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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 山塘地理位置与名称不符合

由于地理信息系统、地形图的识

别标注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镇村人

员尚不能用标注的形式直接上报山塘

位置，而准确的地理位置很难用语言

表述，对不熟悉现场情况的人用附近

参照物相对位置介绍位置几乎是不可

能理解的，因此在上报过程中存在较

多的山塘实际位置与标注位置不同的

问题，需要认真复核。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江南街道永利

村龙口山塘（原名龙口水库）。复核人

员拿着龙口山塘的数据进行现场复核

时发现，龙口山塘的数据与现场情况

存在较大误差。“刚开始，我们以为是数

据弄错了，通过走访村民和镇村复核

才发现，在永利村还有一座后山山塘，

清查人员实际清查的是后山山塘，标

注的名称和位置却是龙口山塘，而两

口山塘之间相距2公里。”市农村水利

管理站副站长胡亮介绍，发现这一情

况后，在场的设计人员又对龙口山塘

进行补充清查。

在介绍山塘清查的过程时，胡亮

等人笑着说：“其实在清查山塘的过

程中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

之前去复核方岩镇古竹畈村杨大坑

塘山塘时，就遇到让人哭笑不得的事

情。”

古竹畈村东侧杨大坑内有三座

山塘，分别叫杨大坑山塘、洋大坑山

塘、小塘后坤山塘，“为更明确各山塘

的位置及名字，问村民时一个说是小

塘后坤山塘，一个说是杨大坑塘，每

次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样。当时这三

个名字是存在的，但是村民们也说不

清哪口塘具体是哪个名字。”为避免

这一尴尬的情况，清查人员将走访范

围扩大并结合相关信息，最终确定了

杨大坑塘山塘、后坤山塘和小塘后坤

山塘的位置。

面对这种情况，记者询问在复核

山塘时是否可以由村民带路，工作人

员摇了摇头说，很多山塘由于长期失

管，山路也变得异常难走，由村民带路

太过兴师动众了。所以，对于无名山

塘，清查人员对山塘的相关数据复核

完成后，通过走访村民、村干部等形式

予以确认。

散落在各地“未出世”的山塘故事二

“方岩山南岩通天池山塘，即使

是在卫星图上也很难发现这里有个

山塘。这个山塘就藏在方岩景区内

的南岩景点内，平时外人无法进入也

很难发现。”胡亮说，此次山塘清查

中，发现不少之前遗漏的山塘，其中，

方岩山南岩通天池山塘便是其中一

例。他介绍，由于这口山塘是当初南

岩风景区的开发商修建的，他们在风

景区移交时未将山塘列入移交项目，

导致该山塘存在长期失管现象，虽然

由于权属不明确，在此次山塘信息上

报中，也无法纳入系统，但我们明确

要求所在镇加强管理。

据了解，南岩通天池山塘坝高

12.3 米，因长期失管、失修，山塘已经

出现一些“病态”，加之山塘脚下就是

石鼓寮景点与影视基地，下游就是方

岩西村。若山塘出险，后果不堪设

想。

类似南岩通天池山塘的情况，在

此次清查过程中还有不少，由于各种

因素，导致很多山塘不在原本山塘清

查行列，“像有些山塘，能在卫星图上

找出来，但是那个地理位置从未在我

们脑海中出现过。比如雅吕村麻扶

坑东塘山塘，这个山塘面积不算小，

因为一直被忽略，现场查勘后也发现

存在很多问题。”胡亮介绍，除根据各

镇街区上报的山塘外，他们这次清查

还结合设计所之前的设计项目，做到

清查更全面、更深入，虽在技术层面

上也加大了一定难度，但通过这样多

次排查、数据分类整理，才能进一步

摸清山塘底数，更加完善对山塘的管

理。

□□ 记者记者 潘燕佳潘燕佳 章芳敏章芳敏

山 塘 作 为 重 要 的 农 村 水 利 设

施，具有灌溉、供水、养殖等工程效

益，众多的山塘对区域洪水具有一

定的调蓄功能。一方面由于过去对

山塘定义、技术标准不明确，导致对

山塘坝高、容积、集雨面积等相关参

数的掌握尺度不一，部分参数未得

到及时更新，不适合当前山塘安全

管理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经过多

年的粗放管理，多数山塘已呈现病

态，老化失修，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

问题。此次山塘信息清查工作，不

仅为日后美丽山塘建设提供了第一

手的技术数据支撑，也在清查过程

中看到了水务人献身、负责、求实的

精神。

记 者 发 现 ，山 塘 清 查 期 间 ，胡

亮、胡晶晶等人的微信运动步数显

示都是 3 万多步。他们去的地方大

多都是车子到不了的地方，他们走

的路大多都是没有人走过的路，他

们看过的风景也是我们不曾见过的

风景，他们的脚步丈量的不是城市

道路，而是那些崎岖的山路。

有一次，记者随他们前往长川

蓑衣殿山塘复核时，由于野草生长

得过于茂盛，且山塘经过村中的开

发后，只能了解到山塘半圈的情况，

复核人员无法准确测量坝高，且在

蓑衣殿山塘周围蠕动着密集的毛毛

虫，根本没有落脚之地，但是为弄清

楚蓑衣殿山塘的情况，胡亮、胡晶晶

等人一心只想复核坝高、坝体情况，

无暇顾及地上蠕动的毛毛虫。

类似情况一定不是一例两例，

可能在他们每天的复核过程中都会

发生，在他们眼中的日常工作，也恰

恰是工匠精神的体现。在此，我们

也为求真务实奉献的水务人点赞！

市农村水利管理站、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所联合开展山塘清查

披荆斩棘半年 全市547座山塘实现“实名认证”
日前，记者跟随市农村水利管理站、市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所等单位工作人员前往
唐先镇山端头村上驼地山塘、中山村高塘
山塘、长川村蓑衣殿山塘开展山塘清查信
息复核工作。

第一站是山端头村上驼地山塘。记者
在现场看到，山塘位于两山夹峙的副山脊
中间，两头筑坝，蓄水量不多，两边杂草丛
生，几乎掩盖了原先的道路，有的地方仅容
一人通过，给工作人员测量坝高、估测水库
库容带来一定困难。通过对上驼地山塘整
体考察后，发现此山塘虽然坝高大于 5 米，
但特殊的地形条件决定了该山塘集雨面积
小，库容面积也随之缩小。“我们将回办公
室对相关技术参数进行复核，如集雨面积
小于 0.01 平方公里的话是不能纳入省系
统注册登记的。”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所技术
人员胡晶晶介绍。

其实，这只是我市山塘清查工作的一
个缩影。

据了解，为摸清家底，加强管理，保障
群众的安全，早在去年上半年，市农村水利
管理站就开始着手山塘清查，去年 9 月 14
日后，我市根据《浙江省山塘信息清查与注
册登记工作方案》要求，积极制定实施计
划，落实专项清查资金，并通过公开招标委
托市设计所全面开展山塘清查注册登记工
作。经过各镇（街道、区）前期排摸，搜集各
山塘所处地理位置、管理责任主体、主要功
能项等各项信息，安排测量人员现场查勘
测量采集数据，相关技术数据计算分析复
核后，我市坝高五米以上的山塘终于有了
新的身份证，全部实现“实名认证”。

此次清查共确定了 547 座坝高 5 米以
上山塘，其中普通山塘 410 座，屋顶山塘
96 座，高坝山塘 41 座。山塘清查工作的
完成有助于掌握更为科学准确的山塘基础
信息，为进一步加强山塘管理，保障山塘安
全运行、发挥山塘效能，也为美丽山塘的建
设提供数据支持。

山塘清查就像探险一样，带着既定的
目的，经历曲折的过程，得到想要的结
果。本次清查中就出现了好多有趣的故
事。

规范塘名标准，用心翻译方言塘名，山塘变得统一鲜活起来故事三

由于我市山塘多建于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数量众多，名称也多是用位置

如“东”“前”“后”，象形如“菠衣坤”“长

塘”，地名如“箬步岭”“落塘坑”等字

眼，重名情况相当普遍，另外塘名也大

多是百姓之间用方言口口相传而来，

还有一些塘名由于多次历史变迁，塘

名也反复变化。清查人员在对山塘数

据进行复核之外，还承担起了山塘名

称核对的责任。

最典型的是方岩镇下邵村决心

山塘，决心山塘原名是邵塘里屋塘，

后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扩建加高时

更名为决心水库，现在也仍大部分人

使用这个名称，但在历史档案中邵塘

里屋塘名又移用给另外一座山塘。

造成塘名混乱，档案无法归集。在清

查过程中发现后，决心水库未达到水

库相关标准的情况，遂根据统一命名

规则将其确定为决心山塘。

谈起山塘清查的结果，工作人员

言语中透露出些许自豪：“在此次山塘

信息清查中，除厘清坝高 5 米以上山

塘总量，还在清查过程中发现我市还

存有 11 座总库容大于 10 万立方米

的水体。山塘与水库不管是安全管理

还是工程管理上，其标准都存有较大

差别，一般来说，水库的标准高于山

塘。”由于我市山塘数量较多，原始数

据特别是山塘库容数据缺乏，本次清

查重点对高坝山塘、屋顶山塘及库容

较大山塘的库区地形进行专业测量，

并重新计算库容。通过计算分析，确

认 11 座现状总库容超过 10 万立方米

的原山塘需要所有者根据自身意愿按

山塘或水库的标准进行综合整治或工

程措施处理，并依程序办理注册与登

记后方可纳入山塘或水库管理。

重新确定山塘的“身份”故事四

无路、无种植、无灌溉的山塘废弃现象并不鲜见故事五

在方岩镇灵岩寺前村有一座寨

坑塘山塘，相传修建于清朝时期，由

于 其 位 于 杨 溪 水 库 库 区 内 的 山 沟

里，只能靠乘船这唯一的交通方式

进入。“入口已经荒废了，草长得比

人还高。因为在库区内，道路也已

经荒废，但既然是山塘清查，还是应

该 把 所 有 的 山 塘 具 体 情 况 都 弄 清

楚。” 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所工作

人员胡晶晶等人聊起寨坑塘山塘时

都觉得这是个有趣的体验，虽然要

乘船出入，山路也很难走，既是工作

又是“探险”。

记者走访中发现，像寨坑塘这

样废弃的山塘并非个例。去年曾发

生 过 险 情 的 唐 先 镇 长 川 村 箬 头 山

塘，山塘下游沿途也已经基本没种

植 庄 稼 作 物 了 ，山 塘 长 期 处 于“ 自

生自灭”状态，导致道路被野草“封

死 ”。 应 对 此 类 山 塘 ，胡 亮 介 绍 了

相 关 处 理 措 施 ，“ 虽 然 箬 头 山 塘 无

种植无灌溉，但是存在即有一定的

危 险 性 ，尤 其 刚 发 生 过 险 情 ，山 脚

又是东永二线公路通过，因此我们

要求山塘报废处理，以保证其安全

性。”

路遇眼镜蛇，惊心动魄辟山路故事六

眼下正是蛇虫出没的时节。5

月下旬，胡晶晶和同事黄荣敏前往

城西新区寺口方村下沙塘山塘实地

勘察时，在半山腰就遇到了一条眼

镜蛇。

“我们在地图上复核山塘信息时

发现有一口山塘遗漏，而这口山塘我

们没去过，就决定去现场采集相关数

据信息。”胡晶晶告诉记者，“我们不

识路，就用导航找了一条相对好走的

路线。可是，我们跟着导航走到半山

腰时，突然遇到一条蛇横在路中间。

黄 荣 敏 就 打 算 用 木 棒 把 蛇 挑 到 边

上。不料，那条蛇就是赖着不肯走，

还昂起头发出生气的声音。我当时

吓坏了，赶紧叫黄荣敏逃离现场。就

这样，黄荣敏拿着木棒开路，我们穿

越草丛绕了个大弯，好不容易才来到

目的地。”

回想起遇见蛇的那一幕，胡晶

晶等人至今仍心有余悸。她说，像

之前登记在册的不少山塘，如今周

围环境早已发生变化，比如杂草丛

生、山高路远等，很多山塘我们根本

无法走进，就好像山塘已经脱离了

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

一样。

整治中的山塘整治中的山塘

整治后的山塘

整治前的山塘整治前的山塘

■记者手记 日行3万多步 翻山越岭采集山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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