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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穿城过 碧波漾榕城
福州持续推进河湖水系治理，城市“蝶变”获全球大奖，宜居环境获百姓称赞

演唱会一票难求“加价代拍”靠谱吗？
周杰伦福州演唱会开票，有人加价2000多元找代拍；律师与主办方

提醒，要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避免上当受骗

警方悬赏通缉
10名电诈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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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福州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这是联合国人居署授予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高级别奖项，全球共有5个城市
获奖，福州是中国唯一。大奖为何花落福州？答案与这座城市的“蝶变”有关。福州是座山水之城，是国内水网平均密度最大的城市之
一。这几年，福州内河褪去城区内涝、水体黑臭的“外衣”，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在一个个看得见的变化中，感受满满福气。

其实，这并不是福州捧回的第一个大奖。2018年以来，福州市还先后获得首批“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中国宜居宜
业城市”、“十大大美之城”等荣誉。一个个国字号荣誉和百姓好评价，是福州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最好注解。

“七溜八溜，不离福
州。”持久的治水、护水，
不仅为福州开发内河文
化旅游资源打好了基
础，也让“水城”福州的
宜居蓝图和可持续发展
道路越发清晰。

2022 年元旦，流花
溪游线和白马河—东西
河游线启航；之后，三捷
河等一批新游线陆续开
通；今年，福州内河游航
线继续添新……据了
解，福州内河游总规划
里程约 100 公里，随着

“百里水上福道”建设图
景的不断实现，有福之
州的美好生活，成为每
个福州人的骄傲。

来自河南的“00后”
彭诗露正是因为这份宜
居 ，今 年 选 择 定 居 福
州。她说，她是爱玩的
女孩，对于榕城的多数
景点都印象深刻。作为
一名本地高校的外地学

子，经过四年对福州的
“考察”，她见证了榕城
水系综合治理赋予了三
捷河“第二次生命”，在
去年参加“好年华 聚福
州”研学活动夜游闽江
时，更是深深地被闽江
夜景所打动，因而产生
了定居的想法。

无独有偶，石琦琦
是前年暑期参加“好年
华 聚福州”引才活动的
一员。她是辽宁人，四
年求学生涯与这段暑期
实习经历，让她更加喜
欢福州这座城市。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她说，自
己除了喜欢实习项目中
所感受到的榕城文化底
蕴及面向应届毕业生、
高层次人才扎实有效的
就业帮扶与引进政策，
还有山水环绕、树木常
青的环境，她也希望有
更多的学子能够留榕，
在榕城追风逐梦。

流水潺潺，岸绿景美，流
花溪是福州内河治理成效最
好的河道之一。

这些年的端午节，紧邻
流花溪的高宅村都热闹不
已。老福州人高居西告诉记
者，对于老一辈的村民来说，
流花溪和龙舟赛有着非凡意
义。流花溪作为高宅村家门
口的清流，养育着一代代高
宅人，“溪内洗米捞鱼虾、赛
龙舟，那可都是我们儿时的
记忆”，龙舟习俗也在高宅村

传承了数百年。每年端午期
间，全村青壮年纷纷回村踊
跃参加龙舟竞渡，热闹非凡。

“这样的家门口惬意场
景，也曾一度‘停’了十年，只
能到乌龙江去‘过渡’。”高居
西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流花溪曾出现污水直排入
河、违章建筑侵占河道等现
象，不仅水质恶化，黑臭现象
严重，龙舟也划不动了。“可
谁又能想到仅仅几年，流花
溪水质不仅恢复了往日的清

澈，沿岸造景还比以前更好，
成为了市民休憩、娱乐、健
身、游玩的景观河。”

流花溪之变，是福州内
河蝶变的一个缩影。2016
年下半年，福州市委、市政府
坚持“系统综合、生态自然、
标本兼治”三大理念，对福州
内河进行系统性整治，打响
了水系综合治理攻坚战。在

“一千零一夜”的全域施治
中，城区内河经历了干塘清
淤、全面截污、生态补水等全

套“手术”，焕发新颜。在此
基础上，福州创新打造“串珠
公园”，以沿岸步道和绿带为

“串”、以块状绿地为“珠”，建
设形成连续不断、纵横交错
的城市生态走廊。

如今，379 个沿河串珠
公园从内河两岸蔓延开，与
500公里长的沿河绿道相互
勾连。推窗见绿、出门进园、
行路见荫的幸福生活，正随
着蜿蜒流转的内河，“流”进
榕城千家万户。

水体整治“三分建七分
管”，如何长久实现水清岸
绿，持续造福于民？

福州率先组建城区水系
联排联调中心，整合建设、水
利、城管等部门涉水职能，变

“九龙治水”为“一龙管水”，
实现统一调度、协同发力。
同时，建立并完善了内河名
录制度，每条内河不仅有自
己的“身份证”，还配备了“政

府河长”和“企业河长”。
2021年，福州还建立了“民间
河长”机制，并推出了内河违
法事件“随手拍”首报奖励机
制，鼓励市民成为内河的“巡
查员”“监督员”“联络员”。
去年，福州市还延伸“河长
日”内涵，首次启动“护河爱
水、清洁家园”行动。

一系列的配套举措，回
馈给福州人的，是源源不断

的清流。
从光明港河到晋安河，

曾从事 20 多年河道保洁工
作的罗祥英，也是福州内河
变迁的亲历者。她依稀记
得，1998年和丈夫从老家湖
北洪湖来福州，找的第一份
工作就是河道保洁。过去
河道垃圾多、种类多，每天
装 个 数 千 斤 是 常 有 的 事
情。20多年来，随着河道变

好，他们的“装备”也从原来
的打捞木船逐步升级为机
动船、全自动保洁船。

“如果让我来评价内河
的变化，我觉得工作量是最
好的见证。”罗祥英说，这几
年，随着内河环境变好，她的
工作轻松了许多，一天下来
打捞量也不过是半筐落叶，
而且一边干活一边看景，她
觉得这样的工作十分美好。

内河保洁员：“半筐落叶是内河蝶变的最好见证”

老福州人：“家门口的清流与龙舟回来了”

新福州人：
“宜居环境是我定居福州的理由”

N海都记者 唐明亮 汤先增/文 部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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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上下杭感受水韵风情成为热门打卡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