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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贤友说，自己能坚持14年，主要还是靠家人的支
持。娄贤友家并不富裕，他的房子在村里是比较老旧的，
外墙也有多处裂痕。妻子金美初说，丈夫根本没时间也没
钱修一修自家的房子。“他长年做零工，卖的都是力气活，
我也没有固定收入，两人年收入也就三四万元。”

2015年年初，娄贤友的事迹经《东南商报》报道后，
获得了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奖金2万元。按照娄贤友
的计划，这些钱本来是要给妻子添置一些衣服，再修补、
粉刷一下自家房子的。

但这时，金美初突然身体不适，接连动了两次大手术。
身体才刚恢复，金美初就又去打工了。娄贤友说，幸亏镇里
给他的老房子进行了粉刷，这也让他们稍微缓了口气。

不过，即便家里条件这么困难，打小工又是这么辛
苦，在当上“民间河长”后，娄贤友都会每天早起，拿着扫
把，把河堤清理干净，巡视一遍。扫完之后，就背着锄头
去干农活或打零工了。

宁海县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像娄贤友这
样的“民间河长”越来越多，他的善举一定会使更多的人
加入到河堤维修的队伍中来，共同撑起农村河道的美好
明天。 记者 林伟 文/摄

现在每天都要去巡视河道C

以前自掏腰包修了14年河堤
如今天天早起巡视河道

娄贤友当上“民间河长”

娄贤友在清理河面垃圾。

和往常一样，昨天早上7点多，娄贤友准时出现在家门口的一市港河边。作为民间河长，
他几乎每天早晚都会到现场巡逻，看看水面上有什么垃圾漂着，上游有没有污染物漂下来。

娄贤友是宁海一市镇一市村的一名普通农民，一直以来勤勤恳恳劳作，靠微薄的收入生
活。他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是泥水工，却自掏腰包，独自一人花了14年时间整治家门口这段
400米长的河堤，使村民受益。

一市港河是条怎样的河道？娄
贤友还记得小时候，他每年夏天都
会泡在河里，游泳、捕鱼、摸螺蛳。
从十多年前开始，这条河受到了污
染。而且每到丰水时节，一市港河
的河水总是暴涨，从上游冲来的垃
圾充斥两岸，带来的淤泥将河床越

抬越高。
一名村民说，有段时间，一市港

河河床上都是各种各样的废弃物，
好似“垃圾沟”。每到高温天，河里
散发出的臭味会弥漫到两岸，住在
河边的村民只好捂着鼻子忍受。虽
然一市港河经过多次整治，由于多

方面的原因，都没有真正改变河堤
年年冲年年修的尴尬境地。

娄贤友坐不住了，当起了“义务
维修工”，一修就是14年。说到修
河堤的初衷，他说，看着清澈的河水
变脏，总想着要还它清洁。

娄贤友今年63岁，但他仍然在
外面打小工，每天的收入最多只有
150元。而在2001年至2014年的
14年里，他几乎把自己赚来的辛苦
钱都用在修建河堤上。

“头一年，因为技术不过关，修
堤的成效并不大，只是看上去整洁
了。”修着修着，娄贤友对河堤的要
求高了起来。“光好看不行，得能抵
御大的洪水。”

为了清理河中的杂草和垃圾，
他整天泡在发臭的河水中，双脚都
被泡得发白了，鞋子、裤子上都是污
泥。清理完垃圾后，他每天拉着一
辆破旧的手拉车，到几公里外的山
上搬运用于修筑河堤的石头。

终于，河堤修筑好了，但娄贤友
发现河堤石头间的缝隙经常会长出
杂草，有些缝隙大了，小老鼠也会钻
进去。于是，他又开始四处打零工，

结到的工钱还没捂热就被他用来买
水泥和沙子，然后补石头间的缝隙。

“我们小时候上学，就经常看到
叔叔在河里泡着。”娄贤友的侄子娄
万志说：“当时堂妹、堂弟要上学，叔
叔收入也不高，但为了修河堤，他自
己出钱买钢筋、水泥、砂石。听到哪
里有石料，他就拉着自己的手拉车
去拉。后来有了一辆翻斗车，叔叔
修河堤的劲头就更足了。”

梦想是要还母亲河以清洁

拿着打零工赚来的钱修河堤

3月25日，我市举行了全民剿灭劣V类水攻坚行动出征仪式。根据相关方案，接下来我市1100名机
关干部将进驻有剿劣任务的村庄、社区，实施驻点督导；基层10000名河长到一线检查，严格履职；10万名
团员青年、学生、志愿者动员起来，投入到治水行动中；百名专家点对点实施剿劣指导，提供科学支持。
那么，这些治水人究竟在剿灭劣V类水或河道治理、养护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又是如何在履职，或
是提供帮助的呢？从本月开始，我市将开展百名“最美治水人”评选宣传活动，从今天起，本报将推出“寻
访最美治水人”栏目，讲述治水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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