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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总书记指引的航向上

自行车选手在东湖绿道骑行竞技，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内沙湖上，清波荡漾，水草丰盈。
7 日下午，武昌区湖泊维护站站长王聪乘作业船来到湖

心，观察沉水植物生长状况，时不时捞取一撮沉水植物，置于
掌心仔细端详。“秋季是沉水植物生长较为复杂的时期，养护
好‘水下森林’，我们要更加认真、细致。”王聪说，总书记在湖
北考察再次关注长江生态问题，强调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令他深受鼓舞。

“坚持水生态修复，恢复河湖自净功能，是治理的根本。”
王聪说，2015年以来，内沙湖治理进入长效维护期，主要通过
种植养护水生植物实现水生态修复等手段，稳步提升湖泊水
质，已取得良好效果。2020 年以来，内沙湖水质稳定在Ⅱ
类。几乎每天，王聪都会带领养护人员沿湖巡视、实施维
护。如何令“水下森林”旺盛不衰，成为他持续思考的重要课
题。

当前，王聪正在收集研究气象信息，编制武昌区包括内沙
湖在内的6个湖泊全年管护方案，以在重要时间节点加强监
测、科学管护。“精心呵护、用心用情，让‘水下森林’更加生机

勃勃。”
花枝摇曳，绿树葱茏，金秋的黄孝河边清廉公园花红草

绿。中建武汉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二期项目铁
路桥净水厂正在运转，每天10万吨污水被处理净化，为黄孝河
明渠注入源源活水。

7 日下午，汉阳市政项目总工程师范攀在项目上步履匆
忙，他正指导项目收尾。

这个位于东湖高新区高科园三路旁的项目，是豹澥湖流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一期）。

一处新建的智能分流井，外形如同小型水闸，与其相连的
雨水明渠清波涟涟，两岸绿草如茵，一条彩砖慢行绿道通向远
方。

“曾经的雨污合流变成智能分流，让雨水、污水各行其道，
从源头上卡住污染。”范攀道出这个项目的亮点。

范攀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着力建设安全
韧性现代水网，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作为武汉流域综合
治理重要项目参与者，他倍感振奋。

“水环境治理须久久为功。”范攀表示，豹澥湖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工程在设计上突出水环境治理与人居环境改善的统
一，在该工程后续建设中，他们将根据现场环境、施工状况不
断优化调整设计方案，“以工匠精神、绣花功夫推进流域综合
治理”。

去年底，青山湿地（一期）郊野公园建成向市民开放。因
为在这里首次观测到了武汉中心城区数量最大的小天鹅群
落，这里便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天鹅湖”。

“在设计施工过程中，我们践行长江大保护理念，依托现
有自然滩涂基地，保留了大面积的滩地和天然水域，构建一个
良好的湿地生态系统，既为野生鸟类和其他生物保留了一片
栖息地，也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更有‘野趣’休闲游憩空间。”武
汉碧水集团项目代建部部长车涛介绍。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负责人杨卫东介绍，
武汉现有13处湿地自然保护地，包括5个湿地自然保护区、8
座湿地公园，“我们时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把保护
摆在第一位，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望山见水记乡愁’”。

长江，习近平总书记长
久牵挂。

这次考察湖北，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着
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
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坚
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2018 年 4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时指出，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探索出一
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
子。

时隔6年，总书记两次
在武汉强调“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全市干部群众反响强烈，大
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扛
牢历史责任，确保“一江碧水
向东流”。

扛牢修复责任，让生态长江成为市民可感可触的福利
11月7日，长江武汉双柳段，武汉生态志愿者林龙与伙伴

们观察到3头江豚捕鱼嬉戏。
60公里外的武汉渔政码头，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四

大队四级主任科员李隆海，也从“渔政天网”的监控视频中看
到江豚逐浪的身影。

“双柳水域变身‘江豚湾’与十年禁渔不无关系。”李隆海
说，“总书记这次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让我们劲头更足。”

武汉坚决贯彻落实“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的重大部署，
“水、陆、岸、天”一体化监管网络初具规模，长江武汉段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多年未见的江豚成群结队回归。

“长江十年禁渔，为渔政工作定下基调，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守牢长江大保护的生态底线。”李隆海说。

“总书记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我
们在探索生态优先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武汉
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岳源介绍，近年，武汉建成北
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项目，向周边企业供应再生水，每
年可以少从长江取水2300余万吨。

岳源表示，公司目前正联合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在
武汉部分水域开展水生态、水环境监测检测及生态修复提升
相关工作，“目前研发成功的水体绿色充氧设备已在武汉部分
水域应用”。

目前，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项目已完成 12 个子项工
程。全部完工后，将为武汉新增改造绿化面积522万平方米。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作为一名百里长江生态廊道的建设者，我感
触颇深，备受鼓舞。”武汉碧水集团员工王强见证了汉阳杨泗
港都市T台从废弃码头变为绿色浮岛的全过程。

宽大的观江平台伸进长江，“江、滩、堤、城”等景观融合，
杨泗港都市T台成了市民和游客青睐的新景点。

“接下来，我们会努力把百里长江生态廊道打造成一条绿
色、环保、生态的廊道，让生态长江成为市民可感可触的福
利。”王强坚定地说。

鼓足更大干劲，让武汉水网变得更安全更“聪明”
7日，在武汉水务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谢珊正带领团

队开展“市水务数字孪生一张网”实时更新升级工作。“这张
‘网’相当于让全市水空间零散的数据有了一个统一的‘底
板’，为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水务规划研究提供
基础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谢珊
说，他们团队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通过技术赋能，让武汉
水网变得更安全、更“聪明”。

此前，武汉市水务局与浪潮集团联合打造智慧水务系统，
并在武汉市水系连通闸、湖泊、示范流域河湖港渠等工程设立
了监测点。去年以来，借助智慧水务系统，武汉市成功应对多
轮强降雨。

7日上午，作为完善武汉长江防洪工程体系的湖北武汉段
三期河道整治工程，正在汉南大咀上段火热建设中，15名施工
人员在6台大型机械的配合下，进行抛石护岸等施工作业。

自今年1月开工至今，项目整体已完成总体进度70%左右。
“‘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的要求，让我们倍感振

奋，正以实际行动投入长江河道整治工作中。”武汉碧水集团
项目负责人杜亚楠介绍，当前长江水位正处于枯水期，施工人
员正抢抓工期，迅速开展护岸脚槽施工。

杜亚楠说，项目建成后，能有效控制长江武汉段河势变
化，进一步提升沿线防洪能力，完善武汉长江防洪工程体系，

“保护治理长江母亲河，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7日上午，项目负责人李进正在净水厂内盯着大屏上数字

闪动，查看项目运行情况，“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着力建
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让我们劲头更
足了！”

李进说，中建武汉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二
期项目是武汉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的重要民生工程，其子
项目——铁路桥地下净化水厂已正式投运两年多，这项生态
工程的效果正在显现。项目针对黄孝河、机场河流域生态环
境具体问题，开展污涝同治、河岸同治、水城同治，曾经的黑臭
水体已实现治理蝶变。

李进表示，他将瞄准“晴天全截污、雨天控溢流、汛期治洪
涝、运维智能化”的目标，持续强化日常管理、科学运维，提升
智慧化管理效能，“令碧波清流奔流于城市间”。

发扬工匠精神，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武汉守牢长江大保护生态底线，民警操控穿越机在长江边飞行巡查。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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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长江生态廊道长江汉阳段江滩已全线贯通，图为市民在汉阳江滩足球场运动健身。 城市摄影队陈亮 摄

扛牢修复重任，确保一江碧水向东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在武汉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