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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塘河边长大，喝的是塘河水，对塘

河有深深的情怀。曾经被污染的塘河水，这

几年在政府、部门和民间公益人士的共同努

力下，水质已经有了明显改善，景观也变美

了，我很高兴。作为人大代表，我也一直关

心塘河建设和治理，在此我提两个建议，希

望瑞安市温瑞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强化塘

河文化宣传，以文化传播感染更多人投入保

护塘河行列；希望政府部门要动员更多人一

起参与治水，同时在塘河整治中要做好塘河

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做好塘河文化建

设总体规划，使文化和旅游相互结合，使塘

河文化打造像杭州大运河模式一样，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

弘扬千年塘河文化 再掀全民治水热潮
——瑞安市温瑞塘河文化高峰论坛侧记

■记者 苏盈盈

一部东瓯史，半部在塘河。温瑞塘

河是温瑞平原上的一条生命线，同时也

是凝聚着温州的文化、自然景观的综合

体。开发塘河文化价值，创造塘河文化

品牌，是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的一个重要

目标，也是当前深入开展温瑞塘河综合

整治的崭新课题。

日前，由市治水办、市温瑞塘河工

程建设中心和温瑞塘河文化发展促进

会共同主办的温瑞塘河文化高峰论坛

在我市隆重召开，来自省、市和本地的

治水专家汇聚一堂，交流互鉴，掀起一

场关于保护母亲河的“头脑风暴”，共商

共议科学治水、全民治水、依法治水进

程。

此次高峰论坛还邀请浙江省委党

校教授王希坤作题为《杭州大运河提升

历程、成就及对塘河建设的启示》的讲

座；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梅文娟作题为

《践行两山理论、推进温瑞塘河生态文

明建设》的讲座；省治水办宣传组副组

长汪劲松作题为《浙江治水的历程和方

向》的讲座。

温瑞塘河主河道古称南塘河，全长

33.85公里，其中瑞安段主河道长13.4

公里，流域面积212平方公里，有230条

纵横交错的河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

不断推进，原本清澈的母亲河曾一度变

成黑臭河。近年来，我市通过深化五水

共治、剿灭劣Ｖ类水行动、加强污水零

直排建设，塘河水质已得到明显的改

善。如今的塘河边，驻足休憩的人多

了，水清岸绿了，水中还有欢快的鱼儿

在畅游，时常还有白鹭掠过水面，至美

浙南水乡的场景再现瑞安百万人民面

前。

今年2月，习总书记在《求是》杂志

发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

阶》重要文章中提出，要加大力度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2018年，我市温瑞塘河工程建设

中心紧紧围绕“城市塘河、文化塘河、景

观塘河、生态塘河”的工作目标，按照

“千年塘河、浙南水乡、梦中故里”的总

体定位，聚焦重点、呈现亮点、打通卡

点、攻克难点，建立三年项目库，计划三

年内投入41.5亿元实施37个塘河沿线

建设项目及塘河沿线景观提升一期工

程等30个整治提升类项目，全力推进

瑞安温瑞塘河沿线开发利用项目建设。

为了把青山绿水还给子孙后代，当

前，我市正上下同欲、充分发挥人民群

众的治水主体作用，把“政府单兵作战”

变为“全民集体参战”，以唤起更多人对

保护母亲河的关注与热情，引导群众争

做治水践行者，着力谱写全民治水、全

民发动、全民监督的干群合力治水新篇

章。

对于塘河水质对于塘河水质，，我市民间有句顺口溜我市民间有句顺口溜：：

““六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淘米洗菜，，七十年代水质变坏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八

十年代鱼虾绝代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洗不净马桶盖九十年代洗不净马桶盖。”。”

近年来近年来，，随着治水工作的深入开展随着治水工作的深入开展，，对塘河对塘河

流域实施清淤截污流域实施清淤截污，，在改善水质的同时在改善水质的同时，，也也

全力打造塘河生态景观带全力打造塘河生态景观带，，如今如今，，温瑞塘河温瑞塘河

已逐渐再现梦里水乡意境已逐渐再现梦里水乡意境。。

斜风细雨斜风细雨，，塘河水面轻烟拂绕塘河水面轻烟拂绕，，水生植水生植

物点缀其中物点缀其中，，一副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美景一副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美景

图徐徐展开图徐徐展开；；夜幕降临夜幕降临，，沿岸华灯齐放沿岸华灯齐放，，将塘将塘

河点缀成流光溢彩的河点缀成流光溢彩的““银河银河”，”，拥有拥有400400多年多年

历史的拱瑞山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历史的拱瑞山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犹如温犹如温

瑞塘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瑞塘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市民夜游休憩为市民夜游休憩

提供了绝美去处提供了绝美去处。。

瑞安知名诗人阮忠涛也曾这样抒发心瑞安知名诗人阮忠涛也曾这样抒发心

中的塘河情怀中的塘河情怀：：

古城瑞安古城瑞安，，塘河是这座城市的魂塘河是这座城市的魂

命运注定命运注定，，我们与塘河水相依我们与塘河水相依

我们一群人我们一群人，，因塘河汇聚因塘河汇聚

浸润于这水的清灵浸润于这水的清灵

我们以塘河为自己命名我们以塘河为自己命名

把心交给塘河把心交给塘河

犹如一叶叶小船犹如一叶叶小船，，以水为皈依以水为皈依

我们用塘河之水漂洗心底我们用塘河之水漂洗心底

一行行诗句一行行诗句，，一声声吟唱一声声吟唱

从此在水岸边从此在水岸边，，踏歌起舞踏歌起舞

汇集了水的风华汇集了水的风华

悠远沉静悠远沉静，，波澜不起波澜不起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饱满的塘河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饱满的塘河心

纯真无邪纯真无邪

晶莹透亮晶莹透亮

执着自信执着自信

自温州提出加快打造自温州提出加快打造““两线三片两线三片””五张亮五张亮

丽城市名片口号之后丽城市名片口号之后，，我市积极响应我市积极响应，，主动对主动对

接温州接温州““两线三片两线三片””开发建设总体部署开发建设总体部署，，大力推大力推

进塘河沿线整治提升工作进塘河沿线整治提升工作。。对外展现塘河生对外展现塘河生

态之美态之美、、景观之美景观之美、、文化之美文化之美，，让广大市民共享让广大市民共享

““大建大美大建大美””阶段性成果阶段性成果，，也提高了塘河的美誉也提高了塘河的美誉

度和市民的满意度度和市民的满意度，，共同打造至美塘河共同打造至美塘河。。

今天今天，，塘河文化高峰论坛以温瑞塘河综塘河文化高峰论坛以温瑞塘河综

合整治为例合整治为例，，主要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千年塘河主要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千年塘河

文化文化，，进一步掀起全民治河的热潮进一步掀起全民治河的热潮。。正如温州正如温州

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协副主席、、瑞安市委书记陈胜峰给瑞安市委书记陈胜峰给《《至美至美

塘河塘河》》一书的序言所说一书的序言所说：：历史是城市的年轮和历史是城市的年轮和

记忆记忆，，而塘河就是瑞安穿越千年岁月的历史回而塘河就是瑞安穿越千年岁月的历史回

响响，，也是瑞安文脉的承载者也是瑞安文脉的承载者、、记录者记录者。。站在新站在新

时代新的发展起点上时代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要进一步增强瑞安我们要进一步增强瑞安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打造好塘河的生态之美打造好塘河的生态之美、、业态之美业态之美、、

文化之美文化之美，，让古老的塘河散发更加年轻的光让古老的塘河散发更加年轻的光

彩彩。。至美塘河至美塘河，，不仅美在过去不仅美在过去，，更要美在未来更要美在未来。。

温瑞塘河流域面积广，是我们温

州瑞安人民的母亲河，历届政府对

塘河治理非常重视，沿岸居民对水

质变化尤为关注。这几年来，瑞安

政府对温瑞塘河主河流进行了全方

位的治理和建设，整体上予以保护，

瑞安市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等民间

力量也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密

切配合政府治水，做了大量工作，成

绩有目共睹。

如今的塘河治理，已不能简单地

用河面清淤除污来解决，而应从科

学治水的角度出发，从根源上治理

污染，改善水质。同时，塘河文化源

远流长，底蕴深厚，在治水的同时还

应挖掘沿岸乡土文化、保护历史古

迹，融入景观建设，串珠成链，打造

靓丽塘河风景线。

温瑞塘河在瑞安这片创业的土地上

流经了几千年，一代又一代的瑞安人在此

繁衍生息，千年塘河文化已深入人心。如

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塘河文化的

挖掘、整理、收集中去，这是一个令人感到

温暖、振奋人心的好事。从文化发展的角

度来讲，文化是不断前进的，同时文化也

是有使命的，它能鼓舞、凝聚人心。我觉

得瑞安在塘河治理中要融入治水的艰辛

历程，让大家知道我们是通过怎样不懈的

努力才有今天的面貌。这需要以文化的

力量来唤起更多人参与，用群众的智慧和

力量去协助政府的治水工作。

同时，还要进一步深入落实河长

制。这些年，各级河长在河道、水体的维

护和管理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从

2018年开始，全省上下在开展“美丽河

湖”创建。因为“美丽河湖”创建标准中

有很大一部分涉及水文化的挖掘和建设

工作，要有文化元素积淀的河流才能评

选为“美丽河流”，和过去河长承担的管

护职责不同，这需要转变工作思维和方

式，因此，着力挖掘和建设文化元素，这

是河长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五水共治只是治理塘河的初级阶

段，未来要做好生态和文化建设，这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关于文化建设，首先要挖掘文化，

温州历史悠久，文风鼎盛，是永嘉学派

的发源地之一，瓯越文化遗产丰富，时

至今日，还有好多文化尚未挖掘；其次

是认识文化，对待传统文化要做到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误读文化；再者

是评价文化，文化要素评价要遵循两

大坐标，区域比较和时间比较，要放在

历史文化长廊中，放到全国乃至世界

的空间中去比较、论证、研究，才能发

现它的时代价值；最后还要利用文化，

挖掘和保护不是目的，最终是要通过

文化实现唤醒生态文明意识，让大家

明白赖以生存的山水和后人息息相

关，对家乡有归属感、自豪感，自觉地

保护塘河。

作为景观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我

觉得真正的景观设计是无痕的。大道

至简，大道无痕，希望未来的塘河景

观、文化建设和水一样，上善若水、默

默无痕。

2016年，我到瑞安市治水办任职，

作为治水人，我看到了治水道路之艰

辛。2017年剿灭劣V类水是全省任务

最重的，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

亲自挂帅，治水人冲锋在前，取得了良好

成效，夺得了全省治水最高奖“大禹鼎”。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怎么办？我觉

得一要治根本，在治水过程中发现温瑞

塘河河水发臭的根本原因是没有雨污分

流，比如望湖二期附近的河流，实施了雨

污分流工程后，水质大有改善，能见度、

透明度提高。二要治重点，2017年“剿

劣”任务很大，1个省控5个温州市控断

面，量大面广，我们把城中村、城郊界的

临河100米列为截污纳管重点区域，重

点整治企业、餐饮业的污染源问题。三

要治系统，管网是一个系统，一级、二级

管网都有了，三级管网如果不接入，这个

系统就空置了；同时河道也是一个系统，

某一个环节破坏了，生态链就断了，所以

要做好生态修复，提高河道的自净能

力。四要治人心，生态环境和我们息息

相关，而一些人总觉得保护环境事不关

己，部分企业为图利益，环保设施形同虚

设，只是应付检查；沿河群众为图一时方

便，随手丢垃圾时有发生。

总之，治水工作不能脱离群众，不

能单兵作战，这就需要我们去唤醒民

众，走群众路线，发动更多人一起治水、

护水。

温瑞塘河文化高峰论坛是瑞安市

温瑞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的一大盛事，

对我们每一位会员是鼓舞人心的。值

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1日成立的瑞安

市温瑞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在文化打

造、全民宣传、全民治水中走出了一条

瑞安特色的全民治水之路。

在文化打造方面，首先全力运用文

艺工作者的力量，自成立以来，促进会

和市文联联办了塘河文化书画摄影大

奖赛，成功举办守望塘河巡回演出，组

建塘河文化讲师团，召集一批温州地区

文化名人谋划出版《至美塘河》和《摄影

家眼中的至美塘河》等乡土读物。其次

是全力运用媒体的力量。我们全面发

动主流媒体的权威影响，分别和瑞安广

播电视台、瑞安日报联办专题栏目—

《全民治水》，邀请《温州日报》等上级媒

体做好治水外宣工作。再次是全力运

用民间志愿者的力量，治水工作必须紧

紧依靠群众，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做

好五水共治和弘扬好千年塘河文化。

温瑞塘河从东晋时代流淌至今，从

岁月深处汩汩而来，我们一定要治理

好、呵护好这条母亲河。为进一步掀起

全民治河热潮，传承和发扬光大塘河文

化，我们要站在建设生态文明、保障群

众健康的高度，挖掘乡愁，传播生态文

明，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综合整治温

瑞塘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最后，让我们以弘扬千年塘河文化

的名义再出发，共同打造至美浙南水乡。

我曾在英国最大的水务公司工作，

国外治水是通过立法，从法律层面禁止

污水直排入河；其次是修建大量市政管

网，统一收集污水；第三是建造污水处理

设施，使排水的水质达到河流的承载量。

回观国内，治水工作十分艰难，因

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过去这些

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保设施建设相

对滞后，目前国内治水有个突出的表

现，总结起来就是“内忧+外患”，造成了

治水的难度和曲折的过程。

内忧是指，城市建设中，为了给发展

让步，很多河道被人为破坏，严重破坏了

河道的自净能力。外患是指，过去在城市

建设中对管网等方面的环境治理设置投

入不足，群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较为薄

弱，垃圾乱扔、污水偷漏排现象屡禁不止。

为此，我们倡议：治水一定要向科

学治水、全民治水进行有机转换，同时

要以文化的力量来唤醒大家对生态文

明的保护意识。

我出生在塘河边，记忆中的塘河碧波荡

漾，两岸分布着大量的文化资源，富有梦里

水乡的意境。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

发展，塘河沿岸的历史印迹也在消失，一些

传统的街区格局、河街形态被现代潮流给淹

没。我认为塘河的传统文化不能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脚步而失落，一些民间治河经验、

民俗民风、民间曲艺等贴近老百姓生活的文

化底蕴不能被遗忘。

因此，开展温瑞塘河历史文化建设、开

发塘河传统文化价值，已是大势所趋、刻不

容缓，传播好塘河文化，讲好塘河故事，并以

此创新工作思路，是今后温瑞塘河综合整治

工作的客观要求。

我从2015年开始担任村级河长，治水历

程确实不容易，但看到母亲河变清变美，心里

特别欣慰。自从担任河长，深感肩上的责任

重大，回顾四年的工作，我觉得村级河长首先

要“脚勤”，只有走出办公室，经常去河边看

看，才能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我社区一共有

4条河流，3条是塘河支流，其中怡心河是断

头河，治理难度很大，我对此倾注了很多心

血，几乎每天都要巡河一遍才能放心。另一

方面是“嘴勤”，因为河流沿岸居住区密集，生

活垃圾入河、污水直排入河等不文明现象时

有发生，作为河长，我们应该亲力亲为、耐心

地向他们解释，告诉大家如何保护河流，让母

亲河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

我来自民间，是一名“草根护水者”。去

年7月1日温瑞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成立，我

成为水质监督小组的一员，一年来，我们对

13.4公里的温瑞塘河主河流和多数支流展开

巡河、监督，同时还联合瑞安市民监督团、民

间河长和3家社会公益组织共同开展治水活

动。有了他们的参与，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

为此，我再次呼吁政府、部门要发动我

市更多社会公益组织共同参与，为治水工作

注入一股股民间的“中坚力量”。同时，我们

水质监督小组仍将联合市民监督团、民间河

长组织和公益组织一起开展巡河、监督、护

水行动，为母亲河水清、岸绿、景美、空气更

清新而贡献绵薄之力。

[采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