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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山镇工业发达，人口聚集，镇域
范围共有华溪、乌江溪、潜溪等大小河
流干渠11条，是水资源较丰富的一个
镇，治水工作量、工程量很大。我们每
个项目都严格按照立项、设计、图审、预
算、招投标、施工管理、政策处理、监管
和验收的流程，多个项目工程齐头并
进，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地展开。

我觉得五水共治是一项需要各部
门各方人士协调作战的系统工程，也
是一项确确实实改善环境、群众受益
的民生工程。治水没有小事，每一项
工作都要用心去做。

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治水工作
的不断深入，古山的水变清了，天蓝了，
河岸干净了，溪边美丽了，我们的生活
环境改善了⋯⋯

程文胜（右）在污水管网施工现场

踏访母亲河·我的治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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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进管道检查 沙滩变成“绿岛”
程文胜（古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47岁）口述

□记者 施美园 应玲菲 整理

人性化疏导
争取赢得村民群众参与治水

治水是一项确确实实改善环境、群众受益的

民生工程，但在这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难题。

我记得华溪沿线做污水管主管网时，由于管

网铺设要经过溪边道路，有些沿溪的居民不理解，

出来阻挠施工。

遇上这样的情况，我们和村干部、相关工程

人员主动上门做思想工作，说明截污纳管的道理

与规划，并把检测设计情况公开，向村民做好解

释工作，直到村民理解支持为止。最终这些村民

不仅支持工程顺利完工，还有不少农户自己动

手，把自家户内的雨水管、污水管进行分流，配合

工程队施工。

我们在工作中，时刻想办法帮助村民解决一

些实际问题，换来老百姓的支持。在沿溪村庄五

水共治中，我们身边出现过一个“联村干部卖鸭

记”的感人故事。

溪干村位于华溪东岸，经过近几年的新农村

建设，村庄环境得到很大的改观。但位于村边建

有一个养鸭棚，溪边还有许多散养的家禽，与村庄

整体环境格格不入。

养鸭子的是村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他身

有残疾，早年丧子，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是很好，

养的百来只蛋鸭几乎是他家所有的经济来源。一

开始，该村民不愿意将养鸭棚拆除。

可是为了五水共治，为了溪干村的生态环境，

拆除鸭棚的事又势在必行。“到底拆不拆？怎么

拆？拆掉了鸭棚以后怎么办？”这几个问题成了镇

村干部心里的疙瘩。

胡库工作片的干部李荣盼一次次找养鸭老农

谈心，设身处地想办法，老农最终表态同意拆除养

鸭棚。但是一百多只鸭子怎么处理呢？老农为此

发愁。李荣盼当场表示他负责想办法。

于是，李荣盼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则“卖老鸭

娘”的求助消息。意想不到的是，很快，这个村、那

个村的书记主任留言要买几只，镇干部留言预订，

七八十只老鸭娘，不到半小时就被订完了。李荣

盼积极帮助养鸭老农解决了实际困难，赢得了老

农的支持，也赢得了村民的赞扬。

等李荣盼再次上门，老农表达了发自内心的

感谢之情，当即表态自己动手拆除养鸭棚。

我想，在古山小城市建设当中，还有许许多多

的治水护水项目有待实施。治水需要人人参与，需

要多出点子，需要发扬埋头苦干的精神。我相信在

大家持续不断的努力下，“水清天蓝”就在眼前！

科技助力
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改造

治水，治污先行。古山镇为了全面治污，除了

落实市里下达的村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任务

外，还对集镇道路、村庄、工业区全覆盖，投入大量

资金进行污水管网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我们先

后对东永一线、老世方线、胡库大街的各支路、各

工业区进行开工改造。

治污的关键，是雨污分流。开展雨污分流这

项工作，需要持之以恒，需要村民群众支持和配

合，同时还需要一些技术方法。

我们开展排污口整治时曾发现这种情况：明

明是雨水管，可为何总是有污水排出？我们怀疑

是少数企业存在偷排行为，经过沿线排查，发现一

些问题，并对违规企业及时进行整治。但是雨水

管排出污水的情况仍断断续续出现。我想，也许

我们的排查范围太广存在疏漏，而且由于地下管

线隐蔽工程错综复杂，按照常规检查常常难以判

明是否有企业从雨水管偷排污水。我们必须改变

思路，利用一些创新做法。

这时我提出尝试利用管道机器人检测等技术

手段，采取分段排除法，这样可以避免到处开挖查

找原因的盲目性。CCTV 管道内窥检测手段，如

今已经在村级污水管网建设的实施前和验收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我们在治水中创新做法，尝试把

这项技术多次应用于排水口排查。我们到诸暨等

地详细了解在地下管线工程中运用 CCTV 地下管

道摄像检测机器人原理，结合分段水质取样排除

等方法，制定排查计划。我们利用管道机器人，在

工业功能分区、农户老房聚居区作业，检查滨江

路、南风桥头等好几个雨水管和污水管用三通混

接的“地下隐蔽点”，检查是否有企业从雨水管偷

排污水违法行为；然后重新进行雨污分流埋管和

截污，使雨水管排水功能恢复正常。

实施雨污分流也要注重细节，举个最常见的

检查污水井盖例子。污水井盖一直存在着防水问

题，特别是在低洼处或河流溪边的污水井盖，雨天

雨水会从井盖口渗入或河水漫进去。于是我们采

用法兰井盖，因为封闭式法兰盘能有效防止雨水

溪水进入污水管。

此外，我们在监管措施方面开始实施智慧城

市工程，在河流和山塘水库紧要处安装数字化监

控视频探头，联网镇区数字化管理平台，加强“数

字古山”“智慧古山”建设。一些规上企业也应用

在线监测等技术。我相信有科技助力，我们的治

水工作会做得更好。

生态治水
修复提升水体自我净化能力

我经常会想起小时候华溪的美景：溪边树林

郁葱，鱼虾在清清的溪水中游动，水面偶尔有飞鸟

掠过，顽童尽情地在溪中戏水⋯⋯

多想重现这种原生态的、和谐的景象呀！

我认为，治理水污染要采取水岸同治。如果

岸上脏乱差问题不解决，岸上的污染源多，雨水一

冲刷就会有臭水流入华溪。所以治理水污染应该

从建设完善沿岸基础设施入手，改变农村卫生环

境脏乱差的现状，减少污染源。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沿着华溪、乌

江溪分期打造美丽河流，沿溪进行绿化，建设游步

道、亲水平台、自行车道等，对潜溪、华釜溪等支流

河岸进行驳坎、绿化、绿道建设。

另一方面，除了开展清淤、排污口整治、溪

中垃圾清理等工作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河流中

水生环境自然修复工程。我们模仿生态湿地建

设模式，从种植水生植物开始，提升水体自我净

化能力。

种植一些有净化功能的水草，看似一件简单

的事情，其实不然。种植什么水草，什么时候种

植，如何避免水草对行洪的影响，这些问题都要需

要认真研究、科学选择、合理安排。

“五水共治助力行”的政协委员们来了，水务

局的专家来了，懂植物园林的工程技术员来了，

大家一起研究，指导华溪适合种植哪些水生植

物，策划在哪些地方种植水生植物。我们先后选

择了水菖蒲、金鱼藻、水葱、黄花鸢尾等十多种水

生植物，在华溪各水域的缓流转弯处，在溪中的

沙滩地开始尝试种植水生植物，把沙滩地变成一

个个“绿岛”。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前段时间我市发生一次

汛期大雨，华溪、乌江溪很多水域刚种植的水生植

物一夜之间被冲走了。我们吸取教训，从头再

来。这时，我们注意到，水生植物的生存，还需要

经受自然界的考验，还需要以自然的方式，让水生

植物自然生长，发挥生态保护功能。

水生植物、水生环境的修复还在继续；溪中的

“绿岛”，在慢慢地成长、恢复。我相信，这是一种

根本上提升水体自我净化能力，恢复河流生态的

方法。

现在你要是站在乌江溪与华溪交汇处，你会

被眼前的乡村美景所吸引：清澈的溪水环绕着“绿

岛”潺潺流淌，水草在水波中婀娜摇曳，村民三五

成群，在溪岸边休闲游步道徜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