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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年33月月2222日是第三十一届日是第三十一届““世世
界水日界水日””，，33月月2222——2828日是第三十六届日是第三十六届““中中
国水周国水周””。。今年今年““世界水日世界水日””的主题是的主题是
““Accelerating ChangeAccelerating Change””（（加速变革加速变革），），中国中国
水周的主题是水周的主题是““强化依法治水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携手共护
母亲河母亲河””。。

春江水暖春江水暖，，八闽大地水清河晏八闽大地水清河晏，，闽江闽江、、九九
龙江龙江、、晋江晋江、、汀江汀江、、赛江赛江、、木兰溪木兰溪、、交溪等一条交溪等一条
条母亲河焕发新颜条母亲河焕发新颜，，向着幸福汇流向着幸福汇流。。

保护母亲河保护母亲河，，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事
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我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空间均衡、、系统治理系统治理、、两手发力两手发力””治水思治水思
路路，，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加强依法治水加强依法治水，，促促
进人水和谐进人水和谐，，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水资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水资
源源，，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母亲河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母亲河——

先后制定出台先后制定出台《《福建省河道保护管理福建省河道保护管理
条例条例》《》《福建省水资源条例福建省水资源条例》《》《福建省河长福建省河长
制规定制规定》《》《关于加强闽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关于加强闽江流域水生态环境
协同保护的决定协同保护的决定》《》《关于加强九龙江流域关于加强九龙江流域
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决定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决定》》等法规规等法规规
章章，，建立了河湖治理与司法协同保护建立了河湖治理与司法协同保护、、公公
益诉讼与生态检察跨区域协作机制益诉讼与生态检察跨区域协作机制，，以强以强
大法治力量为母亲河保驾护航大法治力量为母亲河保驾护航；；

坚持流域协同坚持流域协同、、水岸共治水岸共治，，全面开展闽全面开展闽
江江、、九龙江等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修复九龙江等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修复，，在敖在敖
江流域强化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江流域强化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在木兰溪流在木兰溪流
域开展域开展““四水四定四水四定””先行示范区建设先行示范区建设；；

连续连续44年对全省年对全省179179条流域面积条流域面积2002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和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和2121座大型水库进行座大型水库进行
““健康体检健康体检””，，发布发布《《河流健康蓝皮书河流健康蓝皮书》，》，制定制定
了全国首个了全国首个《《河湖河湖（（库库））健康评价规范健康评价规范》》和和《《独独
流入海型河流生态建设指南流入海型河流生态建设指南》，》，促进河流健促进河流健
康指数逐年提升康指数逐年提升，，复苏河湖生态……复苏河湖生态……

20222022年年，，全省主要流域全省主要流域、、小流域小流域ⅠⅠ～～ⅢⅢ
类水质比例分别为类水质比例分别为9898..77%%、、9595..55%%，，分别同分别同
比上升比上升11..44%%、、22..22%%。。包括闽江包括闽江、、九龙江流域九龙江流域
在内的在内的““中国山水工程中国山水工程””入选联合国首批十入选联合国首批十
大大““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漳州九十九湾漳州九十九湾
成为全国首批七条幸福河湖试点之一成为全国首批七条幸福河湖试点之一；；木兰木兰
溪成为全国唯一以流域命名的溪成为全国唯一以流域命名的““绿水青山就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福建正以实践创新基地……福建正以
““争优争优、、争先争先、、争效争效””的高度自觉的高度自觉，，将每条母亲将每条母亲
河建设成为造福福建人民的幸福河河建设成为造福福建人民的幸福河。。

良法善治良法善治良法善治良法善治 守护幸福母亲河守护幸福母亲河守护幸福母亲河守护幸福母亲河

闽江，福州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她
滋养三山，泽被榕城，哺育着一代又一代
的福州儿女，孕育出灿烂辉煌的闽都人
文，成就了有福之州跨越发展，实现了两
江四岸宜居宜业。

历年来，福州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坚持

“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主动扛起管水治
水兴水政治责任；不断改革创新，针对群
众最为关切、反映最为强烈的水资源不
均衡、城区易涝、水体黑臭等问题，坚持
系统谋划、综合施策、统筹推进，构建了
具有福州特色的河湖综合治理模式，闽
江下游主干河道和支流全面完成治理，
基本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安
全、生态”的目标。

节水优先不放松，福州市通过实行
水资源消耗总量、强度控制，节水基础设
施和监管能力持续提升，节水政策、技
术、制度、机制创新等持续加强，全市累
计创建永泰县、福清市、连江县、长乐区、
罗源县、闽清县等 6 个县域节水型社会；
福建工程学院、福建中医药大学等 11 家
高校开展节水高校建设；福建工程学院

合同节水项目入选水利部“十三五”践行
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典型案例，其应用
的“高校（小区）节水智能管控机制、技术
与装备”获 2020 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
奖科学进步一等奖。

为实现人民“喝上水、喝好水”的美
好愿景，福州市在“十三五”期间实施建
设了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其中先行
动建的“一闸三线”工程调水沿海缺水地
区，受益人口约 580 万人，现已实现向缺
水的长乐、福清供水，今年上半年将通水
平潭，实现工程全线通水。

为构建闽江母亲河的防洪屏障、排
涝屏障和生态屏障，福州持续推进江河
防洪治理、城区内涝治理及内河水系治
理等三大系统治理项目，补足中心城区
防洪屏障、破解城区内涝顽疾、消除城区
内河黑臭水体。

有福之州，因水而美，因水而兴。新
征程上，福州将通过“强基宁水、集约用
水、控源清水、以文活水、产业兴水、数字
管水、护河爱水”七大行动，进一步落实
治水方针、巩固治水成果，提升治水效
能，为母亲河绘就宁波安澜、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鱼翔浅底的新画卷。

九龙江西溪，河道全长 172 公里，流
域面积 3940 平方公里，是依水而居的沿
江 265 万人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地，566 平
方公里冲积平原带来的肥沃土地，造就了
漳州“鱼米之乡”“花果之乡”，是漳州的经
济航线、生命线，是漳州人名副其实的“母
亲河”。

守水脉，涵养生态之美。漳州市推动
构 建 了“ 市 、县 、乡 三 级 河 长+河 道 专 管
员+河道义务监督员”的五级工作网络体
系，全市 209 个河长办挂牌运作，有 701 名
河长、1149 名工作人员，还创新探索了“校
园河长”、“小河长”、“民间社团河长”、义
务监督员等形式，实现了对区域河流监管
治理的无缝覆盖；通过持续开展水环境污
染源整治等专项行动，建立河湖漂浮垃圾
长效保洁机制，促进河长制司法联动等治

水举措，漳州实现河湖管护“高力度”、治
理“高颜值”。

漳州还创新“生态+”发展模式，结合
城市排水防涝、海绵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等工作，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建成九龙江西溪“五湖四海”生态圈，
通过项目带动治水，促进河湖水质、水环
境、水生态的全面提升，进而带动周边产
业发展，延伸治水效益。

守命脉，夯实安全之基。近年来，漳州
市积极谋划九龙江流域漳州段、中小河流
以及其他重要独流入海河流防洪治理，加
快西溪水闸（大型）除险加固建设及大水
港水闸（中型）除险加固工程建设资金筹
措工作，完善九龙江防洪工程（二期）湘桥
泵站建设验收后续工作，推进九龙江防洪
工程芗城段（一期）、龙文段前期工作，进

一步加强九龙江西溪防洪工程体系。
如今，九龙江西溪已构筑相对可靠的

防洪抗灾体系，漳州中心城区（芗城、龙
文）防洪标准已达百年一遇，漳州市因科
学规划工程与实施及精准调度多次荣获
全国、全省抗洪救灾抢险先进集体称号。

守文脉，追根文化之源。九龙江西溪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龙江颂的发源
地、近 1000 万台胞的祖籍地、中国女排的
娘家，沿岸现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1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3处、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12个。

近年来，漳州市积极开展西溪水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与利用，建成一批精品水
文化工程，打造一批水文化展示平台与窗
口。2022 年，西溪沿岸九十九湾、龙江颂等
水利设施入选福建省第一批河湖文化遗
产名单，龙江颂歌水利风景区入选《全国
红色基因水利风景区名录》。

2022 年，九龙江西溪以其丰富的水资
源、优美的水环境、多样的水生态、稳固的
水安全、深厚的水文化获评全国第二届十
大最美家乡河，九十九湾连通水系项目入
选水利部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春光灿烂，木兰溪畔莺飞草长。“雷锋
月”里，一支由莆田市、区妇联组织的志愿者
队伍以“木兰姐姐”形象出现在社区、街道、
河岸，开展送书、义诊、护河等公益活动，化
用木兰溪治理精神以实际行动服务群众，浸
润人心。

在莆田，传承木兰溪治理精神的新时代
故事正不断上演，共聚管护河湖力量的创新
做法不断推出。2022年，莆田推出《各级人大
代表监督实施河湖长制工作方案（试行）》，创
新“代表+河长”模式，成立由各级人大代表为
主导的巡河护河志愿者队伍，共同参与巡河
护河行动；出台《莆田市“委员河长”工作方案

（试行）》，创新积分奖励、智慧管理等机制，协
力推进河湖长制有名有责有能有效。

“代表/委员+河长+志愿者”创新模式，

是莆田多年来持续传承弘扬木兰溪治理理
念，纵深推进木兰溪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缩影。

2021 年 3 月，实施木兰溪综合治理写入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莆田加快推进全域建设幸福河湖节奏：
首创河长日、流域双河长、党政企共治等机
制，成立莆田市幸福河湖促进会，推行 5G+
木兰溪全流域数字化治理，出台木兰溪流域
水量分配、生态基流保障等方案，实施六清
六化六方行动，建成玉湖、绶溪、荔林水乡等
河湖文化公园，在绶溪片区全省率先探索生
态环境导向开发全国 EOD 试点，布局绿色
经济等 12 条重点产业链，实现人水港产城
和谐共融……

进入新发展阶段，莆田成立以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亲任组长的木兰溪流域保护
发展领导小组，实施三年行动，集成实施“千
古木兰溪、百里江山图、十里风光带”项目，
打造统揽莆田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的生态
带、文化带、健康带、产业带、创新带。

2022 年 11 月，省政府印发关于支持莆
田市践行木兰溪治理理念建设绿色高质量
发展先行市的意见。莆田乘势而上，将以木
兰溪综合治理为总抓手，深入做好产业发
展、城乡建设、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港口崛
起五篇文章，擘画木兰溪流域水安全有效保
障、水资源优质健康、水生态良性循环、水环
境优美亮丽、水文化传承发展、水经济和谐
发展新画卷。

2023 年春节期间，北大荔林水乡公园、
白塘湖、东阳村三条航线同时开放，市民乘
着“水上巴士”开启水乡寻福之旅；玉湖新城
木兰溪畔新建的滩地公园成为一处市民的
网红打卡地；木兰陂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公园
旁，面积约 4.9 公顷的福建省水利博物馆主
体工程已开工建设……十里风光带上，由木
兰溪照见“家门口的诗与远方”的美好正一
步步稳稳走来。

全省唯一连续四年（2019—2022 年）获
得河湖长制省对市考核第一名的设区市，全
市综合水质指数连续三年蝉联全省第一，
2022 年“打造水生态环境治理新样本”获评
全国第二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2020年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获国务院督查激励通报
表扬……近年来，三明市始终以生态法治建
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新阶段依法治水

“三明样板”，取得累累硕果。
科学立法。三明在全省率先出台地方饮用

水源保护法规《三明市东牙溪和薯沙溪水库饮
用水源保护条例》，并相继出台《关于加强河道
管理的决定》《关于全面落实河湖长制保护河
道水生态的决定》；牵头起草《福建省河湖长制
工作管理规范》，全国首个河长制国家级标准
化试点项目落地三明；在全省率先制定《三明
市储备排污权管理和出让办法》，出台《三明市
全面深化河长制实施方案》《福建三明河长制

管理标准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
提升河湖长制的工作方案》及配套制度，推动
生态治水科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智慧执法。三明创新生态综合执法模
式，大田县在全国、全省率先组建生态综合
执法局，相对集中行使涉水部门行政处罚
权，统一集中授权执法，并在全市复制推广；
建立河长制指挥管理平台，构建监督、监管
和指挥决策一体化的“智慧治河”综合管理
信息系统；成立全国首个水执法与云司法数
助治理中心，做法入选福建生态环境司法

“十个创新亮点”。
依法共治。三明市通过整合体制资源，

完善执法司法衔接机制和制约监督机制：全
面设立驻河长办检察联络室、法官工作室、
河道警长，强化水环境执法与司法衔接配
合，市县法院、检察院积极配合行政执法部
门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健全多方制约协

作机制，2022年以来市级共办理生态领域人
大建议和政协提案 31件，满意率 100%，发出

“护河令”2 份、涉河涉水等相关公益诉讼检
察建议 36 份；统筹上下游、左右岸联防联
控，与龙岩市建立“两地四县”闽江源生态保
护协作机制，与泉州市、福州市、莆田市等建
立“四市五县”戴云山脉生态保护司法联盟，
形成跨区域生态环保“一盘棋”整治格局。

创新探索。三明探索形成一系列独具特
色、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系统治理，以闽
江上游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整体修复为核
心，统筹各部门涉水项目资金 31.14亿元，实
施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水土流失治理、安
全生态水系建设等重点工程，大田矿山生态
修复治理“五园模式”成为全省矿山治理的示
范样板；在全省率先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排污权交易、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三项改革，
2022 年全市 174 家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
险，保额 25425万元，排污权出让累积成交总
额 5亿元，全省第一；利用水生态资源发展水
产业新业态，建成泰宁大金湖、建宁闽江源、
尤溪闽湖等一批亲水A 级旅游景区，培育大
金湖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将乐国际皮划艇
马拉松公开赛等水上运动精品赛事，水产业
经济已成为全市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之一。

南平地处闽江源头，山脉纵横，水系发
达。闽江源头怎样守护河清水绿？南平水利人
在闽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担负起

“源头责任，干流担当”，履行“南平使命”。
勠力治理护源头。为从源头上杜绝闽江

水被污染，南平先后开展畜禽污染整治行
动，鱼、牛蛙等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切实
阻断农业养殖污染源，同时积极开展增殖放
流活动。

为提升水环境质量，2017年以来，南平市
聚焦畜禽养殖综合整治，全面消除劣Ⅴ类水
体，实施污水治理项目 252个，闽江流域生态

环境治理项目188个，南平水更清、河更绿。
水土保持促生态。南平市累计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332.86万亩，持续实现增绿增收，水
土流失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建瓯、政和相
继退出全省 22个水土流失重点县，浦城县成
功创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在武夷学
院开展茶园水土流失防治试验示范项目，建
设了武夷山（武夷学院）生态茶园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园，探索出“茶园梯壁斜孔种植麦冬防
治水土流失”新治理模式，被纳入2022年度福
建省水利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指南及产品目录。

齐心共抓保安澜。南平市水系密布，大

小河流 700 余条，如何跨部门、跨区域协调
联动治水是一大难题。

2017 年，南平市河长制办公室正式成
立，逐步构建市县乡三级“双河长制”，共设
立各级河长 2332 名，11 名检察官和 11 名法
官进驻市县河长办；440 名百姓河长、40 名
企业河长，以及一大批“河小禹”“巾帼护河
队”等积极参与，实现多元化监督管理。在全
国率先出台《南平市河岸生态地保护规定》，
为加强沿河土地管理，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
法律依据；完善“河长办+公安、检察院、法
院”等部门联动机制，推动成立驻河长办警
务工作室，形成“河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警长”四长同治的河湖管护组织责任体系。

如今，全市水环境、水生态持续保持优
良，闽江、富屯溪、建溪 3 条主要河流水质全
优，Ⅰ~Ⅲ类水质比例 100%。一湾清水出武
夷，在闽江流域源头生态保护中，流淌出群
众满意的“南平答卷”。

三明市金溪流域大金湖三明市金溪流域大金湖 支国权支国权 摄摄

九龙江西溪碧湖段九龙江西溪碧湖段 梁健梁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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