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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用水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 重 要 物 质 基 础 ，
也是动植物生长的
要素之一。受季风
气候影响，我国南
方地区降水明显多
于北方地区，东部
地区明显多于西部
地区。在北方饱受

“春旱”等气候问题
困扰时，南方阴雨
绵绵；而当西部烈
日当头、干旱肆虐
时，东部沿海城市
台风过境、电闪雷
鸣。南多北少、东
多西少的降水分布
导致了南北方、东
西部地表径流分布
不均——当黄河的
某些支流即将或正
在 陷 入 “ 断 流 ”
时，长江流域却在
饱 受 洪 涝 的 威 胁 ；
当黄河入海口迅猛
的水流冲刷着岸堤
时，中上游的土地
可能往下刨 10 米也
不出一滴水。

生态补水是恢
复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重要环节，能
助推正常的水循环和水体功能，促
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生态
环境。据报道，每年春天，随着黄
河巴彦淖尔段开河加速，当地抓住
黄河凌汛分凌泄洪的有利时机，提
前疏通河道，通过河道下游的关键
性工程——河套灌区红圪卜排水站
向乌梁素海湖区持续排水，既减轻
了黄河防凌压力，又实现了生态补
水、改善环境的目的。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实施后，
白洋淀的水位明显回升，水质明显
改善，绝迹多年的芡实、白花菜等
多种沉水植物和浮叶植物已重现白
洋淀，一度大量死亡的野生鱼类也
在快速恢复和繁殖，白洋淀湿地生
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2021 年 夏 季 滹 沱 河 、 大 清 河
（白洋淀） 生态补水工作，是推进华
北河湖生态系统复苏和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的重大行动。通过补水，
近年来多数时间处于断流或干涸状
态的子牙新河、赵王新河、大清河
等下游河道将实现全线复流。

生态补水对生态环境改善作用
明显，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笔
者建议：

第 一 ， 提 前 疏 通 河 道 ， 查 找
“病根”，将缺乏连通、生机的河道
进行改善。促进水资源生态用量，
提高河流的纳污能力。生态补水应
遵循公正、公平理念，需以宏观格
局切入生态补水差异端口，平衡水
资源的循环利用。

第二，明确水资源生态保护的
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建立长效、
可操作性强的保护措施。秉承共赢
的微观原则，即“谁污染、谁治
理”，在“谁受益、谁补偿”的保障
条件下，生态补水逐步实现各经济
体共赢局面。建立河湖“经络”连
通体系，让各地方的生态水系“流
动”起来。

第三，恢复河流补水及生物多
样性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治理工程，
一般需要 5 至 10 年时间。因此，统
筹解决河流水资源、水生态问题，
开展沿岸生态修复显得尤为重要。
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再生水措施增
加河道生态水量，助推生态修复，
打造重要水源生态廊道。

第四，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城
市品位，建立生态补水基金、保证
金制度等，实现资金支持。依据投
入与产出效益进行评估，设定生态
补水标准，防止出现数量过低不利
于生态资源环保效果、数量过高又
增加生态补水主体负担的情况。对
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评估后，核算
生态补水数额。

生态补水是河道综合整治中的
重要手段，也是保障生态环境用水的
重要方式，它通过对生态需水量无法
满足而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补水，达
到解决区域生态系统水资源短缺以
及生态环境动态平衡的目的。

神州大地，各地水资源不平衡
问题突出。为了平衡流域周边生态
环境，实施南水北调以及各河流流
域内生态补水迫在眉睫。

今年 8 月 28 日，位于北京丰台
的南水北调中线大宁水库开闸，来
自湖北丹江口水库的长江水首次汇

入永定河，标志着永定河全线通水
跨流域多水源调度正式启动。据介
绍，本次调度统筹了多处水源，其
中包括官厅水库来水、南水北调中
线引江水、小红门再生水、北运河
水等，贯通了北京三家店至天津屈
家店。

黄河流域内由于降水量不同，
也 需 要 人 为 进 行 生 态 补 水 。 2021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首次在全流域
开展生态补水调度。据陕西省水利厅
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补水共安排生态
补水口门 46 个，补水河湖为渭河、北

洛河、石川河、红碱淖等 7 个，补水地
市为西安市、渭南市、铜川市、榆林市
等7个市区，补水口门涉及东雷抽黄、
桃曲坡、泾惠渠、羊毛湾、沣惠渠等 8
个灌区。生态补水也使内陆灌区免受
干旱之苦，截至 8 月 19 日，渭南市东
雷抽黄灌区已完成灌溉面积156万亩
次，创造灌区运行 42 年以来的新纪

录。目前，第三轮夏灌正在进行，日灌
溉农田达1.2万亩。

生态补水工程有效改善了流域
内的生态环境。在内蒙古，为全面
改善水质，最近 15 年来累计向乌梁
素海生态补水 36.48亿立方米，相当
于约260个杭州西湖的蓄水量；在新
疆，连续实施三年的生态补水，让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生态区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胡杨及野生灌
木等植被长势明显好转，野鸭等飞
禽数量明显增加，黄羊、马鹿等大
型食草动物陆续回归；在雄安，截
至 2020 年底，华北地区累计实施生
态补水 85.4 亿立方米，其中涉及雄

安新区的生态补水 26.9 亿立方米，
占总补水量的31%。生态补水为改善
华北地区尤其是雄安新区河湖生态
环境注入了强大活力。

据水利部介绍，在长江委精细
调度下，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向
受水区众多条河流进行了大量生态
补水，沿线城市河湖、湿地水面面
积明显扩大，河流径流量加大，河
湖水质明显提升，有效扭转了华北
受水区地下水长期超采局面，地面
沉降问题也逐渐改善，区域水生态
环境持续好转。

生态治水
九洲江是跨粤桂两省区的独流入海

河流，下游的鹤地水库是广东省湛江市最
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九洲江水质直接影
响湛江市 400万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
以及玉林市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随着流域
人口的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九洲
江水质一度降至地表水劣Ⅴ类。

2013 年以来，粤桂两省联手合作，
同心治污。在建立“成本共担、效益共
享、合作共治、双向补偿”机制的基础
上，加强合作交流，实行联防联控和流
域共治，建立统一的决策协商、信息通
报、联合执法和预警应急机制，共同维
护九洲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

2014 年 8 月，粤桂两省区政府正式
签署合作协议，明确2015—2017年各出资
3亿元治理九洲江广西段。2015年9月，广
西广东九洲江列入国家跨地区生态补偿
试点。2016 年 3 月，粤桂两省区政府签署

《九洲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中央财政在两省区各出资 3 亿元治理的
基础上，拨付 8亿元专项支持九洲江流域
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2019 年 1 月，两省
签订九洲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
议，两省（区）每年各出资 1 亿元，通过加
强生态保护，推动流域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九洲江水质逐年
跨上新台阶。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生态
环境处处长、二级巡视员赖春苗介绍，
跨地区生态补偿一是对九洲江流域在开
发利用与保护工作中各利益主体间的外
部性问题予以优惠政策、资金、实物等
形式的补偿。二是采用一系列政策、经
济、法律市场手段的公共制度安排，对
跨省流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和维护，
调整整个流域上下游之间生态环境保护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纠正之前不公
平、不公正的权利义务分配关系，使生
态环境利用或保护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
化，形成上下游共同保护、共同开发流
域环境的新局面，从而达到保护流域生
态环境，促进流域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增

值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治理污染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处监察专员许

桂苹是九洲江绿色蜕变的参与者和见证
者，她告诉记者，畜禽粪污治理是九洲
江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过去，许桂苹和
同事们时常奔波在九洲江沿岸的农村，
沿岸布满了一个个猪圈，酷暑时节，粪
污发酵后臭气熏天，江面上经常漂过病
死猪禽，生猪养殖成了水污染的重要

“元凶”。通过大量实地调研，总结污染
特点，许桂苹和同事们因地制宜为各流
域段治污“把脉开方”。

玉林市创新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模
式，解决了跨省区流域环境治理难题，
被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作为典型经验做
法，在全国通报表扬和推广。玉林的做
法是创新推广“高架网床+益生菌”生态
养殖模式，利用高架网床自动清粪技
术，将生猪与粪污分离，养殖全程免冲
水，源头节水 90%以上。在饲养和粪污
处理环节添加益生菌，有效提高了饲料
转化率，基本实现养殖无臭味。

圭地河是九洲江的主要支流之一，
从前村民主要以养猪谋生，养殖密度
大，部分猪场直排粪污，严重污染水环
境。为抓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当地实
行生猪养殖粪污处理网格化管理，外引
内培养殖龙头企业，推动养殖业高质量
发展。同时，积极推动养猪产业转型，
引导企业开办工厂，农户种植食用菌、
黄金百香果、火龙果，养殖塘角鱼等，
养猪场纷纷“变身”服装加工厂、电子
代工厂、菌类种植场、养鱼基地。现
在，圭地河水变清了，鱼儿变多了，常
常有白鹭在此翩跹觅食，水清岸绿的美
景逐渐回归两岸人民的生活。

绿色转型
“2020广西最美环保人”郑红萍被同

事们称为江川河流的“把脉人”，2017年
以来，她和同事们每月会同相关部门赴

九洲江流域开展调研督导，对九洲江全
流域开展水质加密监测和污染源调查，
还作为技术帮扶组常驻玉林市陆川县、
博白县，为治污工作找准“病根”，开好

“药方”，逐个击破流域污染“顽疾”。并
督导陆川县、博白县严格控制流域内新
建项目质量，提高项目准入门槛，明确
流域内不再新建工业园区，原则上不再
审批、核准、备案涉水工业项目。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从根子上大幅削减流域重
点污染源，通过建立“淘汰关停、升级
改造、易地搬迁”三种治理模式，完成
九洲江流域 16家重点涉水工业企业“一
厂一案”污染治理。

共饮一江水，同治一江清。广东省
将九洲江廉江段治理工程项目作为省
重点民生工程，被列入全国中小河流
治理总体规划项目。工程在九洲江干
流木岭水闸至下游出海口部分河段，
新建 （或改建） 堤防 6.5 公里，加固堤
防 28.23 公里，岸坡整治 20.45 公里 （含
清障 171 处），新建护坡 44.87 公里，堤
防 防 渗 处 理 9.9 公 里 ， 新 建 堤 顶 路 面
67.92 公里，拆除重建涵闸 24 座，新建
排涝涵闸 4 座。

为解决养殖清拆户出路问题，广西
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在
政策、资金和技术方面给予倾斜和支
持，引导农民由传统养殖业向特色高效
种植业模式发展。在陆川县规划建设 20
万亩有机中药材专属区，建成千亩基地6
个、百亩基地23个；规划打造60公里九
洲江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推动建设九
洲江流域生态景观带。

陆川县良田镇文官村官海屯地处九
洲江畔，距鹤地水库仅十多公里。村民
们拆猪圈种橘红，弃养猪兴加工，大力
发展橘红经济，曾经污水横流的养猪村
摇身一变成为“橘红村”，村民们还建设
旅游景点、农家乐饭店，打造旅游专业
村，村庄环境越来越美，村民的钱袋子
一天天鼓起来。

日前，由中建八局承建的上海市最大海绵公园——
星空之境海绵公园开园试运行。项目在确保排水防涝安
全前提下，最大程度实现雨水的自然积存、渗透和净
化。图为市民在公园内游玩。 王 诚 白新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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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水 河畅景美
刁星彤

“走长江，看珠江，
最 美 还 是 家 乡 九 洲 江
……”九洲江发源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
川 县 ， 流 经 广 东 廉 江
市，注入北部湾。“两
广”（广西、广东） 人民
同饮九洲江水，这些年
通过水源涵养、污染防
治、统一监测、强化监
管等措施，建立了横向
水环境补偿机制，实现
了“一江净水向东流”。

截 至 2021 年 6 月 ，
粤桂两省区累计投入用
于九洲江流域保护治理
资金达 27.2 亿元。2021
年1—6月，九洲江山角
断面水质为Ⅲ类，达到
国家考核要求，流域生
态保护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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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九洲江陆川县滩面镇河道清淤。资料图片

题图：九洲江水清澈见底。蓝钢铮摄

甘肃省张掖市通过采取退耕还湿、生态补水等措施，有效促进了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图为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台县明塘
湖湿地。 郑耀德摄 （人民图片）

三峡水库在下游进入枯水期时，实施生态补水。
图为三峡大坝。 郑 坤摄 （人民图片）

三峡水库在下游进入枯水期时，实施生态补水。
图为三峡大坝。 郑 坤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