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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记者从嘉鱼县鱼岳镇陆码河新生桥桥头
看到，新生桥至永逸闸段正在进行两岸砌石护坡已经建
设完工，河水碧波荡漾，河道水草繁茂，行人在岸边悠闲
散步……这里曾经是臭水沟，经过陆码河综合整治后蝶
变重生，成为了如今碧水绿岸的风景区。

陆码河综合整治项目是嘉鱼县滨江生态提升示范
工程（以下简称“滨江工程”）的子项目之一。通过找准
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开展的河道整治、截污管网
建设等工程措施，使得陆码河实现了源头治理、长效治
理、综合治理。

热点聚焦

找准病根 开展源头治理

“现在好了，河底的黑泥和垃圾都清
理干净了，还经常有水鸟嬉戏，河里的鱼
儿也越来越多。”说起陆码河最近的变
化，正在河边垂钓的张先生很欣喜，他
说，没整治以前，水面上经常有泡沫、塑
料袋等各种漂浮物，还有厚厚一层水藻，
水看起来也很浑浊。

保护陆码河就是保护长江。陆码河
原为陆水古道，发源于密泉湖，与长江黄
金水道相连，陆码河的生态环境与长江
休戚与共，陆码河综合整治是嘉鱼县守
护长江母亲河的重大举措。

“解决河流污染问题，查清源头才是关
键，才能找准病根，对症下药。”嘉鱼县滨
江生态提升示范工程小湖综合整治项目
及陆码河综合整治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前，陆码河是嘉鱼县重要的排水
河道，沿线经济和城镇发展较快，生活污
水大量排入陆码河，加上上游来水量减
少，水质急剧恶化。

为解决生活污水排放问题，该项目通
过内源污染清理、截污管网建设、面源污染
控制等工程措施，实现陆码河的源头治理。

陆码河岸边的西街社区通桥小区地

处老城区，大多是上世纪企业单位的家
属楼，基础设施落后，以前生活污水直接
排到了河中，不仅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
常生活，也对环境产生了污染。

该项目通过新建总长度为27km的
污水主管线，收集周边居民产生的生活
污水，最终汇入污水处理厂，达到一级A
标准后排放。

“再也没有了难闻的味道了。”家住
大通桥小区7号楼的周女士，从小在陆
码河岸边长大，看着家门口刚修好的污
水管网，满是喜悦。

“目前污水管网及配套道路工程正
在实施过程中，完成截污主管布设约
15km。”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嘉鱼县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整治完成后，可进一步
提高陆码河流域污水收集、处理率，排口
可以实现雨污分流，只有雨天排水，进一
步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

这只是嘉鱼县找准病根，高质、高效
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的一个缩影。嘉鱼
县扎实抓好环保督察突出问题整改，实
施陆码河流域源头治理工程，持续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嘉鱼综合整治陆码河

碧水绿岸生态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宏宇

永逸闸，位于陆码河与长江的交汇
处，也是陆码河综合整治项目的终点。
该闸的主要功能为排灌闸，汛期挡住长
江洪水，丰水季节可以调节陆码河水位，
用于灌溉抗旱，枯水期内涝可自排渍水，
保护城区安全。

站在永逸闸上方观景平台上，环顾
四周，内侧河道清淤工程已全面完工，护
岸整形完成新建挡墙约1400米。外侧
江面里，栽种的水生植物整齐排列，不远

处几只白鹭正在浅水区悠闲地觅食。
在永逸泵站周边湿地公园正在建设

中，最高处凉亭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等待
进行下一步的装修。同时嘉鱼县还在分
别在新生桥上下游、河道沿线及堤顶路
两侧新建湿地公园、河道慢行道等工程，
湿地周边生态环境得到长效治理。

同样位于陆码河岸边的南门农贸，
是凤凰大道上面积最大的农贸市场。因
市场原建设标准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备，

市场内“脏、乱、差”问题十分突出，且现
有场地地势低洼，易造成积水。不仅安
全隐患较多，对生态环境也产生了影响。

8月1日，在陆码河综合整治项目进
行的同时，嘉鱼县投资约300余万元，按
照现代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的标准，对南
门农贸市场改造项目开工建设。

改造后，将成为经营面积约1200平
方米的农副产品综合交易市场，可保证
摊户及民生安全，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同

时消除市场环境卫生对河流的影响。
嘉鱼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并且从生态系统整体性
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根溯源、分类施策，
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开展长效治理。

嘉鱼县住建部门负责人介绍，通过
实施项目通过建设湿地公园、河道慢行
道，进一步改善河道水环境质量，增加了
景观观赏性，给周边居民提供了良好的
休闲环境。

分类施策 推进长效治理

如何破解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的困
境？嘉鱼县将入河排污口整治与小流域
综合治理紧密衔接，开展源头治理、长效
治理的同时，坚持系统考虑，实现综合治
理。

作为“滨江工程”子项目之一，陆码
河综合整治项目不仅开展从污水排放控
制到管网建设、生态修复、流域治理等全
过程综合整治，而且全面融入系统实施
的“滨江工程”全流域综合整治。

从永逸闸出发，沿着环城路向北前
行3公里，同样位于老城区的小湖综合
整治项目，是“滨江工程”的另外一个子
项目，周边居民点密布，嘉鱼县将其定位

为“城市水环境生态公园”。
“小湖的设计格外注重其作为禽鸟

栖息地的这一特点。”刘飞介绍说，通过
对现有湖心岛屿的扩建与改造，恢复岛
上植被，为白鹭等鸟类提供良好栖息空
间，提高小湖及周边生物多样性。

整治后的小湖，不仅水质更好、周边
的环境也更美了，不少市民下班后带上
家人朋友来这里散散步、健健身、看看风
景，生活好不惬意。

“滨江工程”分布在嘉鱼县中心城区
向长江岸线过渡的地带，项目通过创新
设计，释放生态产品价值，打造开放的生
态空间，为嘉鱼县打造滨江公园城市打

下了良好基础。
“以前的矿山边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是谁都不愿意来的地方！”马鞍山
村村民们说，自从这里成了公园，不仅村
民们爱来，在亲朋好友们面前说起也倍
有面子。

马鞍山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位于嘉鱼
城区环城路边，为开采遗留迹地，并已经
风化沙化，偶有地质灾害发生、水土流失
现象严重、植被群落退化明显，同样会对
周边水环境产生影响。

“马鞍山项目区设计定位为郊野矿
山生态公园，低成本维护、可持续自然演
替的生态修复。”刘飞介绍说，在项目设

计时通过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和种植提
升，逐步恢复矿山生态系统，实现水土保
持和生态提升。

“采用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相结合、
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相结合。”咸宁市生
态环境局嘉鱼县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生态修护与保护要坚持统筹规划、系统
考虑、连片治理原则，陆码河综合整治要
始终融入“滨江工程”系统中来。

陆码河综合整治工程建设以来，清退
了沿河区域大量私搭乱建，征收并腾退了
养殖鱼塘。“滨江工程”恢复了河湖水域
空间，通过整体规划，使生态空间得以连
通，让市民从“走近生态”到“走进生态”。

系统考虑 实现综合治理

咸安区宝塔村

村湾改造涨“颜值”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吴涛、刘洁报道：近日，在

咸安区向阳湖镇宝塔村16组主路上，一台挖掘机正在进行道
路路肩回填土建设。“原来的路一直是泥巴路，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今年把湾子里的路都改造成水泥路，真是没得
话说！”正在围观的祁必坤大姐聊起家门口刚刚硬化的村湾
路，满眼都是笑意。

据了解，该村坚持以群众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
点，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党员、乡贤的
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村自筹，投入136万元对16组开展美丽
村湾改造项目。目前，村民们积极投工投劳，硬化了连接至
笔峰塔，长1.2公里，路面宽3.5米的村湾主路，较好地提升了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条规范、安全、美观的“民心路”，提升的不只是颜值，
更是该村的内在品质。下一步，该项目将实施20余户破旧屋
棚拆除、道路绿化和亮化、600㎡文化活动广场建设、环境卫
生整治等建设，预计年底可完成项目一期。近年来，宝塔村
致力村容村貌提升，推动乡风文明、宜居宜业、兴村富民，完
善了村庄道路、排水排污、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实施了农业
科技人才孵化区、现代农业展示区等一批为民实事项目，让

“鄂南苗木第一村”“省级绿色示范村”的底蕴更加深厚。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开展守护候鸟宣讲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华先宙报道：14日，咸宁职

业技术学院月亮湾环保协会携手咸安区官埠桥镇孙家庄小
学学生，在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会堂，举行“守护候鸟”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协会志愿者颜婧、陈星蓉、廖金垒，就“人的
‘视’界有鸟，生命的世界有爱”主题进行了保护候鸟的宣讲
及呼吁，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总工程师潘名胜，现场
讲解了候鸟知识及如何更好的保护候鸟。

协会志愿者们和小学生们一起参观了湿地公园科普展馆，
在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粗壮的树杈上放置人造鸟巢挂置，
吸引小鸟前来栖息等，候鸟展呼吁人们了解鸟类知识，并爱
护鸟类，从而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环境。

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间，大量候鸟在咸宁水域汇集越
冬。据了解，向阳湖湿地地处斧头湖湖域，而斧头湖又处于东
亚至澳大利亚候鸟迁徙主线路上，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

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总工程师潘名胜介绍，公园
目前主要候鸟有东方白鹳、小天鹅、白琵鹭、灰雁、豆雁、鸿
雁、白鹭等，数量达1万只以上。近年来。斧头湖拆违环境整
治后带来的水质环境不断好转，久违的波光粼粼、鱼跃鸟飞
的画面又重现于向阳湖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各种
珍稀动物纷至沓来。

咸安区桂花镇

绿色产业致富忙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吴剑报道：18日，在咸安区

桂花镇柏墩村冯力农家乐里，村民顾明星忙里忙外，正张罗
各种农家菜式，招待着来这里游玩的十几桌客人们。

自桂花源风景区对外开放以来，顾明星回村创业，和周边
村民一起先后建起了十几个农家乐，带动周边村民致富。

顾明星介绍，每年在桂花盛开的9、10月份，这里便迎来
大量的游客。来桂花源风景区游玩的人逐年上涨。今天虽
然不是周末，但来这里自驾游的人也不少，今天中午就有100
多人用餐。

眼下，走在咸安区桂花镇的山头地垴，乡间田野，目光所
及，到处桂子婆娑。“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的景观，醉人
心脾。

走进九垅村一处苗木基地里，基地主吴丹正与工人们一
起打包苗木。基地里的苗木通过网络销往全国各地。

吴丹说，全镇村民们都在种植苗木，可见苗木市场的火
爆了。“从桂花之乡销售出去的苗木，以质量取胜，在全国市
场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桂花是咸宁市的一张国家级“生态名片”。作为主产区
的咸安区桂花镇，桂花苗木种植面积达7.4万亩，鲜花年产量
也翻了几番，苗木基地不断扩大。近年来，桂花镇退耕还林、
荒山造林、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造林补贴，吸引了很多私营业
主、外来人员和广大群众发展桂花苗木基地。桂花这项绿色
产业也在该镇扎根壮大。

通山县长滩村

富水湖畔展新颜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13日，记者来到通山县富水湖

畔，只见湖光山色，长滩村越来越美丽；村里村外，林果飘香，
鸟飞鱼跃，环湖步道从村口直到村尾，环山公路纵横交错，串
联起每家每户……

近年来，长滩村以富水湖生态环境整治和全域旅游开发为
契机，集中力量实施硬化、亮化、美化等民生工程，改善村民生
产生活的条件，积极推进滨湖景观带和环山产业循环路，在村
道路两侧、山坡林木下种植橘橙，山上实施泉水养鱼，使主打产
业成为幕阜山旅游公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走进长滩村龙岩新村聚居点，沿着游步道，可以在新村
里散步，到山上果林里赏景……

“没想到我这把年纪了,还可以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楼
房。”13日，通山县大畈镇长滩村龙岩新村的村民邓乾霞，边
在自家门口忙活，边笑着说。

以前，邓乾霞是村里的贫困户，一家人仅靠她耕作家中
的一亩三分田维持基本生活，一家五口居住在破旧的老房子
里，2016年国家异地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项目政策给她家带
来了希望，政府资助他家盖起了新房子。

“现在的新村，不比城里差！”老人说。在长滩村，跟邓乾
霞一样，同一年喜迁新居的还有20户。为了确保搬迁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大畈镇还积极组织农民素
质培训，开展送科技、送政策、送服务活动，在全村深入开展普
法教育活动，引导村民学法、用法、遵法、守法。

目前，长滩村有党建文化长廊等项目10余个，新建文化
广场3个，滨湖广场1个。

画里话外画里话外

乡村游带动产业链
9月28日，嘉鱼县陆溪镇嘉鱼康丰源生态园内

的月亮湾公园，游人在水中防滑玻璃上感受色彩斑
斓锦鲤的“亲吻”。

2016年该生态园开始建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
八千万元，建成包括月亮湾公园、印山十八坊民俗文
化村、千亩经济桃林、脐橙园、等十数个项目在内的
休闲文化旅游景区，满足游客一年四季不同时节的
观赏、采摘和游乐需求。

项目落户后，逐渐有村民返乡就业，5年之间返
乡村民达300多人，其中，在园区就业村民达53人，
临时用工人数年均6000人次。去年，村集体年收入
由原来的7500元增加到近40万元。

该园今年3月开园营业，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
游客五万余人次，极大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陈红菊 特约
记者 龙钰 通讯员 刘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