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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智慧治水

在杭州市拱墅区西塘河，一场水下清

淤作业正在进行。河道中间停着一艘新型

智能清淤船，工作人员黄晓烽通过远程系

统进行操作，机械臂伸进水中，淤泥被慢慢

吸上来。

传统清淤船不能调整角度，很多淤泥

无法清理。如今，河道里工作的智能清淤

船可根据河底情况自动调节清淤深度，不

仅对泥体扰动较小，也避免了对水体的二

次污染。被清理出来的淤泥，还可以再利

用。

“传统清淤作业过程中，噪声、水质污

染都很大。”黄晓烽说，相比之下，生态清淤

工程量小，对河道水生态系统影响也较小，

还能最大限度保护生物多样性。

同时，数字技术也在持续助力提升河

道监管水平。

走进杭州市临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大屏幕上，水情水势、各类治水问题实时更

新。此刻，一条关于辖区内梅堰河的数据

报警信息，被传送到了工作人员的账号上，

相关部门和对应河长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交

办问题清单。

这一切得益于河道中的小型水质监测

浮标：它们可以随时监测水质数据，并传输

到后端平台，实现数据可视化，方便城市管

理人员开展智能巡河。

目前，杭州市建设了市区一体化智慧

河道平台，构建了“一网统管”四大体系14

个场景。从不断铺设的智能传感设备，到

迭代升级的数字化平台，再到风险识别和

水质预警体系，河道治理正变得越来越智

慧。

多方参与，共建共治

余杭塘河畔，杭州市城管局城市水设

施和河道保护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许国良

正和同事们清理落叶。“以前落叶清理会影

响附近居民生活，现在我们选用了噪声小

的锂电池鼓风机，调整了清理的时间和方

式。”许国良说，如今的河岸落叶清理工作，

降低了噪声和扬尘，尽可能减少对居民生

活的影响。

作为河道管理队伍的一员，许国良干

了20多年，足迹遍布500多条城市河道。

许国良带着城市河道管养人员创立工作

室，摸索出不少河道综合长效管理与养护

的新办法，并得到了广泛推广。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河道管理

中来。身穿红马甲，手提垃圾袋，沿着游步

道一路巡查，观察河面是否漂浮垃圾……

处处可见的志愿者和护水队员，已成为杭

州市河道管理的常态。

杭州市通过多种载体鼓励并引导市民

群众参与城市河道治理，同时充分发动社

会力量参与“清洁家园”整治行动。此外，

杭州市还有一支民间河长队伍。他们时刻

关注城市大大小小的河道，发现问题后会

及时拍照记录、整理上报问题，共同参与河

道治理。

“实现河道清洁，多方参与很关键。”杭

州市城管局城市水设施和河道保护管理中

心党委书记蔡国强说，从专业治水队伍到

民间河长，再到无数志愿者的积极参与，杭

州市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共护杭州

城市水系。

一河清水，宜居富民

掰开河蚌，就能看见一颗颗珍珠。“水

质好了，咱们的河蚌长势也比以前好了不

少。”在拱墅区红旗河的河面上，养殖户石

乃冬正摇着船桨，撑着小舟，对自己养殖的

珍珠蚌进行检查。

这有赖于杭州市城管局引进的智能生

物链治水技术。河蚌被投放后，会不间断

滤食水中的藻类、浮游动物、有机碎屑，实

现食物链有机质循环传递。

“景观河道里养河蚌能净化水质，水好

了，河蚌的品质也更好了。”拱墅区城市河

道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说，在这项技术

支撑下，杭州市在保护水质的前提下，着力

培育河蚌养殖产业，富民增收。

水生态持续向好，让河道两岸更加宜

居宜业，市民也有了更多休闲空间。

位于余杭区的五常港，是当地主要的

骨干引配水河道。每到周末，居民沈佳琪

都会来到河岸旁的健身绿道上跑步。“环

境这么好，运动起来很舒畅。”沈佳琪说。

远处的亲水平台上，一些市民正在休闲垂

钓；滨水步道上，家长正带着孩子们奔跑

嬉戏。

过去，五常港岸边的居民非常喜欢划

龙舟，但由于环境污染等问题，划龙舟的人

越来越少了。现在，随着水生态环境的持

续向好，龙舟队伍又壮大了起来。除了能

看龙舟比赛，人们还能在“河道生活”小程

序上报名免费体验划龙舟、皮划艇、桨板等

活动。上线仅一个月，“河道生活”小程序

上的预约人数就已达到1500人。

这是杭州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缩影。

近年来，杭州市结合当地实际，开展特色活

动，致力打造“一河一品牌”，满足市民游客

亲水近水、安全便捷地参与水上健身活动

的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创新河道治理方

式，不断改善河道环境，让城市更宜居。”蔡

国强说。

上调养老金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这是近年

来上调幅度较大的一次。报告同时明确，

“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养老金上涨需要“真金白银”。预算报

告中提出，落实地方支出责任，保障养老金

按时足额发放。

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积极

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个人养老金业务试点始于2022年11

月25日，按照计划，个人养老金结合实际

分步实施、选择部分城市试行1年后，再逐

步推开。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个人养老金制

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对老百姓来说，在

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外又多了一个选

择。”浙江省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叶苗代表说，金融机构应推出一些符

合长期投资的“专属产品”，提升个人养老

金的吸引力。

加强老年服务供给

当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民政部数

据显示，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2.8亿人，占总人口的19.8%。加强老年服

务供给，是众多老年人的诉求。

政府工作报告作出了“加强城乡社区养老

服务网络建设，加大农村养老服务补短板力

度”“加强老年用品和服务供给”等相关部署。

根据计划报告，今年我国将扩大普惠

养老供给，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实施老年健

康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要支持做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老年助餐、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

护等工作。”安徽省阜阳市副市长杨善竑代

表认为，应尽快推进实施以失能老年人为保

障对象的长期护理保险，同时创新建立多元

养老模式，在全社会营造爱老敬老氛围。

解决“看病难”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社会保障的直

接体现。一段时间以来，“看病难”成为“一

老一小”面临的共同难题。截至2022年

底，我国儿科医师数达22.6万人，老年医

学科医师人数相对更少。

为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补齐儿

科、老年医学、精神卫生、医疗护理等服务

短板。

广东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周琳代表认

为，当前应着重加强儿科和老年医学科等

领域急需紧缺的医务人员培养，发展壮大

医疗卫生队伍，补齐基层医疗机构人才短

板，并进一步探索构建具有公益性与保障

性的老年和儿童医疗服务体系。

健全生育支持政策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生育假期制

度，完善经营主体用工成本合理共担机制，

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减轻家庭生育、

养育、教育负担”。

在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方面，

计划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

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委

员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服务，让女

性能够更好实现生育意愿、家庭需要与职

业发展的平衡。

杭州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

河清岸绿，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更好守护“一老一小”，这些新举措来了

《人民日报》窦皓

杭州，上塘河碧波荡漾、微风轻
拂，时有飞鸟从水面掠过。

“不久前，我们在河里发现了不少
对水质要求较高的鱼类。”参与河道水
生生物资源监测的杭州市农科院专家
林启存介绍，这些鱼类的出现说明上
塘河的水质在不断改善。

地处江南水乡，水系众多，水生态
建设是杭州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重要
一环。多年来，杭州市以打造美丽河
道为抓手，努力构建良好生态，让城市
生活更美好。

新华社 叶昊鸣 姜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围绕“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强社会保障和服务”等作出一系列部署，其中涉及“一老一
小”服务保障的具体安排引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