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好！你家厨房

的下水管破了，污水

流到河里了。”

“好的。我马上找人来修修。”

3月6日早上，玉海街道硐桥社区的党总支书

记姜江汝和往常一样到丰湖河巡河，看到对岸一

住户的厨房下水管破裂致污水排入河道，她立即

提醒住户；一路走来，看到河面上飘着两片桔子

皮，她拿出手机拍照并上传治水群，让保洁人员及

时清理。

“如果不及时巡河，这些问题就发现不了，久而

久之，整治好的河道水质又变差了。”姜江汝是丰湖

河、东濠河、两面河的河长，在未整治前，长年累月积

累的垃圾让河道不堪重负，变脏变臭，让周边住户开

不了窗，行人经过都要捂着鼻子。

“治水治人心，治水治岸上。”在五水共治中，姜

江汝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她说，河道两岸都是居

民区，生活垃圾是河道的主要污染源。然而，老城区

居住密度高，道路狭窄，为了截住污水，他们在河边

安装了一个大管道，将住户的污水管全部接入大管

道，集中输送处置。

此外，她还组建以老党员、老干部及沿河一带的

居民为主的巡河志愿队，开展定期不定期的巡查，清

理沿河的卫生死角，并向周边居民宣传不要往河里

乱扔垃圾、乱倒污水，营造了社区人人治水的良好氛

围，让河流越来越干净、美丽。

如今，环城河等河流环境变好了，吸引了许多白

鹭来此安家休憩。

早晨，白鹭在清澈的水面飞过，群众在岸边健

身休闲，这已成为硐桥社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姜江汝：
治水治人心，治水治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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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探索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又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治水永远在路上。无论是通过“剿灭劣V类

水”夺得大禹鼎，还是加强污水零直排等工作，最终

的落脚点在于让瑞城的水环境更美，市民有更多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而与此相辅相成的是，治水的可

持续发展，离不开全民治水、全民发动、全民监督。

为了把青山绿水还给子孙后代，当前，瑞安

市正上下同欲、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治水主体作

用，以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发

力，引导群众争做治水践行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曾经和正在生活的环境能够回归到山清水秀的

自然状态，村级河长制就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

的工作机制，发动居住地的老百姓来监管河段

水质，配合政府的具体整治，同时对当地群众进

行环保理念教育，让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到治理

行列中。

为使河长制不打折扣，瑞安市治水办进一步

硬化河长“治、管、护”职责，建立健全“市级牵头、

乡镇执行、村居为基本依托”的责任体系，村级河

长也将治水细化到村级组织日常工作中。通过

“一份倡议书、一场集体承诺、一个军令状、一个

党员公约、一次志愿行动”“五个一”机制，坚持以

“治水”为准、以“治水”为诺、以“治水”为用、以

“治水”为责，激励他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坚决打

好全民治水持久战。

这7位河长只是931名村级河长的缩影，希

望通过挖掘他们的典型故事，传递正能量，带动

更多人加入爱水、护水的队伍。

守护一方清流守护一方清流共建至美水乡共建至美水乡
7名优秀村级河长讲述“亲水”“护水”故事

■记者苏盈盈通讯员黄春翔潘海龙

阳光洒落阳光洒落，，水面波光粼粼水面波光粼粼，，两岸绿树成荫两岸绿树成荫，，与古朴民居相映成趣与古朴民居相映成趣；；夜幕降临夜幕降临，，沿岸华灯齐放沿岸华灯齐放，，将塘河点缀成流光溢彩的将塘河点缀成流光溢彩的““银河银河””…………

近年来近年来，，我市全面落实市我市全面落实市、、镇镇、、村三级河长制村三级河长制，，将治水责任落实到将治水责任落实到13241324名河长手中名河长手中，，大力推行河长大力推行河长、、督查长督查长、、警长警长““三长治水三长治水””模式模式，，还自然一江清流还自然一江清流，，让灵韵水乡再焕新颜让灵韵水乡再焕新颜。。

据了解据了解，，我市村级河长现有我市村级河长现有931931名名，，分布范围广泛分布范围广泛，，贴近基层群众贴近基层群众，，可说是监测河湖生态环境的可说是监测河湖生态环境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是全民治水队伍的中坚力量是全民治水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不同的河他们在不同的河((湖湖))旁旁，，用同一个身份用同一个身份，，共护家乡共护家乡

的碧水清波的碧水清波，，书写下一个个动人的治水故事书写下一个个动人的治水故事。。

20172017年以来年以来，，各地村级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各地村级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以高昂的热情冲在治水一线以高昂的热情冲在治水一线。。同时同时，，把治水一线作为村干部考核的主战场把治水一线作为村干部考核的主战场，，市治水办不断挖掘和树立优秀典型市治水办不断挖掘和树立优秀典型，，充分发挥充分发挥

村级河长的引领示范作用村级河长的引领示范作用，，探索河长制与群众探索河长制与群众、、企业主体治理责任的有机联系企业主体治理责任的有机联系、、良性互动良性互动。。经玉海经玉海、、安阳安阳、、塘下等塘下等77个镇街治水办认真推荐个镇街治水办认真推荐，，挖掘出挖掘出77名优秀村级河长的先进事迹名优秀村级河长的先进事迹。。连日来连日来，，记者记者

在市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水质监督组成员的陪同下，实地查看治水成效，走近基层村级河长，倾听他们讲述那一段段充满情怀的“亲水”和“护水”故事。

阳光下的上

马河畔，村民伴着美

景散步健身。

水清岸绿景美的梦

想，上马河村级河长陈建余总算盼到了。去年10月，

历时2年多的上马河生态护岸工程落成，为周边村民

提供了步行健身和锻炼休闲的好去处。

据了解，上马河为温瑞塘河瑞安段的主要支流

之一，向东直通东海，向西连接主塘河，约1400米，

河面最宽处约有40米，主要功能是行洪排涝和供两

岸农田灌溉。之前，该河道因20余年未治理，淤泥堆

积、河床上升，不仅给农民的灌溉带来不便，更影响

了周边群众的生活。

经过多方努力，2016年，上马河生态护岸工程被

水利部门立项，市、镇两级出资440万元，上马村村

集体为业主单位，于同年6月开始河里剿劣治水、岸

上提升建设。

为了助力打造精品工程，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

陈建余召集村干部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并

提出了民间筹资方式助力治水。这一提议得到了村

民的积极支持，该村企业主陈少华与同村的其他6名

爱心人士主动牵头，成立上马河生态护岸工程专款

专用基金会，发动130余村民筹集善款300余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该村企业家陈胜华独自出资31万元，

为上马河建设一座景观桥梁，并亲自负责对接项目

建设事宜。

“斥资治水，村民从原先不理解到如今大加赞

叹，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陈建余说。

昔日淤泥堆积，今日滨水景观，一条河的凤凰涅

槃也见证了人民向往碧水清波的朴素愿望。

3 月 7 日，记

者走访了安阳街

道进源社区怡心

河，见到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雨雪时，她显得很是揪

心，她说，连下一个月的雨，怡心河水质不比往日，却

查不出问题，接下来打算把水抽干，为河道做一个全

面的“体检”。

2018年，怡心河漫步道工程正式竣工，现在河水

清澈，时有鱼儿嬉戏，两岸绿树成荫，文化氛围浓

郁。许多的居民在漫步道散步聊天，对此处的巨变

赞不绝口。

作为怡心河和高岗河进源段的河长，王雨雪每

天至少巡河一次。高岗河经过治理已有成效，而怡

心河是一条断头河，极易反弹，为此，她对先天条件

不足的怡心河倾注了更多心血。

如何让死水变活水？王雨雪和护河志愿者队四

处询问、查阅资料，决定采用模拟鱼缸养鱼用人工氧

气的方式，为河流加装增氧的设备，通过网络找到了

一款水中增氧机，经测试，对改善水质确有成效。后

来，增氧机成了进源社区治水工作的“专利”，在全市

各地推广。

除了增氧机之外，王雨雪和志愿者们还自制小

船打捞河道垃圾，自制生态调水设备，以巩固治水成

效。

“我们治理怡心河就好比养孩子一般，水质变差

就像孩子生了病，让人坐立不安。”她笑道，经过这些

年的整治和宣传，如今居民对治水都很关心，经常接

到居民来电，反应河水治理问题。

脏乱的沿河违

章建筑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铺满

青砖的河边小道，

以及从白墙青瓦中散发出的江南水乡韵味……

这是记者近日在东山街道高岗河河畔看到一番

景象。

中埠村村委会副主任林飞是该段河流的河长，

他介绍，河流沿岸房屋60%为新居民居住的出租屋，

40%为当地老人居住，由于历史遗留违建问题，过去

河岸狭窄，雨天泥泞，“脏乱差”现象严重，破坏水体

环境。为改变“脏乱差”现象，东山街道经过科学谋

划，提出了沿河景观改造项目，分三期推进，如今一

期、二期均已完工，高岗河沿岸的景观正是二期工程

的成效。

拆除沿河违章建筑、粉刷沿河房屋外墙立面、建

设沿河游步道……施工期间，林飞几乎天天在工地

现场，及时解决政策处理问题，监督施工质量和进

度，一路见证河流景观的蜕变过程。

“当时很辛苦，尤其是天热的时候，走一趟就满

身是汗，不过看着如今这般美景，感觉特别亲切。”林

飞对此颇有成就感，他说平时闲来无事就喜欢到河

边走走看看，还时常听到村民称赞河流景观。

“阿飞，这两天晚上灯带怎么不亮了？”在高岗河

畔住了60多年的林阿婆说，如今的居住环境和过去

比提升了不少，以前河边杂草丛生，没有像样的道

路，河流里也有很多垃圾，如今家门口干净了，美了，

好多人来河边散步。

针对林阿婆提出的晚上亮化问题，林飞随即打

电话通知相关责任人及时解决。

“河面上很干

净，就是桥下有个袋

子。”这是黄家浃河

长丁松林3月7日巡

河发现的情况，他立

即通知河道保洁队前来清理。

黄家浃，长2000米，宽8米，排水口20多个，曾

经是一条远近闻名的黑臭河。经过深度治理和改

造，水质大大改善，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

丁松林花了不少心思，引导下村村老人组建护水志

愿队，夜间蹲点值守防止偷排漏排行为。

今年69岁的丁养通老人是护水志愿队的一员，

他说：“我们20多个老人经常晚上出来宣传五水共

治，劝阻丢垃圾、电鱼等不文明行为。”

尽管如此，可效果仍不如人意。丁松林认为，黄

家浃流经的区域不止下村村，且沿岸的菜市场垃圾

极易污染水体。为此，当了3届村委会主任的他利用

人脉资源，联合上村、中村、农场村、菜市场等组建黄

家浃治理“军师联盟”。

以桥梁为界，两个成员各负责一侧河道；以河道

为界，两岸成员各自负责河岸保洁事项；每个月召开

两三次“碰头会”，收集问题商议处置办法……

细化河道整治任务，各个成员都有责任田，碰到

问题集中商议，一系列的组合拳，让黄家浃有了今天

的干净、整洁，许多村民的环保思想意识也发生大反

转，从不理解到积极参与治水方兴未艾，周边老百姓

都在自觉当好治水宣传员、监督员、示范员和战斗员。

“河长是我，功劳是大家的！”丁松林如是说。

在温瑞塘河九

里段，一位七旬老人

正在岸边垂钓，鱼篓

里三五条鱼儿扑腾乱

跳。“水变好了，鱼儿也多啦！”说起五水共治成效，老

人拍手称好。

该河段长1900米，宽敞的河面，不时有小船驶

过，在水面上留下一道碧波。河长潘云朋说，2017

年，九里汇附近水质还不合格，实施截污纳管拦住污

水，“一把扫帚”环卫体制改革实施后河道保洁成效

显著提升，再加上沿岸住户的护水爱水意识大大提

高，才有了今天的合格水质。

“尽管村办公楼就在塘河边，坐在办公室打开窗

户就可看见河道，可潘云朋仍会沿着河边走一趟，这

是他从2017年上任以来形成的习惯。”九三村党支

部书记潘少浩说。

“找茬”是潘云朋巡河的目的所在。他从小生活

在塘河边，对这条河流情况了如指掌，长时间的巡河

经验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水面是否有异样，一看

便知。

有一次巡河时看到水面飘着泡沫，就像鱼儿吐

出的小泡泡，他走下埠头仔细观察，发现泡泡许久未

退，断定是水体污染所致。他立即向街道和相关部

门反映：有偷排漏排！

每找出一处“茬”，水体受污染的风险就减低一

点，这便是潘云朋坚持每天巡河的信念所在。

“现在巡河就像漫步河边欣赏风景，是一种工作

福利了。”潘云朋说，过去巡河除了观察水面异样外，

还要查看是否有垃圾、劝导不文明行为等，而如今保

洁效果好，住户也很自觉了，轻松多了。

潘云朋：
炼就“火眼金睛”去“找茬”

“现在的后里

河儿只能算干净，但

缺乏景观，由于沿岸有

多个建筑工地在施工，

等工程完工后将实施河岸景观改造工程。”河长李卜

式说，“别看现在这条河还挺宽，在实施清淤治理之

前，都快被垃圾堆成路了。

据了解，后里河儿长800米，宽约14米，水深约

4米，在过去，沿岸搭满违章建筑，岸边垃圾随处丢

弃，河道满是垃圾、淤泥，水深仅三四十厘米，小船根

本下不了水，河流成了臭水沟。去年4月，强李村实

施河道清淤工程，投入20多万元，800米的河流整整

清洗了3个月才完工。

清淤后，河面变宽了，水变清了，村民反响很好，

然而，岸边的违章建筑依旧杂乱。

“沿岸都是历史违建，拆除难度大。”李卜式说，

当时全市上下正在大力推进涉水违建和消防安全通

道违建整治工作，村干部们意识到历史违建拆除势

在必行，经过多番商讨，大家齐心协力，顶着压力主

动找村民做自拆动员。

为体现公平公正，以顺利推进拆违工作，强李村

村“两委”立下不卖人情的“军令状”。李卜式作为村

支书，由于自家不存在违章建筑，他便动员亲友、邻

居率先拆违。看着村干部把自家亲戚的违建拆除

了，大家纷纷跟上，在全村形成了民间自拆的良好风

气。

拆违拆出了一条宽敞的河边步道，多了一处人

水和谐的好去处。

“感谢亲戚朋友和村民，你们的理解、支持和配

合才有后里河儿今天的景象。”李卜式感叹。

陈建余：
发动民间力量助力上马河治理

王雨雪：
像照顾孩子般“呵护”怡心河

林飞：
用“一身汗水”换“一湾清水”

丁松林：
组建黄家浃治理“军师联盟”

李卜式：
美化沿岸景观，守护一方清泉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