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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将建水利主题公园
8 月 7 日，记者获悉，福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发布《水利主题公园（施工）-招标公
告》，水利主题公园北邻福新东路，西邻凤
坂支河，临近晋安湖公园、晋安三创园，总
占地面积10459平方米。

据悉，福建水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
水利主题公园将成为宣传福建水利、展示福
建水利建设成就的新平台，打造为集勘测设
计、水科学研究、水利科普为一体的综合基地。

招标公告显示，水利
主题公园（施工）已由福州
市晋安区发展和改革局批
准建设，建设单位为福州
市绿化管理处，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本次招标范围包括
水利主题公园红线范围

内的土方工程、景观挡墙、
主题花境节点、中心广场
节点、篮球场、绿化种植、
雕塑工程、避雨亭，给排水
工程、智能化电气、夜景照
明、水景池电气及设备工
程等，具体以工程量清单
所包含的内容为准，施工
图纸为依据。招标控制价

为 6142367 元。总工期为
90个日历天。

据了解，水利主题公
园占地面 积 10459 平 方
米，场地分为“五江一溪”
科普区、重点水利工程展
示区、水文化长廊宣传区
三个功能区及其他配套
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水利主
题公园还为市民提供了丰
富的植物景观。

记者从福州市绿化管理
处获悉，水利主题公园选用
了许多福州乡土植物造景。
在植物景观配置中，植物的
形态、色彩、质地以及比例均

遵循统一、调和、均衡、韵律
四大艺术法则。

以复合层次绿化为例，
通过常绿、落叶、色叶、香花
乔木搭配，衬托出优美的绿
化空间景观的同时，达到三
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植物观
赏效果。

“当然，除了观景外，水
利主题公园也为市民提供了
丰富的游玩平台。”上述负责
人表示，中心广场处有一个
大型喷泉，“五江一溪”科普
区域有林下休息平台，利用
现有大榕树建成，届时欢迎
市民前往游玩。

据设计团队负责人介
绍，“五江一溪”科普区将以
雕塑立柱的形式，向市民介
绍福建省的六条大江大河。

重点水利工程展示区则
介绍我省自新中国成立七十
多年来在水利方面取得的成
就，体现福建省水利事业“一

张蓝图绘到底”。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些成就涵盖了水利行
业不同的类型工程，如水库大
坝、防洪工程、海堤建设、水系
生态治理、水资源配置等，目
的是告诉市民，水利民生工程
虽然看似和大家很遥远，但却
与生活生产息息相关。

水文化长廊宣传区以
百米景墙为宣传平台，不仅
聚焦福建省的三处世界水
利灌溉遗产，也向市民介绍
治水历史名人，如大禹、李
冰、林则徐和萨镇冰，让市
民在逛公园的同时，也能学
习到相关的水利知识。

聚焦“水文化”跟着治水名人学水利

福州乡土植物造景 打造丰富游玩平台
科普“五江一溪”展示重点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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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主题公园效果图

开栏的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

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
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为福建建设生态强省提
供了宝贵思想财富、精神动力和实践先导。福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以新的改革实践纵深推进新
福建建设。今起，本报开设“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高质量发展调研
行”专栏，报道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思路举措、火热实践和成效经验，敬请关注。

水系治理仅是福州打
造宜居之城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作为“首
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
福州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
硕果累累，先后获得“国家
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首
届全国十大大美城市”等荣

誉称号。至2024年初，福州
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3.54%、绿地率达 40.3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98
平方米，其中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较1990年初的3.7平方
米翻了两番，位居全国省会
城市前列。市域内1300多
公里的福道与街巷紧密相

接，近 1500座大大小小的
公园星罗棋布，犹如颗颗璀
璨的绿色明珠镶嵌在城市
的各个角落。市民在家门
口就能进福道、登福山、临
福水、览福地，尽享榕城园
林之美、生态之福。

与此同时，城市生态
环境的极大改善，不断推

动城市崛起发展。21世纪
以来，福州经济连跨两个
5000亿级台阶，进入“万亿
俱乐部”，人均 GDP 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
十八大以来，福州“生态优
美”“经济强势”“政通人
和”，正如《闽都赋》所言，

“有福之州，斯之谓也”。

山水相映成辉 人城和谐共融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启动，首站来到福州，了解内河综合整治的美丽故事

提及20世纪90年代福州西湖的水质，不少市民直摇
头，说那时“又黑又臭”；而今，“悠游西湖”成了福州文旅的
活字招牌。置身于“福舟”，鹭行掠晴空，鱼戏碧波中，日
可赏古榕垂岸鸟啾啾，夜可享古韵盛宴灯光秀……

8月7日，由中宣部组织的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的“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采
访活动在福州启动，中央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100多名
媒体记者分两路深入福州、厦门、泉州、南平、龙岩、三
明等地，开展为期7天的集中调研采访。首站，记者们
来到福州，看水色秀丽的内河，了解福州建设山水人城
和谐共生背后的故事。

采访中，记者们登上“福
舟”，从西湖出发，途经白马
河、东西河，最后抵达黎明
湖公园。一路上，眼前的
风景宛如一幅流动的山水
画，令人陶醉。让人很难
想象，三十年前的西湖竟是
那般光景。

八旬老人林国山在西湖
边上住了大半辈子，他介绍，
20世纪 90年代，正是城市化
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之时，西
湖周边土地被大量开发，且
市民用水量不断增长，沿湖
周边的污水管容量根本满足
不了需求，大量生活污水便

被直接排入西湖，导致水体
黑臭，城市内涝。那时，每当
经过西湖，林国山只能掩着
口鼻，快步而过。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
段时间。开展水系治理，成
了福州人民的迫切愿望。当
时主政福州的习近平同志亲
自擘画并前瞻性地提出“全
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
合、齐抓共治”的治水方针，
推动出台《城区内河综合整
治规划》，实施西湖综合整
治、晋安河清淤等水系治理
工程，福州内河就此踏上了

“治水”的“征程”。
N

海
都
记
者

罗
丹
凌

该如何治水？2001年
2 月 2 日召开的整治西湖
现场办公会上，明确了“清
淤、截污、引水、管理”等综
合治理办法。

据福州西湖公园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回忆说，当
时的清淤包括对西湖和上
游屏西河、梅峰河、铜盘河
清淤。截污包括两方面工
作：一是沿西湖东西两侧
设截流雨水干渠，将西湖
东侧、西侧雨水截流送至
西湖出口水闸下游；二是
结合祥坂污水厂二期污水
管网建设，对西湖流域上

游污水进行截流。引水主
要是在已投入运行的屏西
河 5 立方米/秒引水基础
上，引 3~4立方米/秒闽江
水入铜盘河，增加汇入西
湖的闽江水。管理包括定
期清理淤泥和加强日常养
护，以巩固整治成效。

通过四个多月的努
力，福州西湖治理成果显
著：清淤30万方，建设截污
渠 1.8公里，投用文山里引
水泵站，同时建立起一系
列管理机制。整治后，西
湖水面清冽可鉴，水质可
谓“脱胎换骨”。

不仅仅是西湖，2016
年，福州市打响了城区水
系综合治理攻坚战，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水方
略，福州紧密结合实际，确
立和实践了“系统综合、生
态自然、标本兼治”三大治
理理念，对福州城区水系
进行科学、综合治理。

在三大理念的指导
下，福州还运用了全面截
污 、全 面 清 淤 、全 面 清
疏、全面治理污染源、全
面实施城中村改造、把水
引进来、让水多起来、让
水动起来、组建联排联调

智慧管理体系等系列措
施，以及“种树”“修路”

“亮灯”“造景”“建园”等
五个办法。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2018 年，福州市获评首批

“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
城市”；2023年，福州内河
治理、防洪排涝等案例和
经验在第二届联合国人居
大会上分享，内河违法事
件“随手拍”等机制获住建
部表扬并在全国推广……
一项项国字号荣誉花落福
州，无不彰显福州市生态
治理成果已深入人心。

乘“福舟”悠游福州 风景宛如山水画

西湖水质“脱胎换骨”榕城内河展新颜

城市生态建设 福州硕果累累

临近晋安湖公园，打造为集勘测设计、
水科学研究、水利科普为一体的综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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