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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河晏 岸綠景美
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四十年成效斐然
一河水脈，奔流不息。一條深圳河，讓深圳、香港兩座城市的命運交織在

一起。這條深港界河，也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有故事的河流之一。
傍晚時分，落日紅霞，靜靜流淌的深圳河水質清澈，飛鳥自在，畫面美不

勝收。作為深港兩地交往交流交融的 「紐帶」 ，深圳河從幾十年前的水患橫
生、污染嚴重，變身為今天水清岸綠、魚翔淺底的生態河流，離不開深港兩
地的共同努力。從1982年以來，兩地開始攜手治理這條跨界河，至今已經40
載。12月16日，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四十周年活動分別在深港兩地舉行。從
「小河彎彎向南流」 到 「潮起大灣區」 ，深圳河南北兩岸的聯繫將更加緊

密；進入新時代，踏上新征程，深圳河也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承擔更重大
的使命。 文：余麗齡

深圳市水務局供圖

「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一首
傳唱大江南北的《東方之珠》，把深港之間這條窄窄
的深圳河推到了世人的關注中。深圳河，古稱 「羅
溪」。明朝中後期，深圳河有了官方稱謂 「滘水」。
她是香港與深圳的一條界河，也是香港最長的一條河
流。深圳河發源於梧桐山牛尾嶺，自東北向西南流入
深圳灣，全長37公里。界河長度為22公里，流域面積
312.5平方公里，深圳一側佔六成，香港一側佔四成。

但是多年來，由於河床狹窄，河道蜿蜒，加之受
海潮頂托，一遇洪水便渲洩不暢。擁有一條生態安
全環境優美的深圳河，是深港兩地居民的共同願
望，也是深港雙方政府的共識。

1982年4月，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工程談判正式啟
動，雙方克服體制機制、技術規範的難題，開創不同制
度、不同法律觀念的兩個地方政府聯合治理界河的先
例，組成了聯合工作小組。歷經13年艱苦談判，深港聯
合治理深圳河一期工程採用國際工程招標方式，引入國
內外一流團隊，於1995年5月19日正式動工。從1995
年到2017年，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先後開展了四期工程
建設，治河長度約18公里，完成投資約20億元。

12月16日，在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四十周年活動
上，深圳市副市長張華表示，四十載風雨同舟，深
港雙方精誠合作，攜手共進，共同打造出一套行之
有效、特色鮮明的合作模式和運行機制，圍繞深圳

河治理開展了防洪排澇、水環境改善、生態保育、
科技合作等多個領域的探討與合作，結下了深港共
榮的深厚情誼。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局長寧漢豪
表示，深港雙方在多年來的共同努力下，克服重重
困難，完成了共四期的治河工程，解決了深港兩岸
的水淹問題，讓深港居民安居樂業。當前，香港正
全面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深港由西至東興建了多
個陸路口岸和與其相連的交通基礎設施，使兩地能
跨越 「兩灣一河」，即深圳灣、大鵬灣、深圳河相
互連接，促成兩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讓香港更好地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以預見，未來的深圳河兩
岸，必有一番美好新景象。

實施深圳河治理四十年以來，深港兩地同理協
作，治理工作總體進展順利，取得了顯著治理成效
——流域水旱災害防禦能力明顯增強，初步構建了
流域防洪減災體系，成功應對了多次暴雨洪水和風
暴潮災害；河道生態保護治理能力顯著提升，扭轉
了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河道水生態環境惡化的態
勢，營造了河暢、水清、岸綠、景美的水環境景
觀，創造了界河協作治水的典型範例。

毋庸置疑，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工程已成為兩地
政府在重大跨境基礎設施合作建設方面的成功典
範，開創了不同制度模式、不同法律觀念的兩地聯
合治理界河的先河。在雙方協作機制的保障下，深

港雙方按照商定的規劃藍圖，分期分段開展治理工
作；根據規劃確定的目標，復查工程實施效果並及
時開展管養維護工程；針對關鍵技術問題，聯合國
內外權威科研院所開展科技攻關；始終貫徹生態理
念，開展全過程環境影響評估和監察審查，探索出
了 「一國兩制」方針下界河治理的有效路徑和方
法，綜合形成了一套先進的工程建設和治理模式。

深圳市水務局局長胡嘉東坦言道， 「深圳河治理
所體現出來的精益求精精神，啟示我們必須突破一
些固有的思想藩籬。」據了解，治河工程在機制協
同、工程規劃、建設管理、運營維護和環境保護等
方面先行先試，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例如，精準細

化管理工程建設，引入聯合工作小組決策機制、工
程主任負責制、全過程招標制；融合不同標準，協
商制定規劃藍圖；分期分段實施治理工程，一張藍
圖幹到底，並創新多項施工技術；及時復檢工程實
施效果，建立 「長期監測、科學評估、靶向維護」
的維護管理體系；貫徹生態理念，為內地首個進行
全過程環境影響評估及監察的水利工程。

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工程以其獨特的模式、巨大
的效益、精細的管理，供跨界河流治理提供了借鑒
及實踐啟示。正如胡嘉東所述，深圳河在深港聯合
治理發展歷史當中，是防洪排澇工作的一個代表工
程，很多思想值得水利人好好學習。

攜手治河 先行先試共促發展

同心勠力 傳承弘揚精誠精神

在工程建設中，深港雙方特別注重新技術、新工
藝、新材料的應用，不僅節省了工期，降低了造價，
還實現了良好的環保效益，多次被水利部、廣東省評
為水利樣板工程、精品工程。治理後的深圳河，河道
寬闊順直，堤岸連綿整齊，防洪標準提高到50年一

遇，經受住了多次超強暴雨和颱風的考驗，大大降低
了洪澇災害對沿岸經濟和兩岸發展的影響。

記者了解到，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工程與國際慣
例全面接軌，在內地率先實行 「項目法人制，招投
標制，建設監理制和合同管理制」，是內地第一個

全過程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監察及保護的水利工
程，是少有的在邊防禁區內施工的跨境工程，形成
了一套別具特色的管理模式。

值得關注的是，多年來深港兩地政府通過聯合治
理深圳河工程，為創新工程建設模式闖出了一條新
路。為了實現深圳河治理的長遠效益，深港聯合還
相繼開展了防浪牆補齊及改造加固工程。深圳河也
在深圳特區改革開放40年經濟快速發展，GDP增長
超萬倍的同時，依然保持了 「綠水青山」和 「美麗
中國」的特區風貌。

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不但大大降低了沿河兩岸
的水浸風險，還為新口岸發展提供了安全穩固的基
礎，令兩岸人民的來往更加緊密順暢。深圳和香港
同為大灣區的四大中心城市，深圳河治理與保護作
為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激發城市發展活力、提
升生態環境質量的重要舉措，新發展階段要求，深
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向形態更高級、基礎更牢固、保
障更有力、功能更優化的新目標演進，把握機遇，
進一步提升洪澇災害防禦能力，不斷推動深圳生態
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亦對深港兩地的合作
具有深遠的時代意義。

創新模式 極具深遠時代意義

櫛風沐雨四十年，奮楫揚帆四十載。回顧深
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四十年歷程中， 「生態優
先」 的理念貫穿工程始終。在上世紀九十年
代，在全國水利工程中率先進行全過程環境影
響評估及監察，並採取紓緩措施對工程可能帶
來的環境破壞和影響進行補償和恢復，最大程
度保護和美化了環境。2002年，深港聯合治理
深圳河工作小組職權範圍擴大到同時處理幹流
深圳河污染事宜。隨着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
深圳河流域這一開發建設最早、發展最快、人
口和建築最為密集的區域，生態環境發生質的
飛躍， 「十三五」 期間，深圳河幹流水質達到
自1982年以來的最好水平，水清岸綠、魚翔
淺底，白鷺翱翔的場景重回深圳河。
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站在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隨着粵
港澳大灣區宏偉藍圖的徐徐展開，前海自貿
區蓬勃發展，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加快
推進，深圳河南北兩岸的深圳和香港，未來
將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共治一條河轉
向共建一個灣。進入新時代，踏上新征程，
深圳河也將扮演新的角色、奔赴新的使命。
當前，站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及深港

聯合治理深圳河40周年這個新的歷史起點
上，深港雙方將繼續聚焦深港兩地 「一河兩
岸」 的城市發展，規劃建設 「一河兩岸」 的
城市風貌，進一步深化生態環境方面的聯合
治理，開展生態修復工作，使得深圳河成為
生態環境修復的一個典範案例，可持續發展

的一個重要示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生態優美的一個
重要縮影，體現美麗中國建設的一個重要成果，生機
盎然、展示城市發展魅力的一個 「都市陽台」 ，共同
譜寫深港合作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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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四十年歷程中， 「生態優
先」 的理念貫穿工程始終。

12月16日，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四十周年活動分別在深港兩地舉行。

深圳河深圳河 「「一河兩岸一河兩岸」」 的城市風貌的城市風貌。。

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四十周年展，分為 「一衣帶水」 「一河聯治」 「一灣
共建」 三部分。 如今的深圳河，水清岸綠、魚翔淺底，白鷺翱翔。

親歷者講述「與深圳河的故事」
深圳市羅湖區政協原副主席、市治理深圳河辦公

室主任林萬泉：

回顧深港聯合治理深圳河的過程，深圳河40年前
和40年後的今天相比，我們用一個天翻地覆這麼一
個詞來表述這一個事件的話，都不足為過，而且不
足以來說明它的驚天動地。

深圳市水務局原副局長李長興：

在治理深圳河的過程中，除了把計劃的規劃工程做
好，同時我們也和香港同行們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關
係，為未來深圳河治理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深圳河灣流域管理中心（市治理深圳河辦公室）
主任汪振松：

對未來深圳河的治理計劃，一是要從一條河的治理
轉向流域統籌的轉變。二是謀劃未來深圳河 「一河兩
岸」 城市風貌的打造。三是把深圳河打造成為未來深
港雙方生態修復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優秀合作範例。

漁民村村民鄧錦輝:

我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人，對深圳河是有很深的感
情，我小的時候深圳河的水很清，有很多魚和蝦，
改革開放以後，深圳河的水污染越來越黑。經過治
理後，深圳河的水越來越清，也有魚有蝦，重新看
見很多白鷺飛到深圳河找吃的。

沿岸市民唐桂生：

作為攝影愛好者，長期以來一直在深圳河邊拍
攝，忠實的記錄了深圳河的變化過程。從深圳河的
污染到治理，再到生態環境的改變、候鳥的增多，
這幾年明顯感覺到變化一年比一年大。國家保護動
物黑臉琵鷺對水質的要求很高，最近幾年，都能在
深圳河邊拍到上百隻的黑臉琵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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