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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不怕得罪人 再苦再累也值得
黄精品（西城街道永丰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社长，45岁）口述

□记者 邱灵娟 整理

三年前我被推选为合作
社党支部书记、社长以后，我
们把治水工作列入了议事日
程。我当即召集各分社负责
人开会，当场拍板，分配任
务。自己带头，其他人也就
跟着做了。

我知道，治水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朝
一夕就可以做好的。为了
治水，我从来不怕得罪人，
干得苦一点，累一点，我也
愿意。看到治水带来的可
喜变化，我觉得所有的辛
苦、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踏访母亲河·我的治水故事

我们合作社的 5 个自然村都有一

口池塘，除了长塘里的 200 平方米不

到的池塘，其他几个自然村的池塘，目

前都已经完成整治。

面积最大的是端头自然村的池

塘，有 1 万多平方米。以前污水流到

池塘里，水面上很多漂浮物，垃圾、塑

料袋、包装袋，什么都有，看到就恶

心。经过整治后，池塘边上围上护栏，

水面也干净了，孩子可在附近玩耍更

安全了，大人们每天晚饭后可以到附

近散散步。

不过，我觉得变化最大的要数山

背头的池塘。池塘共 1000 平方米，

以前也是垃圾漂浮，塘水又脏又臭，

边上还堆放了很多垃圾，人们避之不

及。现在，池塘里的垃圾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一朵朵睡莲，随着水波荡

漾，池塘边围起了雕刻着漂亮图案的

护栏，护栏边种着花卉草木。沿着池

塘，铺设了一条鹅卵石的小路，还建

了一个亭，设置了一些街角小品，旁

边还种上了景观树。昔日让人掩鼻

而过的垃圾山，如今成了村民们闲暇

时最爱去的“小公园”。

这几口池塘都有较大的改观，但

是长塘里的池塘因为面积小，难治理，

而且几乎没什么用处，所以准备实施

“一通五化”时，将其填埋。

除了整治池塘，最近我们借永康

江清淤的契机，挖了一条 4 米宽的活

水河道。

近期，由西城街道牵头，水务部

门 拨 款 ，对 永 康 江 进 行 河 道 清 淤 。

我们抓住契机，先用建筑垃圾在河

道 上 铺 出 一 条 路 ，以 便 挖 机 作 业 。

在清理河道淤泥的同时，挖出活水河

道，改善村里的水环境。接下来，将

对河道两岸进行绿化。要是资金允

许的话，我们打算建一个橡皮坝，这

样一来，永丰段永康江就能成为一道

美景。

最让人头痛的是
那两个排污口

我小时候喜欢和小伙们到永康

江玩水。我们站在岸边，一个猛子扎

进水里，看谁扎得深、游得远。每到

夏天，我们一放学，就会带上网兜、水

桶等工具，到永康江抓鱼、摸螺蛳。

谁抓的鱼最多，就会开心地向大人炫

耀。

可是近几十年来，永康江的水质

却越来越差。我已经记不起有多久没

有到永康江摸过螺蛳抓过鱼了。因为

江面上经常漂浮着油污和垃圾，江水

又脏又臭，让人无法靠近。村民都不

敢再到江里洗衣服了。记得有一次，

我光着脚在江里走了一会，脚上就长

出红点，奇痒无比。从那以后，我就再

也不敢到江里了。

永康江永丰段流域从华丰桥到西

塔桥，河段长，治水难度非常大。其中

一个原因是永丰经济合作社自然村

多、外来人口多，它包括端头、长塘里、

山背头、上杨官、下杨官5个自然村，本

地居民有1260多户，而外来人口却有

上万人。

最让人头痛的是华丰段流域的

两个排污口。一个是原五金电镀厂

排污口。原五金电镀厂就在永康江

附近，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华丰桥下面

的排污口直接将污水排入永康江。

五金电镀厂 1993 年左右就停掉了，

但村里的生活污水还是从这个排污

口直排入永康江。另一个排污口就

在端头自然村龙虎塔下面。污水直

接排放永康江，给江水造成了污染。

虽然永丰经济合作社是一个整

体，但各个分社经济独立，很多工作也

是自主安排的，人力和资金上都是很大

的问题，这给永康江治理带来了难度。

三年前我被推选为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社长以后，我们把治水工作

列入了议事日程。我当即召集各分

社负责人开会，告诉大家，治水工作

做好了，是有利于所有人的事情，并

当场拍板，分配任务。自己带头，其

他人也就跟着我做了。

苦战9个月，完成5个自然村的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合作社的几个自然村大多是老房

子，以前设计的时候，根本没有雨污分

流的概念，基本上都是采用明沟，将生

活污水直排到永康江，加上几个排污

口将工业废水直排入江，所以要彻底

改善水质，就必须进行污水管网改造，

实现雨污分流，把污水全部引流到污

水处理厂。

去年 3 月份开始，我们相继在 5

个自然村进行污水管网改造。虽然这

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好事，做起来却不

容易，一旦涉及某些村民的个人利益

时，总会遇到阻碍。挖沟的时候，偏向

哪一户村民家一点，哪一户村民可能

就会有意见，埋管道的沟要从谁家田

地经过，说不定就会被拦着不让施工。

我记得在下杨官实施污水管网改

造时，因为埋设污水管的沟要从一户

村民家的田里经过，而这户村民在田

里种了 100 多株玉米、300 多株毛芋，

说什么都不让施工人员开挖，每天在

田里守着。为了做通他的思想工作，

我和几名村干部一连 5 天，天天上门

去找他，嘴皮子都磨破了。最后，了解

到他田里的作物价值在1000元左右，

我们只好提出，给他 600 元的经济补

偿，这才让他点头。

还有一户村民，其实算是通情达

理的。因为沟渠要经过这户村民的地

里，而他在这块地上种了很多棕榈树、

杉木等树木，这些树的树龄都有十几

年了。刚开始，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把

树挖了埋管道。虽然做了思想工作之

后，村民也表示理解，但要挖掉这些树

木，他觉得挺可惜的。最后经过协商

决定，沟渠要经过的区域涉及12株树，

合作社以每株50元作为补偿，共赔偿

给他 600 元，管道埋设工程才得以顺

利施工。

在村民的支持和配合下，去年 12

月底，5个自然村的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终于基本完成，这让我如释重负。

整治“垃圾村”，从拆除姐姐家的违章搭棚开始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合作社以前

是出了名的“垃圾村”，因为很多收废

品的经营户租住在这里，尤其是端头

自然村靠端头后山的方向，几乎全都

被收废品的经营户租用了。不少村民

在自己家附近搭起钢棚等违章建筑，

出租给他们使用。最多的时候，整个

合作社有 30%的房子租给收废品的

人，严重影响到村容村貌和生活环境。

从大的角度看，整治“垃圾村”是

治水工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从2010年三四月份，上一届村领

导班子曾经着手整治“垃圾村”，但因

为一些村民和收废品的人不配合，成

效并不明显。

2012年1月，我担任合作社党支部

书记以后，就一直在考虑如何治理“垃圾

村”的问题。为此，我们班子成员开会多

次商量对策，将其作为合作社的重点工

作，而且把端头自然村作为整治的重点。

当时我姐姐家的违章建筑达 100

多平方米，是村里面积最大的，全部租

给一户收废品的经营户使用。工作要

推进，就要抓典型，哪怕是亲属，也不例

外。我带着一队人，到姐姐家，把违章

搭建的钢棚全拆了。

拆完姐姐家的违章建筑，我又带

着队员们来到我叔叔家，拆除了违章

建筑，并要求他把出租房收回来。

接下来的工作开展起来就顺利多

了。当然，不支持、不理解的村民也

有，他们甚至说我们断了他们的财

路。我们每天都到村民家做思想工

作，经常是早上 5 点就出门，晚上半夜

才回家。

同时，我们还制定了“废品不进村”

的规定，对废品进村进行处罚。合作社

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卫生巡查员，每天到

几个自然村去巡查，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去年 10 月

份，永丰经济合作社彻底将垃圾整治

干净，“垃圾村”变成了干净整洁的美

丽村庄。

看到这样的变化，我觉得所有的

辛苦、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昔日“垃圾山”，如今成了村民最爱去的“小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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