的重
点排查对象。这天，
也有一小块油膜被他
逮个正着。他拿出手
机，在督导员微信群里
发个照片，镇里自己组织
的保洁队伍不到半小时就派
来了工作人员。他们赶紧拿出
一块白色的吸油毡，将它铺到油
膜上方。“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
次，每次都能在半小时内吸附干
净，防止油膜扩散。”周观庆指着
保洁队员说，“真难想象，以前他
们的保洁船几乎是贴着河里的淤
泥走的，船底漆黑一片。”现在，河
面镶嵌着人工浮岛和野生水草，
岸边常能见到垂钓者，水质基本
上达到了Ⅴ类以上。

一路向南，碧波荡漾的梅湖
水库镶嵌在群山中，山上偶见
零星的白色物体，那是种杨梅
的大棚。水库边有位年近七旬
的 老 人 正 在 弯 腰 打 捞 浮 萍 。

“我 们 的 方 言 管 这 些 东 西 叫 作
‘薸’，它成片爆发的季节性很
强 ， 过 了 5 月 才 会 消 停 。” 老
人是梅湖村的党总支书记俞渭

张 ， 他 说 ，“ 薸 ” 在 以 前 是 喂
鸭子的好饲料，现在成了影响
水质的坏东西。

“这座水库就像村里的眼珠
子。周边河道今天干净，明天不
一定干净。有的问题要靠每周例
会总结经验，有的只能靠大家盯
紧点。”村里没有污染水体的重
点企业，但村委会班子肩上的担

子很重，因为这里的 4 条村级河
道每年冬季都会开放水闸，与梅
湖水库相通。在资源性、水质性
缺水双重影响下的慈溪，这座饮
用水水库显得弥足珍贵。看到浮
萍实在太多，俞渭张直起腰杆抹
了把汗，掏出手机给村里的保洁
队员打电话。不一会儿，一条保
洁船就开了过来。

听说笔者还想去看看北大江
的清淤工程现场，该镇水利站站
长王津便带队穿过稻田。他也是
每天徒步 2 至 3 小时的“暴走达
人”。只要一有空，他就带队走
出办公室，直奔清淤工地。踩在
宽度仅为 10 厘米的排水渠上，

笔者即便穿着运动鞋也得小心翼
翼，王津却习惯了大步流星往前
迈。工人穿着橡胶防水服站在齐
腰的淤泥里，高压水枪隆隆作
响，将淤泥冲到岸边的泥浆泵里
抽走。王津最怕的就是下雨，因
为雨水会耽误工程进度。“只要
一有空就坐不住，总想过来看看
进度。”几个月来，王津被晒得
黝黑，但他说，如今人人都是督
导员。

“全员定责，定点联系，横
河镇所有机关干部都有联村包河
的‘护水剿劣’任务，原来在双
休日无法及时解决的水情问题，
现在可及时处理。”横河镇党委
副书记虞家立告诉笔者，上月的
一个双休日，他从治水工作微信

群里得知，东横河畔突然冒出黑
水。冒着清晨微凉的小雨，他带
队拿着铁钩挨个翻开河边的窨井
盖，仔细检查是否存在污水泄漏
问题。大家从流出黑水的河边排
口一路查到几百米外浒溪线的
污水管网，终于发现了黑水的
来源。原来，该段污水主管处
于全市的末端，由于污水泵送
水 不 畅 ， 污 水 处 于 持 续 高 水
位，才从污水井溢出地面，而
后又有部分流入雨水道，最后
流 到 了 东 横 河 。 找 到 原 因 后 ，
排水站工作人员将与浒溪线污水
主管相连的该处支管作了临时封
堵，用电泵把支管污水直接抽到
主管网，在半天内有效阻止了污
水扩散。

慈溪横河慈溪横河：：迈开脚板全员护水迈开脚板全员护水

本报记者 金 波 王 博
通讯员 徐益霞

上周五，记者来到东钱湖，跟
随市派剿劣督导员汪涛查水治水。

笔者如约来到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同汪涛汇合后，一起前
往千年古村韩岭，督导前街沟溪、
后街沟溪和塔沙岙水库的治水工
作。

汪涛是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组织

部干部科的一名工作人员，非科班
出身的他，却对治水流程了如指
掌。“门外汉快速进入角色靠的是

‘嘴勤’和‘腿勤’，不懂就问，跑
现场不能怕吃苦。”

在东钱湖，像汪涛这样的督导
员还有10名，总共对接4个村的10
条劣Ⅴ类水体。从管委会前往韩岭
村的途中，汪涛介绍了东钱湖镇的
剿劣情况。他说，东钱湖剿劣有两
大特点：重视程度高，已安排专项
资金 750 万元，对每一条挂牌河道
制定“一河一策”方案；推进速度
快，市里要求年底前完成剿劣任
务，区里自我加压提前到 5 月底，
比市里的要求提早半年多。

一路上，一条条小河在绿色簇
拥中注入烟波浩渺的东钱湖，初夏
胜景层层展开。“多年来，东钱湖

在治水工程中引入景区化理念，无
论是马山湿地的改造，还是小河岸
的修复，尽量按景区标准打造。你
们看，环湖路上处处是景。”汪涛
指着车窗外的美景说。

“来之前我查过地图，‘前街沟
溪’‘后街沟溪’‘塔沙岙水库’好
像离得很近，有什么渊源吗？”笔
者问。汪涛伸出手，在空中划了一
道弧线，“前街沟溪、后街沟溪和
塔沙岙水库是东钱湖韩岭村的重要
河道水体，彼此连通，两条沟溪属
上游同一源头，又穿韩岭村而过，
最终汇入东钱湖，牵一发而动全
身。”

汪涛说，“我们把自己比喻成
‘老中医’！既要有‘望闻问切’为
河道治病的功夫，也要有胆大心细
的干劲儿。水是东钱湖的生命，只
有把上游治理好了，下游才不会遭
殃！我的职责是协调各部门工作开
展，督促完成‘一河一策’‘一点
一策’整治方案，及时查看上报的
治水进度。”

十 五 分 钟 后 ， 抵 达 韩 岭 村 。
“前面就是前街沟溪！”刚进村，汪
涛就进入了工作状态。他把笔者带
到一块立在河边的公示牌前，自
豪地说：“这个是我们督促村里弄
的，之前宁波大的河流和湖泊都有
河长公示牌，我们就寻思着给小微
水体也立上一块，水体情况、第一
责任人、举报电话等全部公开，方
便村民监督。”如今，东钱湖镇每
个小微水体都有了公示牌。

继续往前走，一片工地映入眼
帘。“比之前好多了，回头我去找
下施工方，得表扬一下。”原来，

这里是韩岭古村改造工地，是东钱
湖开发旅游资源的一个重要项目。
以 前 ， 工 地 和 河 道 之 间 没 有 阻
隔，常有泥土和砖头瓦块掉进河
道，给水体造成了污染。汪涛在
督导中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找
施工方协商，最终在施工区和河
道之间建了一道分隔墙，防止废
弃 物 及 土 方 开 挖 带 来 的 环 境 污
染。眼下进入汛期，汪涛每周都
会到现场查看水位情况，督促施
工和生活垃圾及时处理外运，叮
嘱塔吊运转路线不要过河道。“把
每一段当最后一米来管理，不放过
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河道万无一
失。”他说。

途中，一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手握竹竿，在打捞河面漂浮物。
几位村民围在旁边议论：“水本来
也不干净，这样有点白费劲。”“改
造雨污水管，地砖都得撬开，真是
麻烦！”……汪涛凑上前去，耐心
解答：“要把河道治理好，解决生
活污水直排是咱们村的当务之急。

眼下麻烦一点，但从长远看，绝对
是受益的。”

在东钱湖，韩岭是人口最密集
的村庄，当地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
加起来有 3000 多人。笔者踱步粗
略计算了下，从民宅和古村改造
工地到东钱湖，距离最近的地方
不过几十米，很难想象，这里生
活污水的直排给河道造成的压力有
多大！

即将结束督导工作时，汪涛提
议到韩岭古桥上吹吹风，再欣赏一
下江南水乡的美景。从桥上望去，
看到一条水蛇畅快地游走时候，我
们都忍不住叫了起来！的确，站在
桥上，透过水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水
蛇身上的褐色斑纹。

“ 塔 沙 岙 水 库 基 本 完 成 整 治
了，眼下最急的是前街沟溪和后街
沟溪。你有什么打算吗？”笔者
问。“这两条沟溪有相当一部分是
暗渠，自净能力较差，加之村民生
活废水倾倒等现象较多，加剧了治
理难度。”汪涛说，他们始终坚信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在请
教多位专家后，一个水岸同治的办
法应运而生。水里，大力开展清淤
工程，把鱼篓全部拔除，提升河水
的流动性；岸上，除拆迁鸡鸭养殖
棚外，对韩岭村的民居施行截污纳
管工程，先建一个临时过渡的污水
池，等年底市政管网铺好后一并纳
管。

过些时日，这里将会是水上睡
莲静静漂浮，水下水草轻轻摇曳。
从 “ 治 湖 为 主 ” 转 为 “ 湖 河 并
治”，将治水与旅游“联姻”，东钱
湖治水人用多年的坚守，换来了如
今青山隐隐、绿水迢迢的大好景
象，被央媒称为“城市湖泊治理与
生态保育的典范”。

一阵微风吹来，芦苇轻摇，在
波光浮动的水脉之中，倒映成一派
令人迷醉的光影。待韩岭古村改造
和新村建设完工后，环湖自行车、
游艇、房车、露营等亲水休闲项目

“串珠成链”，将吸引愈来愈多的人
来这里领略湖光山色。

污染在水中 根子在岸上

记者在东钱湖
体验督导治水

近段时间，督导员林建国专门到
奉化鸣燕村租了房子，驻村督导河道
清淤；督导员王小华号召高桥镇基层
网格员，促使剿劣工作线上线下互
动；来自市环保、治水办、城管及水
利部门的几位督导员，组团实地督查
了小洋江史家码断面及新都地小区雨
污管网整治工程，并就下阶段治水工
作开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自我市打响剿灭劣Ⅴ类水攻坚战
以来，市县两级机关抽调 1075名干部
组成 14 个区县（市）和园区督导队、
154 个乡镇（街道）督导分队，均已下
乡进村，分赴各村（社）治水一线开展
为期大半年的剿劣督导，确保剿劣行
动落实到每一个“神经末梢”。

身子沉下去，实绩督出来。宁海
县跃龙街道督导分队把集体巡查和个
人巡查相结合，找准重点，将前洋、
水车金家山、颜公河、园丁社区作为
第一批集体巡查点，并迅速行动，寻
找污染原因，商讨“一河一策”“一
点一策”整治方案。北仑白峰街道念
好“截、治、清、修、管”五字诀推
进剿劣，对 281个沿河排污 （水） 口
实施“身份证”管理，采取就近纳
管、直接封堵、综合治理等措施，全
力消灭污水源头。横街镇痛下决心，
对养猪场、养牛场、养鸭场、养鸡场
进行拆除和整改，污水入河现象得到
了有效的控制。

剿劣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根据要
求，督导员将开展河道巡查，现场踏勘
有剿劣任务的小微水体及河道，进一步
复查部分污染严重的区域，助推全市河
道清淤项目等工程顺利开展。每月至少
一周时间驻村开展督导，每月向市“五
水共治”办书面汇报工作情况，对剿劣
干部责任、工作部署、问题排查、挂图作
战、综合治理情况做好书面记录。

据不完全统计，自 4 月 6 日全市
剿灭劣Ⅴ类水督导员动员大会召开以
来，我市已有 1075 名市县两级督导
员开展了驻村督导工作，驻村督导时
间累计达5790天。

（王博 谢豪军）

千名督导员
助力剿劣

见到水面发绿见到水面发绿，，横河镇治水督导员赶紧蹲下去横河镇治水督导员赶紧蹲下去
仔细检查仔细检查。。 （（项一嵚项一嵚 摄摄））

利用周末时间利用周末时间，，横河镇治水横河镇治水
督导员带着孩子来到梅湖水库边督导员带着孩子来到梅湖水库边
捡拾垃圾捡拾垃圾。。

本报记者和汪涛查看小微水体本报记者和汪涛查看小微水体。。（（何峰何峰 摄摄））

汪涛汪涛 （（左左）） 向本报记者讲述治水督导故事向本报记者讲述治水督导故事。。

新闻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