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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进入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内禁
止烧烤、游泳、堆放杂物、乱丢垃圾和其他
污染饮用水源的活动……”一个天气晴好
的周日，记者驱车抵达三溪浦水库管理处
附近时，手机里收到了这样一条提醒信
息。

沿着水库公路前行，眼前出现一个大
山坳，开阔的山坳底部，有一片水流冲积
形成的沙滩。沙滩上满是游客，约有百
人。

记者注意到，靠水库一侧设有防护
栏，若想走到沙滩上，得跨越护栏。在一
条被游客踩踏出来的便道旁，设有一个很
大的垃圾桶，旁边竖着五块醒目的警示
牌。其中两块为三溪浦水库管理处所设，
内容为禁止钓鱼、游泳、烧烤和倾倒垃圾
等；一块为东吴镇镇政府所设，提示游客
和钓鱼爱好者在水库内不得随意丢弃垃
圾，并公布了举报电话；另两块则是“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保护水源 人人有

责”的宣传告示牌。
记者走到沙滩时已近中午，沙滩上有

十几处烧烤点，周围搭着大大小小的帐
篷，游客们正在忙活。

记者走近一个烧烤点，一名男子一边
添加柴火，一边扇着火苗，烟熏火燎的。
用十几块石头支起来的铁锅里烧着半锅
水，旁边放着方便面，还有碗碟、油盐酱醋
等。

“家当很齐全啊，看来是经常出来玩
的。”记者上前攀谈。

“几户家庭邀约来的，基本上每周都
带孩子出来，感受野炊的乐趣。”男子说。

“我看牌子上的警示，这里是饮用水
源保护区，不让烧烤的啊，你们常来，有没
有遇到过巡逻的？”记者开始转移话题。

“这有什么好巡逻的，走的时候把垃
圾收拾干净不就好了。不过也有些人不
自觉，垃圾随意丢弃。”也许嫌记者问得太
多，男子扭头过去，不再搭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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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烧烤的告示牌设在醒目位置，却被无视

饮用水源地成了露天烧烤场
一些游客尽兴后，留下一地垃圾

很多人都知道，
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严
禁烧烤、游泳等影响
水质的行为，可实际
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前段时间，多名
读者向本报“甬上第
三眼”栏目反映，宁波
一些水库边，每逢节
假日，总能见到很多
野炊、烧烤的人群，离
开之后留下一堆堆垃
圾。

记者随后在鄞州
三溪浦水库、北仑城
湾水库等饮用水源地
进行走访调查。在天
气晴朗的节假日，地
势开阔的水库边，随
处可见烧烤的游客。
不少游客在散去后，
留下了一堆堆被熏黑
的石头和四散的垃
圾。

水库边的野炊

沿着公路继续前行3公里，就到了三
溪浦水库的上游——上李家村，这里有大
面积的草地和松树林，烧烤的游客比山坳
处起码多了一倍。

跨过公路护栏后，同样能看到一个醒
目的牌子：禁止烧烤。

松树林里人声鼎沸，四处都是野炊
点。其中一个野炊点，火焰蹿得老高，
旁边十几米高的松树，树皮似乎都被烤
干了。火堆旁有一个便携桌子，一圈青
年男女正享用着美食，有人将用过的纸
餐盘、塑料杯、垃圾袋随意扔在旁边的

草地上，也有人将碗里的调料顺手往旁
边一倒。

当天，松树林里、草地上有二三十个
烧烤点。地面上还有很多以前烧烤过的
痕迹。

午后，大部分游客收拾烧烤用具离
去。记者再次来到上李家村的烧烤现场，
看到大大小小的烧烤点附近已是垃圾遍
地。记者多次拨打警示牌上公布的举报
电话，却无人接听。

可喜的是，先前山坳里的那个沙滩
上，野炊的食客将垃圾清理得比较干净。

食客离开后留下满地垃圾

根据读者的报料，记者又择日前往北
仑城湾水库现场探访。

这里同样有近百人的盛大烧烤场面，
随处可见烟熏火燎。记者和游客王先生
攀谈时得知，天气暖和的时候，这里不仅
有很多人烧烤，还有人在水库里游泳。

王先生说，好几次他到这里游玩，都
看见有人烧烤后下水去游泳。虽然水库
边有告示牌，禁止烧烤、禁止游泳，但大家
都熟视无睹。

除三溪浦水库、城湾水库外，记者还
在塘溪堇山湖水库、横溪水库等饮用水源
地附近看到了游客烧烤留下的痕迹。

烧烤和游泳，对饮用水源会造成怎样的
污染?

一名长期在宁波周边山区从事植物
研究的匿名人士说，水库水质污染主要分
自然污染、人为污染两类。自然污染主要
由水库上游的支流带来的，如水土流失
等。人为污染主要是社会生活和乱扔垃
圾造成的，如生活污水和垃圾直接排入水
库等。这位匿名人士表示，管理部门治理
饮用水源污染的重点就是针对上述情况，
可总结为“四清”，即清垃圾、清污水、清杂
物、清污泥。

记者 张明强

天热时有人把水库当泳池

作为饮用水源地的鄞州三溪浦和北仑城
湾等水库，在节假日被如此反复“糟蹋”，那些
文明素养严重欠缺的游客肯定难辞其咎。但
由此造成的环境和水资源污染等“坏账”，还真
不能全算在那些游客头上。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不缺少加强饮用水
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改善和提高生活用水质
量、保障人体健康等共识。在法律法规层面，
自2001年6月1日起施行的地方性法规《宁波
市饮用水源保护和污染防治办法》，不但有“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饮用水源不受污染的
义务，并有权阻止、检举污染饮用水源的违法
行为”这样“原则性”的规定，更有“在饮用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向水域排放污水、堆放垃圾和其
他废物、从事旅游或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
的，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
款”这样具体的执法标准。显然，节假日一级饮
用水源地水库垃圾遍地的现状，最主要的原因，
恐怕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长出“爪”与“牙”。

实际上，就像要求司机在没有红绿灯的人
行道前主动礼让行人一样，如果没有法规的制
约与电子警察的抓拍，想让绝大多数司机尽快
做到主动礼让，几无可能。同理，在无人监督、无
人执法的情况下，在如此广袤的水库沙滩上，要
想让那些在节假日纷至沓来的游客“除了脚印，
什么都不要留下”，显然也不太可能——当然，
不排除有不少自觉带走垃圾的文明游客，但还
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句老话不是？否
则，游客散去后，就不会有四散的垃圾了。

从记者的采访来看，不但法律法规的“爪”
与“牙”没有将那些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的破坏
者“抓着”“咬着”，让他们“下不为例”，相关执法
部门的“耳”与“目”看来也出了问题：尽管水库边
立着醒目的“禁止烧烤”警示牌，并公布了举报电
话，但记者多次拨打却无人接听，难怪会有那么
多缺乏自律的游客毫无顾忌地乱扔垃圾了。

在这一事关许多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
“执法力量不足”或者“水库管理人员没有执法
权”之类的“挡箭牌”，好像不太容易说得通：到
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水库边野炊烧烤，一般集中
在天气晴好的节假日，针对这一时段举报较多
的库区，集中安排有执法权的执法人员进行宣
传、规劝、执法，应该不是什么“老大难”。更何
况，这本来就是相关部门不容推诿的分内事。

莫让饮用水源保护法规丢了“爪”与“牙”，
否则，相关的法律法规就会沦为“纸老虎”，某
种程度上还会助长不文明行为的蔓延。许多
时候，我们或许不缺制度规则，就差依法执行。

莫让饮用水源保护法规
丢了“爪”与“牙”
胡晓新

■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