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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许乾虎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从壮士断腕整治水晶污染、打响浙江
“五水共治”第一枪，到探索建设浦阳江生态廊道、重构人水和谐
关系，三载光阴，浦江人的用心付出，如今已换来了惊喜的回馈。

如今的浦江，没有了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取而代之的是水
清河晏、远山如黛。透过如今风景如画的浦阳江，我们不止看
到浦江人已然改变的生活观念，还有这座小城迸发绿色生机的
发展格局。

浦阳江之变，折射出的是浙江千千万万条大河小溪的涅
槃，是浙江人治水的坚定信念和诗意情怀。浙江的治水之策和
绿色发展之路，早已播撒在千万条浦阳江里，越过浙里四季，流
入浙里人家。

旧时清香难入梦
浦江，因水而名；浦江人，倚水而居。
年近五旬的张根水是浦江县浦阳街道珠红村地地道道的

原住民，幼时最爱在村间的溪边玩，春末夏初，那里花香四溢、
水凉风清。可自十几年前开始，夏天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因
为它意味着一段“痛苦”生活的开始。照他的话说，每逢入夏，
村里就会被一股酸臭味包围，只要开一会窗，这臭味就钻到家
里，一晚上就别想睡得“香”。

张根水说的这股酸臭味，来源于村里唯一的一条溪——石
马溪。

自20世纪初以来，浦江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万多家
水晶作坊的“中国水晶玻璃之都”。身处县城中心的珠红村自
然也不落后，这个只有300多户人家的村庄，孕育出了大大小
小几百家水晶作坊。

这些作坊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麻烦”。仅珠
红村，这些作坊每天产出的工业垃圾就有好几吨。由于没有专
门的垃圾处理厂，玻璃粉、金刚砂、抛光粉最终都被排入村里唯
一的小溪里。

“这些垃圾一放下去就沉下去，几乎不会流走，慢慢地小溪
变成了黑色，下面的泥砂积起来有四五十公分厚，别说小鱼，连

根水草都见不到。”张根水几乎是呲着牙回忆道。不止如此，这
条小溪也成了村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最终“归宿”。粪便、
塑料袋、塑料瓶、卫生用品……只要能想到的垃圾溪里都有。

“只要天气一热，村子里哪哪都是臭的。”
不堪回首的不止张根水。这条总长2公里的石马溪，流经

浦江沉湖、珠山、白林、石马、珠红、铜桥、毛桥等多个村庄，并在
翠湖汇入“母亲河”浦阳江。

彼时，浦江全域577条大小河流，90%以上都沦为“牛奶河”
“垃圾河”“黑臭河”，浦江的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一度排在
全省倒数第一，浦阳江畔旧时的杨柳依依不再伴着浦江人入梦。

幸运地是，浦江人的这块心病在2015年得到根治。

水清河晏还复来
2013年6月，省委书记夏宝龙在考察浦阳江水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时，要求在浦阳江水环境综合治理上“撕开口子、杀出血
路”，以“重整山河”的雄心和“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响铁腕治水
攻坚战，并要求各地以治水倒逼转型发展，加快走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新路。一场大刀阔斧的全民治水迅速在
浦阳江拉开序幕。

石马溪因属劣V类水被列入首批11条整治提升河流。石
马溪珠红村段负责人、珠红村村主任黄必康至今仍记得接到
治水消息时的激动和跃跃欲试，“盼了多少年，终于下决心要
干了！”

村民的治水热情远比黄必康预料的更为高涨。在做好前
期生活污水截污纳管后，2014年，石马溪珠红村段开始全面清
淤。面对黑脏臭的小溪，村民们没有退缩，甚至主动请缨下河
清淤。

今年71岁的老党员沈良顺就是当时的带头人之一，还因
此成了这条“黑臭溪”的代言人。2014年夏天，沈良顺和村里几
名老同志一起到溪里帮助清理垃圾，没想到，两次光脚下去之
后，他的腿脚得了病，奇痒无比，医生诊断说是细菌感染。

这一病就是三年。沈良顺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但都没有
效果，时常痒得难以入睡。可即便如此，这位有着46年党龄的
老党员，在已然清澈见底的石马溪边，撩起裤腿，指着腿上的抓
痕，对记者说他并不后悔。“我下去两次就这样了，万一小孩子

碰到那还得了？这水治得对，不然后患无穷！”沈良顺说。
也是沈良顺，让村里人看清了隐藏在发臭发黑的水体里，

那已经黯然落在后头的生态环境，村里的水晶作坊整治也变得
顺利起来。生活垃圾实行分类处理，生活污水有了专门排污
口，两岸工业污染源被切断，水体自然就好起来了。

2015年7月，石马溪全域完成整治提升，成为浦江县最后
一条消灭劣V类水的溪流。珠红村也从县“十差卫生村”一跃
成为县“十佳卫生村”“十佳美丽村”。

石马溪只是浦江治水的一个缩影。三年孜孜不倦，浦江焕
发出最美的风采。浦阳江上仙屋出境断面水质从整治前的连
续8年劣V类稳定提升到Ⅲ类，全县462条“牛奶河”、577条“垃
圾河”、25条“黑臭河”被全面消灭，51条支流水质全部达到或
优于Ⅲ类，浦阳江同乐段（翠湖）率先被省人大认定为“可游泳
河段”。

如今，浦江全县城乡环境实现了由“脏乱差”向干净、由整洁
向美丽的根本性转变，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从整治前多年
的全省倒数第一跃居到全省第四位，实现“四年四跨越”。治水
也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占地800亩的四个现代化水晶集聚园区建
成投用，水晶行业产值从2011年的50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90.1
亿元，实现“浴火重生”，走上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下转2版）

“萌警”张勇：

一支画笔绘就
“天下无贼”平安梦

开栏语：

再过一个多月，备受关注的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将隆重开幕。这是全省广大党员和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系
着东海之滨这块10万多平方公里的热土未来五年的发展，也关系着每个人的福祉。

百舸争流千帆竞。过去的五年，我省“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在经济、社会、法治、文化、生态等
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浙里，打出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换三名”等经济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浙里，“最多跑一次”
等改革让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浙里，“互联网+”为社会治理插上智慧的翅膀；浙里，十多年的“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
让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愈发强烈；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上一个五年，钱江潮涌，数不尽的风流；又一个五年，浙江开启新征程，迎来新跨越。即日起，本报推出“走进城乡看变化”
栏目，带大家走进浙江各地的城镇乡村，记录百姓工作、生活的变迁，展示浙江五年来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

水清河晏还复来
浦江“五水共治”找回清丽水乡

我美西湖美 我在平安在
通讯员 张丹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文
通讯员李勇 摄

本报讯 4 月 22 日，杭州市公
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举行深
化西湖景区全域化旅游联动机制
暨旅游警察大队成立仪式，杭州
旅游警察首次正式亮相。

旅游联动机制是以提高游
客满意度为目标，通过各个部门
的联动，加强旅游市场监管，维
护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旅
游市场秩序监管向主动出击、综
合治理转变，进一步解决扰乱旅
游市场秩序、侵害旅游者权益等
突出问题。该机制包括信息联
动、处置联动、定期会商联动、日
常巡查联动和专案打击联动等，
每月相关部门将联合分析旅游
市场上侵害游客权益的事项、案
例，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并针对问题开展联合巡查。对于景区可能存在的不
法商家，相关职能部门也将从不同工作面开展调查取证
并查处。

据了解，此次亮相的旅游警察，与其他公安警种大有不
同。他们主要服务于游客，并以“我美西湖美，我在平安在”

为宗旨，做美丽西湖的平安守护者。同时，旅游警察具有专
业性，他们对旅游相关产业的法律知识更熟悉，能够专业处
理各类纠纷；对旅游知识更为了解，能够详细解答旅客问
询；相关业务更在行，对维护景区公共秩序、保障游客安全、
协助侦破涉及游客案件等方面更得心应手。

整治后的石马溪珠红段整治后的石马溪珠红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