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A07A072023年1月31日 星期二2023年1月31日 星期二 责编/曾嘉 楼世宇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责编/曾嘉 楼世宇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

街头巷尾的白墙妆点上了绿水青山的墙
绘，千年月湖的底泥“晋升”为百姓家中的“花草
伴侣”……“五水共治”的成果悄然陪伴在每个
宁波人的身边。

2022年，宁波各地治水办因地制宜，推出
了各类精彩的“五水共治”主题宣传活动，全市
600余场大小活动以各种形式进入公众视野，
将“五水共治”相关知识送入千家万户。

“五水共治”
就在你我身边

“五水共治责任重，各行各业齐
行动，人人都当主人翁，妇女更要当
先锋……”锣鼓喧天中，慈溪市掌起
镇的十位表演者向居民们展示了排
练多时的才艺。去年里，宁波各地纷
纷将“烟火气”融入“五水共治”，结合
当地特色，编排出快板、小品、走书、
三句半等各类治水文艺节目，把治水
经验和成效搬上了乡村大舞台。

“丰富多彩的活动拉近了市民与
治水的距离，让更多人在生动有趣的
实践中深入参与水环境守护。”宁波
市治水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22年11月5日，“携手五水共
治 共享美丽镇海”——“五水共治”
全民寻宝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首站
走进镇海文化广场，以亲子互动的
形式打造了别开生面的护水、爱水
小课堂，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同日，2022全国“行走大运河”
全民健身健步走（宁波站）暨宁波市
美丽乡村健身行活动在余姚牟山镇
举行，500 余名徒步爱好者参与其
中。参赛选手纷纷响应“保护环境、
保护水资源”的号召，在“保护大运
河 从我做起”的签名墙上郑重签下
自己的名字。

宁波市“世界水日”线上有奖问
答、奉化区“五水共治”主题摄影大赛、
象山县“五水共治”线上直播开讲、高
新区“水韵高新”IP形象征集……一系
列线上活动同样吸引了许多市民参
与其中。在市治水办举办的治水护
水“金点子”征集活动中，共征集到
来自 50余名群众的百余条涉水好
建议。

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治水主题
科普实践活动更是推陈出新。暑期
期间，余姚市举办了“大手拉小手，童
心护碧水”亲子系列活动、“‘五水共
治’绘新图 童心协力助文明”儿童创
意绘画活动等面向中小学生的实践
活动，将“五水共治”等环保理念种入
学生心间。北仑区持续组织市民、学
生探访宁波海洋研究院实践创新基
地，科普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
知识。奉化区开展“我是小河长，保
护水环境有担当”系列活动，保护身
边的水环境。

在全市广泛开展的各类“五
水共治”活动中，不乏穿着志愿
服务背心的熟悉身影。多年以
来，宁波已形成一批较为成熟的
志愿服务团队，他们积极组织参
与爱水护水活动，成为我市“五
水共治”中的一抹亮色。

在鄞州区首南街道格兰春
天社区，就藏着一支成立6年的

“春天护河队”。这支队伍由最
初的15人发展到158人，累计开
展志愿治水90余次，先后向治水
部门反映110余条涉水污染问
题，协助解决水质问题83项。

“河道治理其实和每个人都
息息相关。””春天护河队”的队
长聂正斌说，“家门口碧水，家人
们一起守护。”如今，九曲河河水
清澈，两岸柳树成荫，排涝能力
大大提升。

在象山县的百里黄金海岸

线上，同样活跃着一个致力于守
护身边水环境的团队组织——
中国青年志愿者“蓝色护海”志
愿服务队。

早在2000年8月，21位青年
“船老大”在象山石浦港向全国发
出了“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
己”的倡议。2002年，中国渔民

“蓝色保护志愿者”行动指导委员
会宣告成立，共青团中央青年志
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向该委员会正
式授牌。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以保
护海洋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

在“蓝色护海”志愿服务队
的不懈努力下，象山渔民在准备
出海“行头”时，会自觉多装一些
塑料袋，以便将出海期间产生的
生活垃圾带回岸上来。渔民们
还主动放弃了对鱼类幼苗有杀
伤力的渔具和仪器，给大海休养
生息的空间。

按照省治水办“找寻查挖”
专项行动部署要求，2022年，宁
波市治水办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找短板、寻盲区、查漏洞、挖死
角”，多措并举整改各类隐患和
问题。各地纷纷开设治水曝光
栏目与问题举报通道，公布涉水
问题举报电话，号召热心群众一
起参与涉水问题发现。

去年5月，鄞州区治水办首次
发布征集令，推出“找寻查挖 探水
寻美”达人行动系列活动，在民间
征集“达人河长”。“达人河长”们

“上任”后，利用工作、休闲、采风等
机会到河道周边探访巡查，用图
片、视频及文字形式记录问题，反
馈至活动信息征集平台。鄞州区
治水办接到问题后会同相关职能
部门立行立改，并定期在“鄞响”客
户端发布汇总的问题清单和整改
答复，获得一致好评。

此外，为方便公众在移动端
及时反馈问题，提高涉水问题处
置效率，宁波各地在微信小程序
开发方面也下了一番“苦功”：宁
波市推出“甬水美丽”小程序，公

众在线巡河发现的问题都能及时
得到闭环反馈；象山县开发“全民
守护大水缸”小程序，接收公众在
水源地保护区拍摄上传的问题，
第一时间进行整改；镇海区打造

“清清镇水”小程序，开设“找寻查
挖”专栏，设立有奖举报入口。

对自主排查发现和群众反
映的水环境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市治水办在“宁波五水共治”微
信公众号开辟“‘碧’有回响”专
栏进行集中“晾晒”。截至2022
年 12月底，发现上报问题总计
6226个，整改完成率达99.95%。

在多方共同守护下，宁波已
连续5年获得省治水最高奖“大禹
鼎”。截至2022年12月，11个国
控断面水质优良率100%，27个省
控以上断面水质优良率96.3%，94
个市控以上断面水质优良率
93.6%，创下历史最好成绩。2018
年至今，全市累计创建60条省级

“美丽河湖”，打造了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美丽河湖”宁波样板。

河湖之美，全民共建共享。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胡含

全民治水
共护甬城
河湖清

爱水护水离不开志愿者

“找寻查挖”守护“生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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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区举办“携手五水共治 共享美丽镇海”——“五水共治”全民寻宝活动，在亲子互动中传达“护
水、爱水”意识。

鄞州区首南街道格兰春天社区组织
“科技治理 护河有我”活动，吸引了很多孩
子一起参与巡河护水。

奉化区开展“我是小河长，保护水环境有担
当”系列活动，“小河长”们清理河道内漂浮的垃
圾，检查河埠头是否稳固、河边的井盖是否完好。

中国青年志愿者蓝色护海志愿服务队
在象山县海岸线边组织“蓝色护海”行动，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余姚市举办“大手拉小手，童心护碧水”
全市小学生亲子系列活动，包含实地巡河、基
地参观、现场教学、动手实验等多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