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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持续推进治水与护水深度融合，建设人水和谐的美丽海南

一泓碧水润琼州
水润万物，生生不息。
今年3月22日是第三十二届“世界水日”，3月22至28日是第三十七届“中国水周”。自我省开展“六水共治”攻坚战以来，全省加

强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开发和利用，水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提升，全社会爱护水资源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推进治水与护水深度融合，海南如何着力？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目标？如何进一步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回望来路和展

望未来，一条践行治水兴水“人水和谐”的新时代绿色发展之道正在琼州大地徐徐铺开。

水是生命之源。治水护水，培育良
好生态，方能利用水资源、水生态盘活水
经济。

站在定安县新竹镇大株村委会三滩
村龙州河沿岸，该村党支部书记邓伦毅
深有感触：“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废的沙
滩，村民也习惯把垃圾丢在上面。”如今，
邓伦毅眼前的龙州河沿岸却是另一番景
象：不同绿植形成“祥云”形状花带景观；
穿过绿植的，是一条全长约3公里的亮蓝
色混凝土仿木栈道。

这是定安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
试点县项目（以下简称试点县项目）打造
的九大景观节点之一——三滩映月。试
点县项目通过综合采用水系连通、河道
清障等水利措施和防污控污、人文景观
等非水利措施，探索打造可推广、可复制
的全域性综合治水模式。

“有了这个景观节点，今年很多返乡
人员回家过年时都眼前一亮，许多人提
到要帮助村里导入民宿、餐饮、垂钓等不
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邓伦毅说。

坚持生态引领，拓展治水理念，海南
的探索远不止这一例。近年来，海南在
治水项目建设中融入更多人文情怀，将
滨水空间开发利用、景观营造、业态培育
与治水有机结合，建设一批水岸融合、蓝
绿交织、惠民富民的城乡河湖生态廊道。

治水护水，更要用好这一方碧水，让
人们生活生产美起来、富起来。从“水
净”到“水美”“水富”，海南在因地制宜发
展美丽经济，平衡好保护与发展关系。

海口美舍河因此受益。这一穿越海
口主城区而过的河流，全长31公里，沿线
居民超30万人。2016年，海口启动美舍
河水体治理工作，并改变传统的工程治
理方式，转向系统治理，岸上岸下各种要
素联动整治。

经过综合治理，美舍河重新焕发生
机，恢复昔日水清岸绿、鱼群畅游的美
景，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是持之以恒取得的成绩——去
年，海南城乡污水治理成效明显，全省城
市县城建成区19条黑臭水体全面消除黑

臭，顺利实现“六水共治”第一阶段目标。
于细节处见精微，以治水助力经济

高质量发展，绣花功夫必不可少。
在临高县调楼镇污水处理厂，这里每

天能处理1800多吨生活污水，厂区里闻
不见臭味，看不见脏水。净化完成的水池
里，游鱼潜底，水生植物茂盛地生长。

在三亚市吉阳区大茅村，中国工程
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徐祖信及其团队
针对该村庄人口分布特点，规划设计单
户农户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工程和小规
模集中站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工程项
目，让农村污水治理更加生态化、资源
化、标准化，并实现低成本建设和运维。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境内，共有
17条河流，其中南渡江流经南开乡段总长
度为50多公里。近年来，南开乡从当地
遴选村民担任河湖管护员、渠道管护员，
并建立以乡、村两级“河长”负责的“河长
制”组织体系，明确每一河段的责任人。

一个个故事汇聚一张张亮眼的“成
绩单”——

2023年，全省城市县城平均生活污
水集中收集率64.9%，比2022年底提高
9.2个百分点。全省全年完成4040个自
然村治理，累计完成12508个自然村治
理，治理率达到61.3%，超全国平均水平
21.3个百分点，提前两年完成国家下达
的“十四五”目标。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大模式、六条
路径”技术指引和三亚“投建管养”治理
模式被生态环境部作为典型案例向全国
推广。

全省河湖保护取得新进展，推进“河
湖长+林长”协同共治，省级河湖长带领
各级河湖长巡河20.3万人次；完成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35平方公里，新增生态清
洁小流域9条……

仔细观之，海南始终树立系统思维，
实施综合治理，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经济
可持续和水资源安全利用相统一，统筹
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海生命共同体整体保护、系统
修复、综合治理。

治水兴水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是我国新时期的治水方
针。从2014年提出至今，为新阶段
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和
根本遵循。

沿着十六字治水方针，我省治水
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水资源节约
利用和现代化管理升级、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三大模式、六条路径”走出新
路、投融资改革探索突破……我省坚
持以“六水共治”为抓手，创新河湖长
制工作实践，打造城水相依、人水相
亲、绿水相融的幸福河湖样板。

治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久久为
功，也要多措并举，打开视野和思路。
在海南，更多的探索正在持续推进——

今年3月7日，省治水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印发《2024年海南省全
面推行河长制及“六水共治”工作要
点》（以下简称《要点》），从六大方面
明确26项要点任务。

新一年海南“六水共治”要怎么
做？《要点》为此“划出重点”——

其中明确的26项内容分别覆盖
治污水、保供水、防洪水、排涝水、抓
节水、优海水等六大方面。《要点》还
同步印发具体任务清单，对要点任务
逐项明确具体事项和责任单位。

以治污水为例，海南将重点实施
劣Ⅴ类水体剿灭、城市污水突出问题
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城拔寨”3
大专项行动，加快完成佛罗河等10条
重点水体消劣，力争全省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达到80%以上，全省地表
水水质优良率达到93.5%。同步
推进黑臭水体治理、重点园区

“污水零直排”、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入河排污口排查
整治等工作，并有序推
进美丽河湖保护
与建设。

保供水方面，《要点》则提出，要
重点实施城乡垦区饮水提升、骨干水
资源配置工程项目建设攻坚2大专
项行动，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管理，逐
步构建安全可靠的水源保障体系，健
全供水水质监测检测机制等等。

此外，《要点》还提出，将进一步强
化河湖长履职，落实河湖长制考核制
度；整合优化项目库，谋划更多跨市县
的融合类项目，提出初步融资思路，

“向上争资”“向银行融资”“向社会引
资”同步发力；深化投融资改革，积极
探索“募投建管一体化”新模式；进一
步加大“六水共治”宣传力度，建立健
全举报制度，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治水
监督，积极推进治水泛知识体系建设。

“我们将按照‘城乡统筹、因地制宜、
分类实施、科学合理、经济高效’的治水
模式，直面挑战，全面梳理盘点各项目标
指标，以及重点工作、重大改革、重大项
目的完成情况，查缺补短，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打好‘六水共治’攻
坚战。”省水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推进治水与护水深度融合，擦亮
海南自由贸易港绿美生态底色，书
写治水护水新答卷的海
南，不断开创治水
新境界。

善作善成 人护水水育人

破立并举 以水为脉寻突破

持之以恒 积小胜为大胜

“我们倒排施工计划，对表推进现场
施工生产，确保按照工期节点计划完成
施工任务。接下来，要围绕下闸蓄水节
点目标做好施工组织和资源配置，抢抓
关键节点施工进度。”今年新春伊始，中
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迈湾枢纽工程施工总
承包项目部主管生产副经理张润林的工
作计划表，已列得满满当当。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是海南在建的最大
水利工程。张润林和几百名同事日夜奋斗
在一线，为推动项目工程建设而努力。

目前，该工程已完成升鱼机主体封
顶、发电厂房桥式起重机安装，副坝和消
能防冲全线也进入收尾施工，项目建设
连续取得突破。

推动项目谋划提质、建设提速，一头
连着民生，一头连着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省坚持“项目为王”的工
作导向，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有效推进治
水工作。去年，省级治水项目库的统筹
建立，推动在建项目调度得力、储备项目
准备充足，“六水共治”全口径完成投资
突破200亿元大关。

“有效”是项目建设的灵魂，如何扩
大有效投资，激发增长活力？答案在于
针对项目前期的谋划、储备，以及项目申
报跨部门信息对称、衔接工作，同时规
范、完善申报流程等工作，以及提升项目
在争取中央政策支持时的竞争力等都十
分关键。

在创新融资模式、深度谋划项目方
面，我省建立横向工作机制，对散
落在各行业部门的涉水项
目和资金进行统筹，
持续推动一批

体量大、业态优、带动性强的治水项目。
并组建省级投融资平台，吸引金融资金
和社会资本深度参与治水。

“今年我们将实施项目建设攻坚行
动，为扩大有效投资作出更大贡献。”省
水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厅将以重大
水利工程为牵引、以增发国债项目为抓
手、以各类专项资金为基础、以投融资改
革为突破口，谋划实施一批EOD、“治
水+”等跨行业项目，出台河道疏浚物利
用配套制度，用好省级水投平台公司，探
索特许经营、股权合作等模式，推动投融
资改革破局。

抓项目建设、抓投资落地，实干是关
键。

去年年底，省治水办组织开展为期2
天的“六水共治”项目设计评比活动，旨
在对设计方案进行“回头看”，达到以赛
促改、以赛促学、以赛促提升的效果，从
源头上有效保证“每分钱花出实效”。

今年1月8日，省水务厅等多部门联
合召开的加快推进增发国债项目建设暨
一季度“开门红”动员部署会提出，今
年一季度，水务领域从上到下要
以此次增发国债为契机，加快
项目建设和前期工作，部
门联动、多措并举推动
完成投资再上新
台阶，确保

实现“开门红”。
不久前，两场会议在省水务厅分别

召开，一场是省治水办、省水务厅与国开
行海南省分行座谈会，另一场加快推进
全省重大水利项目建设和前期工作调度
会。会议主题、内容不一，但都与水利水
务项目投资息息相关。

……
坚持目标导向，把难点当重点，进一

步释放出我省水务领域全速推进项目建
设和投资的积极信号：快起来、动起来、
干起来！

此外，推进治水护水深度融合，我省
还在完善责任机制，推动共治共保方面
下功夫。

以海南首座河长驿站揭牌成立为例，
今年3月17日，该驿站在海南海口市琼山
区桂林社区揭牌
成立。驿
站

定位为“四个场所”“两个中心”，即河长调
度、议事、办公场所，民间河长、志愿者、河
湖管理员、保洁队员休息场所，河长制、水
生态保护、“六水共治”宣教场所，执法、巡
逻工作人员会商场所，以及公益活动中心
和河湖管理受理投诉服务中心。

“我们将以该驿站为核心，致力于在
美舍河边打造一座河长主题公园，吸引
更多群众参与河湖保护与管理。”琼山区
河长办主任黄刚介绍。

这是共治共保工作落地的缩影。
近年来，我省通过建立河湖长负总责的
流域协同治理一体化责任体系等；优化
公众有效参与机制，畅通老百姓诉求反
映、监督评价渠道，全面构建政府、市
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治水护水工
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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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河。

龙江河。（本版图片均由省治水办提供）

迈雅河。

美舍河。

松涛水库。 我省首座河长驿站在海口市琼山区桂林社区揭牌成立。

美舍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