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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集体经济薄弱，集体没有

多少收入，但在“五水共治”方面，我们

的投入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今年我们治水工作的重点是清

淤。村里一共有 7 口池塘，水域面积

二三十亩。我们计划投入80万元，用

于池塘清淤、衬砌以及周边的绿化、美

化等工作。目前，3 口池塘清淤整治

工作已经结束。

不过，由于这些池塘都没有活水

源，时间长了，水容易变质发臭。因

此，我们今年还打算将位于村内的 4

口池塘连通，形成水循环；同时，通过

定期从永康江抽水换水，一定程度上

能够保证池塘的“活性”。

对我们村来说，“五水共治”是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个最有力的抓手，也

是进一步团结村两委班子成员、融洽

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的“黏合剂”“催化

剂”。通过治水，村干部心齐气顺了，

团结干事的劲头足了，与群众的联系

也更紧密了。即便村民与村民之间、

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以前存在一些小矛

盾小纠纷，在开展“五水共治”工作中，

也逐一得到了化解。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村容

村貌日渐改善，政风民风逐渐好转，这

几年村里的变化，群众一一看在眼里，

以前持“反对票”“怀疑票”的村民，现

在对村两委班子也都投“赞同票”“支

持票”。

从“靠水吃水”到“靠水厌水”，只用

了短短几年；而要从“靠水厌水”再回到

“靠水吃水”，需要更长时间。

所幸的是，随着“五水共治”的深

入开展，“母亲河”正在逐渐展现旧时

的模样。特别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

永康江水质明显好转，“彩旗飘飘”现

象消失了，水面油污看不到了，刺鼻的

异味基本闻不到了。

更令人欣喜的是，前些年基本绝

迹的鱼类，现在又回归永康江，除了鲫

鱼、大头鱼、青鱼等普通种类外，还包

括老虎鱼等对水质要求很高的鱼类。

现在，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永康江畔都

能看到垂钓的人。

“五水共治”，治的不仅仅是水，更

治了老百姓的心。“清水永康江”，曾经

那么远，如今已变得那么近，变得触手

可及。

清水永康江，不再是深藏心底的回忆
金根初（城西新区杨埠村党支部书记，48岁） 口述

□记者 张赤奎 整理

杨埠村是个只有 128 户 300 多人
的小村，位于城西新区西南侧永康江
畔，地处永康江最下游，江对面就是武
义县桐琴镇。

说起“五水共治”，我的感触特别
深。直观地说，老一辈人眼中的永康江
是清澈的，而我们这辈人是看着永康江
从清澈变脏变臭的。幸运的是，随着

“五水共治”的深入，永康江的水正在逐
步恢复记忆中的样子。相信在不远的
将来，“清水永康江”不再是深藏在心底
的一段回忆，而会变得真实可触。

江水污染严重时村民洗手洗脚都嫌脏

我们这辈人，生在水边，长在水

里。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童年时代都

是泡在水里的。

小时候的永康江，波光粼粼，清澈

见底。那时候每到夏天，我和小伙伴

们几乎每天都泡在水里。父母要找我

们，只要朝着江边吼上一嗓子，大伙准

能听到。不只是我们，大人们夏天洗

澡也都在永康江。大家忙完一天的工

作，齐刷刷泡在江里，大人们有一搭没

一搭地闲聊着，小孩就在水里尽情嬉

戏，那场景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

里。

从杨埠村迁到现在这个地方算

起，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祖祖辈辈的

人“靠水吃水”。洗衣、洗菜，大家都放

在永康江；一家人喝的用的水，都是从

永康江挑的；农田菜地的灌溉用水，自

然更离不开永康江了。用“母亲河”形

容永康江，对我们来说再恰当不过。

尽管就在永康江边上，但在我的

记忆中，永康江哪怕涨再大的水，也从

来没有淹上岸过。村里唯一一次浸

水，还是前年“8·20”洪灾的时候，不过

那次涨水的不是永康江，而是倪宅溪。

雨不涝旱不渴，大家都说我们村

是风水宝地。

然而，“母亲河”也有伤心流泪的

时候。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永康的企业越来越多了，人们的“钱袋

子”越来越鼓了，永康江的“脸面”却越

来越脏了，“身子骨”也越来越脆弱了。

印象中，从 2003 年开始，永康江

逐渐被污染。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大概

是 2008 年左右，那时江面经常漂着厚

厚的油污和大量的垃圾，两岸更是“彩

旗飘飘”，走在村里通往江对面的杨埠

桥上，时常能闻到一股恶臭味，气味浓

烈时，令人作呕。江底的沙子也被厚

厚的淤泥覆盖，村民不要说洗衣洗菜，

连洗手洗脚都嫌脏。

我家就在岸边，冬天还好些，闭上

窗户，气味基本进不来。可到了夏天，

那是一年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打开

窗户吧，臭味熏得人睡不着；关上窗户

吧，屋子里又闷热难耐，叫人左右为

难。

看着永康江完全变了个模样，心

里很不是滋味，也很苦恼。那时候我

心里就有这样的疑问，“母亲河”还能

回到原来的样子吗？

实施河道治理，昔日“烂河滩”变成“亮丽风景线”

好在，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

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治

理永康江污染问题也出现了转机。

省委、省政府将“五水共治”作为建

设“美丽浙江”的重要抓手和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内容来抓；市委、市政府也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力推进全民治

水、科学治水、依法治水和铁腕治污，让

我们看到了永康江恢复旧貌的希望。

2013 年，市财政投资 1000 多万

元，对永康江杨埠村段800多米河道进

行综合整治，拓宽河床、加固河堤。其

中，综合整治工程涉及的山地和责任

田，由村里负责政策处理。

从长远看，这是利村利民的大好

事，但由于牵涉村民的切身利益，还是

有部分村民不理解。当时，永康江岸

边有 70 多亩责任田，村民平常都用来

种农作物。另外，还有十几户村民的

山地，也在政策处理的范围内。

为了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我和

村两委其他成员可以说是跑断了腿、

磨破了嘴皮子，大部分村民还是通情

达理的，多跑几趟、多说几次，也就同

意了。但有极少数人不理解，少数村

民甚至骂我们“败家子”，说我们把祖

辈传下的地就这样败掉了。还有人说

得更难听，“你从中捞了多少好处”“没

好处你会这么卖力”，等等。

村民说的这些话，我都能理解。

那段时间，反对之声、质疑之声、谩骂

之声，天天充斥耳边，耳朵都要起老茧

了。“身正不怕影子斜，时间能检验一

切。”虽然也会感到苦恼，但我时常对

村民和村两委班子成员这样说，工作

照做不误。

政府出资治理河道，虽然我们损

失了一些既得利益，但享受治理成果

的还是村民自己。村民想通了这个道

理，工作也就顺起来了。

永康江杨埠段河道治理工程完工

后，不仅拓宽了河床，加固了河堤，还进

行了岸边绿化，建起了凉亭，修起了游

步道，昔日人人避而远之的“烂河滩”，

如今已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不，现在每天早晚，不仅是本村

村民，就是对岸的武义桐琴人都会到

我们村里散步。

污水管网建设完工，污水横流的现象不见了

如果说，永康江杨埠段河道治理

工程是“面子”工程，大大提升了我们

村的周边环境；那么，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工程就是“里子”工程，改变了我们

村污水横流的现状，也直接改变了村

里的整体面貌。

以前村里没有建污水管网的时

候，村民家里虽然都有化粪池，但生活

污水基本都是直接排在路面上，造成

污水横流的现象，哪怕是晴天，都没处

落脚。

2014 年 8 月，杨埠村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工程正式动工，成为全市首批

开工建设农村污水管网的村。

即便是这样惠民利民的好事，在

推进过程中还是会遇到一些阻力。比

如位于两幢房子中间的路要开挖，我

们考虑到通行的需要，以及减少后续

硬化的投入，一般不会直接从路的中

间开挖，而是会向旁边偏离一些。

这种“选择性”开挖，却有村民不

乐意了：距离房子这么近，会不会对屋

基产生影响？为什么一定要靠我家这

边挖？其实大家都知道，埋设污水管

网的管道并不深，根本不可能影响房

屋的基础。农村的事情就是这样，老

百姓思想不统一，工作就难做。

口中说说的也就罢了，多宣传宣

传，大家也都能接受。但曾经有一户

人家，思想就是转不过来。这边施工

队花大力气挖好的管道，转身他就给

你填回去，如此反复好几次。说到底，

还是大家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

认识不够，一部分人抱着“要不要无所

谓”的态度。

“人活在世上，不可能是孤立的，

必须手相牵、心相连，才能行得稳、走

得远。做污水网管也是如此，要户与

户相连，管与管相通，有管才有网。”那

时候做村民思想工作，我经常都会说

这两句话，也确实起到了效果。

总体说来，村民对污水管网建设

还是支持的。2014 年 12 月，我们村污

水处理工程顺利通过验收。经过这一

年多来的运行，大家也感受到其带来

的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村内污水横

流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了，村庄的整

体面貌变得整洁了。

开展池塘清淤
将连通4口池塘引活水

城西新区管委会干部和金根初城西新区管委会干部和金根初（（右一右一））在治水现场在治水现场。。 林群心林群心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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