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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共治”唱响高歌
万民共创碧水蓝天

经济开发区酥溪河段曾经是一

条出了名的黑臭河。

“这里虽然有水有树，但我们从不

愿来这里散步。”此前，家住经济开发

区兰街村的李先生这样描述门前这条

河的过往：“臭，散不掉的臭，闻了恶

心。”

如今，再次踱步溪边，已不见当

年模样，许多河段更是成为风景宜人

的休闲场所。酥溪能够摘掉“黑臭”

帽子，正是得益于“五水共治”。“我们

要让污水走管道、清水下河道，废水

的‘零直排’是污染不下河的关键。”

酥溪的企业河长胡勇薪说，自今年 5

月当上“企业河长”来，每个月都有一

天是固定巡河日，平时也会常来转

转。

治污水、排涝水、防洪水、保供

水、抓节水，“五水共治”对于饱受环

境污染困扰的永康来说，不亚于一场

“刮骨疗毒”般的手术。

“五水共治”，治污水是第一要

务。在治污过程中，又属工业污染的

治理难度最大。“为治理污水，我们已

投入 240 多万元。”哈尔斯有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通过管道来收集雨水，

同时新建了一座日处理 50 立方米的

废水处理站，建立了两套 pH 值控制

系统，使磷化废水通过沉淀实现达标

排放和回收利用，一年可节约用水

17 万吨，节约水费 54 万元，并做到工

业污水零排放。

“ 无 磷 化 ”“ 再 生 水 ”“ 集 雨

水”⋯⋯我市企业在“五水共治”中勇

于尝试，成效显著。

今年，我市围绕全面剿灭劣Ⅴ类

水的工作目标，打好“截、清、治、拆、

修”系列组合拳，扎实推进“五水共

治”十大工程，实现金华市控地表水

断面Ⅲ类水达标率 100%，主要饮用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 100%，重点河

流支流基本消灭Ⅴ类水质。同时，我

市新增城镇污水配套管网 89.18 公

里，完成率 91%；雨污分流改造 18 公

里，完成率 180%，位列金华市第四

名 ；清 淤 排 水 管 221 公 里 ，完 成

138%。启动全市 19 个镇级以上工

业功能分区雨污分流改造工作，完成

设 计 改 造 1239 家 ，进 场 施 工 企 业

2418 家。

我市还建立劣Ⅴ类小微水体整

治销号“五张清单”，通过“清淤泥、引

活水、造浮岛、复生态”，综合性施策，

分三批完成了 568 个劣Ⅴ类小微水

体 市 级 销 号 验 收 ，活 水 引 进 率 达

62%；9 条Ⅴ类溪流实现阶段性好转，

水质基本达到Ⅳ以上。深入推进河

长制管理工作，实现全市 12076 个小

微水体河长全覆盖，各级河长累计巡

河 25292 次。

治危拆违气势如虎
持续攻坚谋划新篇

看不到硝烟，却到处是战场。我

市积极响应全省“治危拆违”号召，全

市上下纷纷投身治危拆违一线。从

今年 4 月开始，我市将每月第二个完

整周确定为“集中拆违周”。通过“集

中拆违周”行动，一改以往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拆一块换一个方法的拆违

方式，集中优势兵力，实行整村整片

推进拆违，打响“治危拆违”攻坚战，

攻坚违建体量大、群众关注度高的

“硬骨头”，形成压倒性的态势，拆出

了强大声势，打出了战之能胜的铁军

风范。

以东城街道为例。“治危拆违首

先就得‘拆’掉求稳怕乱、畏难情绪、

任务观点、局部思考等各种思想‘违

建’。”东城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过

去，东城街道小花园村基础设施落

后，环境脏乱差问题严重，治危拆违、

环境整治势在必行。东城街道通过

党员干部“六带头”政策，秉持公平公

正的原则，有效地推动了治危拆违工

作，在党员干部的带头下，村民们纷

纷从“要我拆”转变为“我要拆”。10

多年的遗留顽疾，在一天内共拆违

1.6 万平方米，整治“脏乱差”2.2 万平

方米。

截至 9 月 21 日，我市共拆除违法

建 筑 251 万 平 方 米 ，拆 后 利 用 率

72%；启动城中村改造 27.7 万平方

米 ；完 成 D 级 、C 级 危 房 治 理 改 造

10060 户。

拆、整、治不是目的是手段，通过

这两大组合拳，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让城市日新月异才是最终目标。据

了解，下一步，我市将围绕争创“无违

建”先进市目标，继续以“集中拆违

周”为抓手，整村连片拆违，做到“整

治一个村、公示一个村、创建一个村、

巩固一个村”；加强拆后土地利用，将

拆违与美丽乡村创建、街角小品建设

等有机结合，打好环境综合整治组合

拳，做到拆除一片、规划一片、美化一

片。

从生态经济上找路子
在绿色发展中破难题

唐先镇是我市最大的葡萄产地，

往年，大量葡萄秸秆只能烧掉，而现

在，葡萄秸秆能等量兑换肥料。

这要从今年 1 月份说起，我市以

“秆肥等换”的形式率先在唐先省级

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启动全省首个

“秸秆换肥”收贮运试点。秸秆被统

一收贮后，通过循环利用，农户得到

了实惠，企业得到了扶持，社会得到

了效益，实现了“一举三得”。

“今年我种了 10 亩葡萄，每亩平

均产生秸秆 350 公斤左右，一年有

3.5 吨左右秸秆。通过秆肥等换，我

能换 3.5 吨有机肥。按每吨有机肥市

场 价 600 元 计 算 ，一 年 能 省 2100

元。”葡萄种植户施新年扳着指头给

记者算了一笔“精细账”。

据了解，唐先镇葡萄种植面积在

5000 亩以上。“全镇每年葡萄整枝产

生的秸秆约 800 多吨。”唐先镇副镇

长陈志学说，为了方便种植户，目前，

全镇共有 30 多处秸秆换肥收集点投

入运行。

秸秆换肥不但使农户、企业实现

了双赢，还收获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效

益。“预计今年能完成区域内 90%葡

萄秸秆的收贮，以往常见的露天焚烧

现象也将基本消失。”陈志学说，秸秆

换肥既“变废为宝”，又减少污染物排

放 ，现 在 ，唐 先 的 生 态 环 境 明 显 改

善。“借助秸秆换肥，还实现了秸秆综

合利用、商品有机肥推广、生态循环

农业主体扶持、美丽田园、清洁生产、

化肥减量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多

方面的效应。”陈志学告诉记者，这些

都推动着当地种植业更好地实现转

型升级。

生态廊道连点成线
沿途美景连线成网

浙中生态廊道建设是“走在前

列、共建金华”的新举措，是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

新实践，是后治水时代“五水共治”

的新战场，建好生态廊道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 社 会 ，实 现 永 康 新 腾 飞 ”的 道 路

上，我市一直有个“绿色梦”，就是使

生态环保治理与经济转型升级同步

发展。

西溪影视基地充分利用丰富的

生态资源，走“人无我有”的差异化发

展之路，与横店影视城实现优势互

补，累计接待剧组 380 多个，成为一

道靓丽的风景。接下来，西溪镇以党

建 为 引 领 ，继 续 做 好“ 生 态 + ”“ 影

视+”“旅游+”文章，带动形成休闲、

观光、民宿等业态，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

经济开发区依托打造先进制造

业基地，引导先进装备、汽车零部件、

新材料等产业沿生态廊道布局，重点

建设以电机、电控、电池为核心的众

泰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将生态廊道建

设成为集绿色节能、旅游观光和智能

制造为一体的美丽经济带。

龙川文化园紧邻诗意西溪河畔，

目前已形成酷车体验场、马术基地、

观光花海、采摘体验、影视军营、游乐

场等丰富的休闲生态体验项目，游客

络绎不绝。

位于华溪沿岸的芝英镇柿后村

依托区位优势，把美丽乡村建设与打

造畅通便捷的生态绿道紧密结合起

来，完成 1.8 公里华溪沿岸景观、休闲

氧道、碧溪码头、休闲吊桥、钓鱼翁等

系列配套工程建设，成为市民休闲健

身的好去处。

⋯⋯

这些“看点”正是我市生态廊道

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的缩影。今年以

来，市委、市政府坚持生态优先、统筹

兼顾、科学有序、共建共享原则。将

永康江等“1+10”条河流作为生态廊

道建设主战场，以“华溪—酥溪”“南

溪—永康江—倪宅溪”为主轴，高标

准建设两条全长为 120 公里的生态

绿道，连通形成高脚杯状“绿道”闭合

圈。以项目建设为支撑，打造生态景

观塑造、生态经济发展、历史文化传

承、公共服务提升等“四个长廊”，着

力打造浙中最具生态经济转型升级

魅力的廊道板块。

今年以来，我市实施水岸同治，

厚植精神沃土，共建生态景观长廊、

生态文化长廊、共建公共服务长廊。

加快劣Ⅴ类河流“一河一策”整治，突

出“拆违、清河、绿堤、建园、净田、彩

林、美村”等重点。筑牢防洪排涝安全

屏障、擦亮生态旅游产业招牌，努力做

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

水美山美城亦美，村美业美人更

美。如今，一个大美永城已屹立在广

袤的浙中大地上。

山水如画的南溪前仓段。 记者 林群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