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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作气，再接再厉，鄞州区
“坚持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管
理”的发展理念，通过水源地保
护、再生水生产等举措，推动“首
善之区”治水工作更上一层楼。

在水源地保护方面，鄞州区
坚持“三分建、七分管”的源头护
水机制。该区内的横溪、梅溪和三
溪浦水库已分别建立绿篱隔离
带、隔离网、界标、警示牌及水库

视频监控系统，共建设隔离设施约
2 万米，安装标识牌 218 个、视频监
控 8 个。

在再生水生产方面，目前该区
已建成福明净化水厂和长丰净化水
厂两大再生水公司。福明净化水厂
生产的再生水，主要用于补充陆家
河；长丰净化水厂生产的再生水，主
要补充横河、傅家耷河、长丰河、庙
西河及周边内河的水系。以今年 7 月

完工的长丰净化水厂生态补水扩建
工程为例，目前生态补水能力已经
从每日 6.4 万吨提升至 16 万吨。

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衡量
“ 五 水 共 治 ” 工 作 成 效 的 重 要 指
标。鄞州区水利局通过建立“智
慧水利”数据仓，整合现有涉水
相关数据资源，使全区水利和治
水形成“一盘棋”，打造“统一用
户、统一地图、统一数据、统一

平台”的模式，主要功能建设已
于 8 月完成，各项子功能正处于分
步建设与开发阶段，预计整个系统
于 12 月进入项目验收阶段。

今年以来，鄞州区全面推进
“水清岸绿”攻坚行动，坚持统筹
谋划、精准施策、水岸同治，推动
水生态环境持续提升，努力打造水
清、岸绿、景美的生活空间。随着全
区治水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未来
鄞州区还将拥有更多水清岸绿的美
景。生态好、水质优，百姓因水得福，
走上了共富新路，一幅“河、湖、海”
得到绿色涵养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
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多举措做好治水文章

长丰净化水厂

织就水美共富斑斓画卷
鄞州区是工业强区，人口密、企业多，且主要河网均

处于全市水系的下游。相比上游区域，虽然治水难度更
大，但该区多年来持之以恒“敢啃硬骨头”，在先天优势不
足的情况下，依然三次捧得全省治水最高奖项“大禹鼎”。

成绩不仅如此，该区创新推出的住宅小区“污水零直
排”全周期建管模式获评宁波市“五水共治”十佳创新案
例；全区7个镇（街道）通过省级“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验
收，在全市率先实现“污水零直排”全区域覆盖；区控以上
断面水质功能达标率达到91.7%，全区美丽河湖总数达8条
（个），市级美丽河湖1条（个），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市前列。

所有成绩是继续攀登的基石。随着“五水共治”工作
的深入推进，该区还将不断加强水生态治理、水源地保
护、再生水利用，将“绿水青山”的宏伟蓝图变为高质量
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市首善之区的美好现实，让百姓共享
治水成果，全力争创领跑全市、领先全省的治水现代化标
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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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势过于平坦、水系
多且落差小，姜山镇一直存在
河道流通水动力不足问题。为
了从根本上破解该难题，该镇
对 13 个村的 56 条河道进行清
淤疏浚，今年还新建 7 座补水
泵站，将甬新河优质水源引入
镇区，通过活水泵站及配套液
压坝牵引，让河道内循环焕发
新生。

上述活水工程，是鄞州区
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缩
影。该区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
目 标 ，“ 五 水 共 治 ” 常 抓 不
懈、坚持源头治理，让城市河
道“活起来”、水环境“美起
来”。

抓水环境治理，就是抓民
生改善、抓城市品质提升。放
眼全区，各镇 （街道） 均在全
面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在邱隘镇，鄞州区清水环
通一期工程 （邱隘水厂引水管
道工程） 正在加快推进工程建
设；福明街道对五一广场北侧
的日月湖不断创新具体管护举
措，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在东胜街道，南北河坚持系
统治水，在做好河道周边环境综
合整治的同时，积极营造优美人
文居住环境；东柳街道对罗家河
排口精准布局，大力改善提升流
域水体水质；明楼街道正在对全
长 1100 米的明一河统筹推进截
污纳管、河道清淤、生态修复等工
作⋯⋯

“我们要在源头治理、系统治
理、综合治理上下功夫，还老百姓
一个水清岸绿的鄞州。”鄞州区

“五水共治”办主要负责人表示。
为进一步加大城区河道生态

补水力度，今年 6 月至 9 月，该
区结合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持续推进水生态治理“百日攻
坚”行动，通过开展问题排口整
治，治理不达标水体河道。同
时，大力推进城镇“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提质工程，各镇 （街
道） 已基本查清创建单元和管网
排 口 两 大 “ 底 数 ”； 全 区 32 个

“ 污 水 零 直 排 ” 工 程 已 完 工 13
个、在建 16 个，另有 15 个住宅
小区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雨污
分流改造”工程。

推进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持续擦亮治水“金名片”

8 月 19 日，位于东钱湖镇俞
塘村的“宋韵耕织园”正式开
园 。 游 客 们 仿 佛 穿 越 至 宋 朝 ，
体验鞭牛耕田、桑蚕丝织、溪
坑戏水、竹筏泛舟的乐趣，一
周时间就有上万名游客纷至沓
来。

同样位于东钱湖南岸的洋山
村和城杨村，也因“一湾碧水”
走上了致富路。洋山村三面环
山，三条溪流在村里汇集，溪畔

风景秀丽，让人仿佛身处世外桃
源。上半年，该村 TALK LOOK
艺术农场开张后，很快成了人气爆
棚的网红打卡地。

走进城杨村，到处流水潺潺。
为营造更好的亲水环境，该村在溪
道里用鹅卵石铺设戏水石阶，石阶
上涂绘彩色艺术图案，游客站在石
阶上戏水，很是惬意。环境美了，
钱包鼓了，生活好了，治水带来的
美丽嬗变促进该村经济发展。该村

大力发展农旅融合，去年新增 20
多种业态和 50 个就业岗位，村集
体经济增收近 40 万元。

在 “ 五 水 共 治 ” 工 作 推 进
中，鄞州区坚持生态颜值、经济
价值“两手抓、两手硬”。更大的
改变发生在鄞东南片区。位于白
岩 山 麓 的 童 夏 家 村 ， 依 山 傍 水 ，
风 景 秀 丽 ， 获 得 “ 中 国 传 统 村
落”、省旅游特色村、市级生态村
等多项荣誉称号。咸祥镇水环境

建设工程前不久完工验收，总投
资 4000 余万元。它让咸祥河“大
变样”的同时，也带动了沿河村
庄的发展。

水质改善不仅提升了居民的
幸福感，也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
效益。前不久，笔者走进横溪镇
的梅岭山区，只见溪水从石间潺
潺流过，形成浅瀑，村内十分清
凉 ， 吸 引 不 少 城 里 人 来 此 度 假 。
梅 岭 山 上 的 拓 野 民 宿 负 责 人 表
示，他们一共有 5 间客房，国庆
期 间 的 房 源 已 经 全 部 预 订 出 去
了。她家的客源主要来自宁波各
个城区，节假日民宿房源十分紧
张，可谓一房难求。

一湾碧水成致富源头活水

梅溪水库红杉林 （俞爱民 摄）

姜山镇走马塘村因水而美 （朱越 摄）东钱湖镇俞塘村美景 （李超 李玲玲 摄）

梅溪水库 （严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