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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塘河，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污

染。”2008年省政府“811”环境整治计划里，

温瑞塘河治理名列其中，根据整治要求：“力

争到 2010 年，塘河沿线环境‘脏、乱、差’现

象得到彻底整治，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但

是，目前塘河综合整治还只是取得阶段性成

效，离老百姓的要求尚有距离，而群众有关

水环境整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0 年 1 月 1 日，《浙江省温瑞塘河保

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随即，《温州市温瑞

塘河保护管理办法》于 2010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塘河保护终于有了强有力的“护身

符”。 可条例实施三年来，根据温州统计局

信息，全市知晓率还只有 34%。同时，回顾

上半年塘河综合整治，我们清醒地看到，技

术和资金问题的不足越来越突出；水质面

貌彻底改变难；截污纳管工程扩面难；骨干

河道形象出来难；部门协同执法机制还要

继续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生态意识

还有待加强。

从今年2月份网友呼吁环保局局长下河

游泳事件，到当前以治水为突破口、打造“美

丽浙南水乡”，各级政府正在积极呼吁修复

水生态、美化水环境、提升水功能、储备水资

源、保障水安全、强化水管理、弘扬水文化，

这篇依法治水、科学治水、源头治水、联动治

水的大文章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这是一次发

展方式的超越，这是一次发展理念的升华。

各级政府已铁下决心、义无反顾地推进治水

工作，还清历史欠债，造福子孙后代。

水乡的灵魂是水，水的载体是河。让

我们共同梦回塘河，这条河从东晋时期开

始出发，北系温州府，南牵瑞安城，一路逶

迤，跨时光隧道的河流，经唐历宋，留下“八

十里荷塘”的美誉。亲近母亲河、保护母亲

河。老百姓的热切期盼就是我们治河人的

工作要求。如何抓住发展机遇、结合塘河

整治平台，努力打造“美丽浙南水乡”，是摆

在治河人面前极其重要的战略研究课题。

作为最贴近民生福祉之一的塘河治理是

瑞安治河人实现“环保中国梦”的最新标杆之

一。今年以来，四边三化、黑臭河道治理，一

路走来，治河人时刻在谋划一张长远的治河

规划图，他们结合中国梦学习活动，认真践行

着“老百姓想什么，我们就要干什么”的群众

路线，力争下步全力做好四篇文章：规划控

制、整治建设、监督管理、宣传教育。

水清、岸绿、景美、路通、流畅，是治河

人的美丽塘河梦。治河人吹响了全民治

河、依法治河、科学治河的号角。让母亲河

连起来、活起来、净起来、美起来、亲起来，

这是老百姓的生活渴望，更是与市委、市政

府探索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

的发展之路之一。

人水和谐相处，让我们共同关注和牢记

一代又一代辛勤治理过塘河的人，正因为他

们，未来瑞安的孩子在水的启迪下将拥有一

份灵气和睿智。当我们再次深沉入梦时，塘

河将会重新以秀丽的身姿神采飞扬地向大

家走来！ （通讯员 黄春翔 潘海龙）

■为了进一步推进和规范塘河综合整

治和保护管理的信息公开工作，扩大温瑞塘

河综合整治宣传效果，近日，市塘河办举办

温瑞塘河综合整治工作信息员培训会，进一

步增强对《浙江省温瑞塘河保护管理条例》

的贯彻实施力度，增强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

和“水环境治理”的理念。

■近日，主塘河汀田大桥—中心大桥河

道清淤工程在瑞安招投标大厅举行公开招

标 ，主 塘 河 汀 田 大 桥 — 中 心 大 桥 段 长

3.40 公里，现状河宽约 30～85 米，预计现状

淤泥平均厚度约1.2米。最终由浙江省疏浚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 13398386 元中标。

■近日，莘塘片污水收集系统五期工程

进行竣工验收会议，莘塘片污水收集系统五

期工程总投资 1200 万元，污水管网总长度

约 8 公里，工期 360 天。工程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顺利完工。会议一致认为该工程质量

合格，通过验收。

（通讯员 戴玉兰 蒋翔 陈聂 记者 朱程芬）

大力整治水环境 再造美丽塘河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型升
级必须以治水为突破口。”日前，省委书记
夏宝龙到金华浦江现场督办浦阳江水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时，再次向全省发出了加强
水环境治理、建设美丽浙江的动员令，一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使瑞安治河人倍受鞭策
和鼓舞。

陕西旬邑县基础设施浪费严重，省道 1 公里长的路边就有 98 根电杆，各种电线、

光缆穿行在农田、果园上空，群众戏称为——田野上的“空中垃圾”。

（陶小莫 画）

非法倾倒渣土的事时有所闻，但是偷偷把

大量的渣土倾倒于鱼塘，却是不多见。据本报

8 月 27 日 5 版报道：根桥村靠近飞云江堤塘附

近的30 多亩鱼塘，十几天前被非法倾倒的工地

渣土填满了。

所幸，这鱼塘未被人承包养鱼，否则损失

大了。也许是鱼塘一直处于闲置的缘故，正好

给非法倾倒者有机可乘。但是，尽管如此，它

总是个鱼塘，而且是所属根桥村总面积70 多亩

的一片大鱼塘。即便暂时不养鱼，它也是一片

与山村景色、自然环境相融的水域。如今遭废

渣土填埋，不但是集体财产受侵犯，山村环境

风貌也被破坏了。

我有点搞不明白，从 7 月 15 日晚开始就非

法倾倒了，现在已快到8月底，就找不到一点蛛

丝马迹？哪怕它是夜里偷偷倾倒的，总需要用

大吨位车辆来装卸吧，即便守株待兔，也能把

它逮着了。再说，“7 月 20 日晚，我曾和几名村

民前往制止，但对方不予理睬，仍然倾倒渣

土。”既然报料的陈先生和村民都见过倾倒者，

那有没有当场抄下车牌号或留下相关证据？

事后有没有及时报告村“两委”，以便让他们

“知情”？

如果要较真，如果把这事当一件大要案来

抓，仅仅从一块渣土、一块废砖追查起，就可以顺

藤摸瓜追到源头。因为这些渣土毕竟不是外星

人运来的，远近工地、相关运输公司、社会运输车

辆，深入执法调查，“包围圈”肯定会越来越小。

只是有没有这个心思去认真追查，想不想查。

什么“不知情”，什么“夜间倾倒”（难查），什么“可

能”，什么“应该”，统统有点像空话与扯淡。

若是这么多渣土偷偷倒在一个重要单位

或部门的大门口，这案子恐怕很快就破了，至

少早就清运掉了。无非是一片农村鱼塘，跟

“重要”没有关系，跟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也无

多大关系，甚至好像跟集体财产、农村经济的

关系也不大。

这是个很现实又让人费解的问题，这么大这

么好的天然鱼塘，“一直处于闲置状态”，而且在其

“北面是一处快要干涸的鱼塘”。为何会让这大片

水域荒芜，白白浪费资源？是没有人来承包养鱼

养虾？是不想搞活集体经济？还是任其荒芜干涸

下去，本不想恢复其原貌，等到渣土都填满了，“生

米煮成熟饭”了，干脆“将错就错”，把这鱼塘改变

用途，变成更“来钱”的热土，省得被质疑“出卖”集

体土地？

恕我“不知情”之下的猜测。但愿，对这么长

时间来非法倾倒的渣土，能快点追查到源头，并希

望今后的相关管理更有效，让每一车废渣土去它

该去的地方。但愿，还村集体鱼塘以原貌，让鱼塘

像个鱼塘，让现代村庄水更清、山更绿、天更蓝。

近日，江苏省沛县严肃查处了该县胡寨镇

9 名教师“吃空饷”行为，并全额追缴违规领取

的工资，镇教委负责人被立案处理。

近些年来，“教师吃空饷”事件不时地被曝

光。浙江永康市教育系统“在编不在岗”共有88

人，有位教师吃 23 年空饷；湖南永州不少地方

的一些学校校长放任教师停薪留职，截留工资

作学校收入或私吞，永州零陵区纪委查处的一

份吃空饷名单就达 109 人；海南三亚市联合检

查组对全市 166 所中小学校进行调查后发现，

“在编不在岗”人员共计41名，其中5名无故旷

工人员予以辞退并被追回所领取的工资⋯⋯

“教师吃空饷”的现象五花八门，有长期病事

假或超假不归的、有停薪留职的、有借用借调抽

调的、有借其他各种名义的等等。造成这种现象

有多方面的原因，有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有弄虚

作假的欺骗；有校长的纵容、隐瞒和包庇，也有上

级有关部门的碍于情面、查处不力；有教师个人

“吃空饷”的，也有学校及有关人员“吃空饷”的。

然而，不论这“吃空饷”的主人是谁，却都

是在挤占和侵吞教育经费，浪费原本紧张的教

育财力。都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天下没

有免费的午餐”，可有人就是凭人情、钻空子心

安理得地不劳而获，悄悄地侵蚀着健康的教育

肌体，成为教育的寄生虫。

“教师吃空饷”不利于教师队伍建设。正式

教师拿着工资“在编不在岗”，那无人值守的岗位

活谁干，自然得请非正式的代课教师，如永康市

一边是88位在编教师不上讲台授课，一边是教

育系统临时聘用的人数达到700多人。这样一

来，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受编制局限进不来，教师

队伍的整体质量就难免下降。另外，不在岗的教

师都可以轻松坐享其成，那拼死拼活的在职教师

该怎么想，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能不受到影响？

“教师吃空饷”经媒体报道后，当地都会雷

厉风行地查处和追责，但是未进入公众视野、

潜伏在各地的还有多少？如果有关部门不引

起足够的重视，并常抓不懈、防微杜渐，估计类

似的事件还会继续上演，那对教育的蛀蚀还要

到什么时候？

“教师吃空饷”该彻查
■高振千

扮靓母亲河 （刘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