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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连日阴雨终于
放晴，延平区水东街道金鸡
山社区的一处口袋公园，又
迎来附近居民休闲健身。“这
边原来是块荒废地，政府‘神
来之笔’后变成休闲公园。”
居民王大爷正在器材上锻炼
身体，他说，延平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出现很多小而精
的别致公园。

海都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延平区以群众实际需求
为落脚点，高标准推进公园

建设工作，已有39座“见缝插
绿”的“口袋公园”应需而生。

“口袋公园”是延平生态
环境的一个缩影，而新时代的
生态巨变，始于“炉下之问”。
粗放的生猪养殖回报高，但要
用污染环境来换取。二者如
何选择？今后的路怎么走？
南平开展了一系列治理。

随后几年，延平区从生
态系统整体性出发，全面开
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试
点工作，逐步摸索出“1+3+

7”立体式生态屏障工作机
制，围绕1个闽江源头，高标
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3
大保卫战，重点推进闽江流
域延平段水源地保护、畜禽
养殖污染源整治、农村面源
污染综合整治、污染水体修
复、“水美城市”小流域综合
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历史
遗留废弃矿山综合整治及地
灾治理等7大工程。

今年初，“闽江母亲河·
千年航运兴”大武夷系列行

动在延平区举行，进一步推
动闽江“黄金水道”焕发新动
能。作为闽江的起点城市，
延平立足资源禀赋，发挥延
平湖“一江春水”的优势特
色，推出“闽江游”项目，实现
延平首航，带动夜市经济，撬
动民间消费新热点。

连接山海，涛声再起。
一幅幅的生态卷轴，是幸福
延平的生动样本，也是延平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出
的累累硕果。

源头碧水流 焕发新动能
南平延平区像接力赛一样保护闽江流域源头环境，绘就美好生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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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期间，海都记者来到南平市延平区，在
闽江大桥上眺望，江水波光粼粼，映衬着蓝天白云，犹如
蓝丝带一般，清晰地倒映着江上的大桥和江畔的建筑物。

丹山碧水，剑合双溪。眼前美景，得益于南平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延平区委、区政府对闽江
流域源头的生态环境保护，就像接力赛一样，从未停歇，
绘就一幅“晴山如黛水如蓝，波净天澄翠满潭”的美好生
态画卷。

地处福建“母亲河”闽
江干流源头的南平延平区，
是建溪、富屯溪、沙溪三大
支流的重要汇合地，这里山
峦起伏，溪流纵横，素有“闽
江之珠·文武延平”之美誉。

富屯溪流域是闽江的
主要支流，早在 2020年，当
地实行全区河道禁止采
砂。然而，采砂虽停了，可
遗留的砂石和大型采砂设
备迟迟无法清理，成为新的
河湖“四乱”问题（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海都记者
了解到，由于业主当时建设
码头投入资金较大，加上转
运点设立时间较久、股东较
多、涉及面较广，加大了治
理的难度和挑战。

为此，延平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严格按照中央

和省、市河湖长制工作有关
部署要求，打出了高位推、
清单查和依法督的一套组
合拳。其中，区、镇两级相
继成立河湖“清四乱”整治
专班，严格按照涉水涉河有
关法律法规要求，深入做好
采砂场拆除、相关补偿、安
全措施和事后监管等一系
列工作。

2023 年，仅河道采砂
问题整治，就集中一个多
月进行重点攻坚，清理砂
场 15 家，拆除采砂码头管
理房 5座、采砂设备 15处、
采砂船 17艘及配套装卸运
输船只 92 艘，使困扰辖区
河湖沿线多年未完成整治
的采砂场、采砂船等历史
遗留问题全面清零，治理
成效凸显。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
澄鲜一色秋。为了让每一
条河湖长治久清，自 2022
年以来，延平区就积极探索
河湖智慧管护机制，开展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等，高标准整治做好治山
理水工作，让延平显山露
水。

在传统模式下，河湖治
理工作由于属地之间的数
据孤岛可能存在闭塞、滞
后。记者了解到，为化解这

一难题，闽江上游七县（市、
区）共同签署水环境整治跨
区域协作联动框架协议，落
实跨区协作联动共治方案，
加强各类涉河涉水信息沟
通，依法依规开展打击非法
采砂、非法排污、非法电炸
鱼等联合执法行动。

同时，延平区响应省、
市水利厅数字化、无纸化改
革工作要求，结合实情建设
河湖生态智慧管护平台，该
平台打破数据壁垒，整合全

区水系图、巡河轨迹等涉水
数据资源，共享各乡镇河道
范围内的河湖“四乱”问题
数量及问题阅知单，统筹

“无人机＋人工”进行巡查
管护，壮大巡河队伍，提高
巡河效率，助推全域水环境
治理一体化、高效化发展，
让全域治水更科学精准。

延平河湖智慧管护相
关负责人钟凌燕介绍，平台
不仅可以实现信息整合，还
实现了“一图统管”“一体化

管理”。日常工作中，工作
人员对航拍事件进行分析
处理和筛选，将河湖“四乱”
问题下发至河道专管员或
乡镇河长办等，督促问题处
理。平台还可以有序呈现
各类无人机航拍影像数据、
人工巡河数据、河段养殖
场、排污口及公示牌等基础
信息，实现由“人工治水”向

“数字治水”迈进，“碎片化
管理”向“一体化管理”提
升。

实现“数字治水”提升“一体管理”

治理“水美城市”撬动“绿色饭碗”

“一套”组合拳 清河湖“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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