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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将“五水共治”落到实处，还得起建立一套长效机制。宁波大
红鹰学院就创新性建立起了“五位一体”模式。即全员化参与、课程化
改革、项目化管理、社会化运作、精品化推进。“我们主要面向学校全体
师生开展‘五水共治’实践项目立项、评审、资助以及项目实践指导和操
练，涉及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科技创新、专业教学、创业实践，并给予人
才与技术、政策支持。”该校团委书记张海峰介绍。

近3年来，该校自发组建鱼鹰、青柠创想空间、绿蚁蚁乐投等“五水共
治”团，身体力行扎根治水一线。校内，开展“河小二”助夺大禹鼎，“污水
再生”科技创新等活动。校外，联合海曙团区委、象山团县委，与高桥镇、
南门街道，开展宣传活动、巡河活动等。近3年来，该校“五水共治”大学
生志愿服务团组织155场活动，涉及学生16780余人次。

学校还真正把“五水共治”带入课堂。依托环境设计专业，聘请教授、
副教授组建“河小二护河”专家团，开设选修课程，并举办专业讲座。

让张海峰感到骄傲的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效。学
校的绿蚁乐投项目，研制开发了污水排放装置，目前已创立公司，入驻学
校创业孵化园。学生们研制出了用太阳能光解去除河道浮油装置、河道
深度充氧装置等，为“五水共治”技术层面提供了新型的处理办法……

学生化身“河小二”，宣传护水理念
教师成为督导员，破解治污难题

甬城师生为“五水共治”
出人力、投智力

五水共治，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未来，我市教育系统广大
师生积极投身其中，为建设美好家园出人力、投智力。学生们化身“河小
二”，投身巡河、护河行动，向社会传播“爱水”“护水”理念；教师们踊跃成
为督导员，开启“最强大脑”，成为地方破解各类治污难题的智慧担当
……在这项高水平的改善水体质量的行动中，甬城师生们尽显责任与担
当。

为进一步开展“五水共治”进校园宣传活动，推进学校“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共建美丽宁波，10月9日下午，2018年学校“五
水共治”培训活动在效实中学东部校区举行。

会上，宁波大红鹰学院、效实中学、市职教中心学校分别作“五
水共治”工作交流发言。邀请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有限公司市
政所所长、高级工程师陈永久进行《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主题讲座。

市“五水共治”办吕振江副主任到场指导讲话，通报了宁波“五
水共治”工作情况，对“五水共治”进校园宣传工作提出了要求。

宁波的“五水共治”和河长制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前列，取得了
较大的工作成绩。但是，从我市的“五水共治”（河长制）省级公众
满意度调查测评成绩来看，与老百姓的评价之间反差教大，这说明
大家对这块工作还不是非常了解，对自己日常生活中参与“五水共
治”方面的活动比较模糊，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五水共治”进校园宣传是整个六进基层宣传工作的重要内
容，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舒月明要求：各学校要加强“五水共治”
宣传教育，要抓好学校“五水共治”项目，要积极参与社会“五水共
治”，让广大师生成为该项工作推进过程中的一股有生力量。

据悉，2017年以来，市教育局部署开展了学校创建污水零直
排区工作，总体进展顺利，成效显著。54所学校，25所已经领取排
水许可证，占比46.3%；已经提交和准备申领的9所，占比16.7%。
组织开展了“五水共治”进校园“六个一”系列宣传活动，面向大中
小学生征文、征画、征金点子，收到各类稿件3850件，并进行评比
表彰。今年5月，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学校“五水共治”相关工作的
通知》，对学校创建污水零直排区和“五水共治”宣传等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督促指导学校形成长效机制，使学校成为“五水共治”的
重要场所，使学生成为“五水共治”的重要力量。

让广大师生
成践行“五水共治”的有生力量

明确
要求

在宁波大学，有一批科技智慧的“功臣”。“当下治水的主要矛盾是传
统技术无法满足当前人民群众对水体质量提高的矛盾。”宁波大学建筑工
程与环境学院于旭彪认为。受到西方国家有专门检测食品、药品的技术的
启发，于旭彪在研究所里与同事们一起开发出了专门治水的三维荧光光谱
技术。就如彩虹原理，平时是看不出水的颜色，但下雨天时水雾弥漫就能
把水分成七色。三维荧光光谱技术作为水质监测手段，能快速地得出光谱
图，之后通过源解析技术对光谱图进行解析，能直接确定污染物的来源。

余姚四明湖是余姚的水源地，余姚环保局曾怀疑是周边四个村子的
生活污水排放造成一定污染，但通过三维荧光光谱技术持续了一年的水
样检测，发现主要原因是农业面源污染，为治理指出了方向。

于旭彪所在的学院有个下设的二级研究所——宁波大学生态环境
研究所，这里是这群治水人的基地。研究所成员为各区县（市）、镇乡
（街道）的“污水零直排区创建”等工作提供现场指导、水质分析等技术
服务。

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有两位省级督导员、一位市级督导
员。在剿灭劣Ⅴ类水的作战中，三位教职人员奋战在一线，为治水工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吴彦

通过层层考核，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精心挑选了65名志愿者成为
“河小二”，有专业资质、服务热情、善于研究是他们的标签。

采集观测点水样；清洁绿化带、河道中的漂浮物；向市民分发自行
设计的宣传册……暑假，大伙儿身体力行地投入到主题实践中。为进
一步扩大宣传范围，“河小二”们拍摄制作了主题宣传片，以自然、亲近
的表现形式让“五水共治”理念走近人们心里。

不久前，该校成立了“VEC河小二，魅力寻宁波”宣讲团，队员们奔
赴社区、中小学进行主题宣讲，以生动的实例、深刻的感受和精确的实
验，为现场观众带来直观、震撼的感受。

“虽然这片流域经过治理环境变美了，但还需要咱们共同保护下去
……”浙江工商职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王鑫宏在微博上发布了当天的
河小二日记。从2017年3月起，每周三和周六，浙江工商职院青协的

“河小二”们前往海曙区大西坝三江堤防管理所和甬江沿岸，进行河岸
清理工作。如今，该校“河小二 护三江”志愿活动已成常态，无论刮风
下雨还是烈日骄阳都未曾间断。

大伙儿的工作得到了三江河道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肯定：“这帮‘河
小二’不仅能吃苦，而且很有一套，对周边的居民起到良好的宣传示范
效果！”水政科刘俊伟说。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一定当好治水工作的宣传员、监督和通讯
员。”“河小二们”呼吁，希望全社会都能参与到“五水共治”中，创造山明
水秀的家园。

学校：摸索“五水共治”新模式

学生：化身“河小二”引领治水新风尚

老师：投身基层为治水“把脉”

亲手染围巾
送给您

“又回来了，这感觉真好！”11 日，10 余位
退休老教师重回曾工作过的地方：宁波明楼幼
儿园民安园。在熟悉的环境里，与老同事一起
追忆往昔、寄语未来，提前欢度重阳节。当天，
老教师们还和孩子们同上扎染课，在扎染艺术
的创作中重温课堂的欢乐。图为一位小朋友
为老教师戴上亲手扎染的围巾，表达浓浓的爱
意。

吴彦 王琳 王凌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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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红鹰学院鱼鹰“五水共治”实践团在镇海污水治理厂观测污水治理。（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