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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区牢牢把握“粮袋子”安全这一主线，
牵手安徽荃银种业、北大荒等农业上市公司，通
过小流域治理达到建设武汉东部粮仓的目标。

“已经将首期100余万元土地流转的定金
打到了潘塘街。”荃银种业作为粮食产业上游的
行业领军企业，用真金白银对土河治理投下了
信任票，集储存、烘干、加工、冷链一条龙的粮食
闭环仓储中心正在投建。

“好山好水出好粮。”北大荒公司对土河沿
岸的土壤进行了多次化验，这里不含重金属，生

态与小气候俱佳，土质肥沃，非常适合播种优质
水稻。“水的难题解决后，这儿是理想的粮仓。”

目前，这两家龙头正与新洲农投平台合
作，采取“保底+分红”模式，统一技术、统一种
子、统一回收，统一品牌和销售，将沿岸撂荒的
小田归并成大田，彻底解决谁来种田和大规模
科技农田的难题，统一灌溉和高标准农田改造
也进入提速期。新洲区将复制这一模式，在全
区推广建设10万亩优质高产水稻制种与示范
种植区。

好 山 好 水
农业上市公司纷纷“建粮仓”

“坚持系统观念，协同治理、标本兼治、因类
施策、靶向发力，形成流域治理的底图单元，变

‘水忧’为‘水优’，为乡村振兴释放可持续发展
新动能。”新洲区区长舒基元介绍了土河治理的
基本思路。

潘塘有“只抗旱不排涝”的说法，皆因地势
较高、水土快速流失，也有水利设施不足、泥沙
淤积河道、灌溉沟渠不畅等历史遗留沉疾，土河
两岸的万亩稻田面临干涸威胁，农民望水兴叹。

5月11日，破土不久的稻苗贪婪地吮吸着
脚下的水分，一派盎然生机。农民们穿梭田间，
抓紧时间引水储水，不让秧苗“受渴”。

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原来，新洲区对土河
系统把脉后，借鉴西北梯田水土治理经验，采取
一拦二疏三改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一拦就
是在河道修建梯级拦河坝，抬高水位，形成蓄水
效能；二疏是全面疏浚河道多年淤积的厚厚泥
沙与树枝，加深主河道，扩大蓄水容量；三改是
将500公里土渠改石渠，利用梯形渠上口小下
口大的原理，最大限度地保证河水快速进入毛
细血管，减少流失，直抵田间地头。

“三大工程完工后，土河沿岸1万余亩水稻
将告别望天收，基本实现丰产稳产。”潘塘街办
副主任邱建设信心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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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地“蓄存池”保丰产

除了缺水，水环境污染也是土河面临的一
大挑战。

过去，村庄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
生活污水随意排放，未经治理的黑水多流入土
河汇集，不仅污染了土壤和水源，还影响村民健
康。

“现在好多了，处理后的污水变废为宝，不
仅可以循环灌溉，还可用于人工湿地景观，扮靓
美丽乡村。”潘塘街李家河村村支书陈国喜道出
了乡亲们的心声。

“排污管道牵进家家户户，通过管网收集，
再经厌氧、沉淀、物理过滤、消毒等一系列生化
集中处理。”在人工湿地，生态环境工作人员拨
开一丛阔叶植物，介绍污水处理工艺。

在李家河村污水处理站的管道出口，湖北
日报全媒记者看到清水“哗哗”流向回水景观

池。这块有“天然污水处理器”之称的人工湿
地，占地4000平方米，被鹅卵石间隔成4个弧
形水池，按照高低、密疏等级，依次种着美人蕉、
梭鱼草、睡莲等水生植物。这些植物通过对污
染物质进行吸收、代谢、分解，实现水体净化，生
态功能强大。据新投用的水质监测站上传的最
新数据，土河已跻身水质较好的Ⅲ类阵营。

由水改入手，潘塘全面布局，对乡村环境深
度治理。如今，水清岸绿，水鸟蹁跹，白鹭成为

“常客”，河里的鱼也多了起来。古老乡村有“颜
值”更有“气质”，这块拥有原汁原味农耕文化的
土地正成为寻找乡愁的极佳去处，吸引了越来
越多市民体验诗和远方。今年4月，由湖北美
术学院吴宁教授带队的原创团队已深入各个村
驻点规划，一村一韵，将推出以农业景观为基本
元素的大地装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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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山色葱茏有致，近旁湖水清
澈，拂面的微风和微湿的水汽，令人心
旷神怡。5月 13日，站在江夏鲁湖
边，满眼美景。

鲁湖，地处江夏南部地区，东邻梁
子湖水系，北邻汤逊湖水系。流经江
夏安山街道的载甫河，是注入鲁湖的
五大水系之一，也是武汉小流域综合
治理的试点之一。

载甫河全长6.8公里，蜿蜒穿过安
山街道的胜利村、青春村、普安村、株
山村4个村，流域总面积8.7平方公
里。作为鲁湖上游水系，载甫河小流
域水质对鲁湖水质有重要影响，“小河
清”才能保障“大河净”。

江夏区安山街道党工委委员、人
武部部长张杰介绍，江夏区载甫河小
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主要依托环鲁湖生
态治理EOD项目，将实施一系列综合
治理，包括河道整治、环境综合治理、
美丽村湾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提升等，
目标是打造成为环境宜居、文旅发达、
产业兴旺的治理样板，为鄂东南丘陵
区的小流域治理提供示范。

载甫河河道整治工程，涉及河道
疏浚2.3公里，将改善河道排涝畅通
度，沿河建设的景观廊道、人行步道及
自行车道，将串联沿线村庄，助力建设
3个美丽村湾，通过开展农村风貌提
升、人居环境整治、对闲置农房进行民
宿改造等方式，打造“一村一品”，发展
乡村经济。

小流域连接着一方水土，照应着一
方百姓。载甫河汇入鲁湖入口处的青
春村，今年进一步扩大樱花园规模，延
伸打造200亩樱花园后园，新种樱花
3000余株，进一步打响安山青春樱花
特色品牌。樱花节期间，青春樱花园日
均人流量超2万人次，周边村民纷纷做
起了农家乐、采摘园、民宿等生意。据
安山街道统计，参展企业平均营业收入
约6万元，周边农家乐及集镇餐馆户均
收入约8万元，村民自售土特产小摊位
户均收入约1万元。

“通过综合治理，载甫河的环境将
得到嬗变，村民的日子也将越来越兴
旺。”张杰介绍，随着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深入开展，流域内“望得见山水、记得住
乡愁、涵养乡土文化”的新乡村正一步
步成为现实，取得生态、经济、社会多种
效益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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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我省启动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工作。武汉市江夏区载甫河、新洲区土河、黄陂区解放堰河、
蔡甸区莲溪港等4个小流域，作为该市试点区域，分别以生态宜居、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主题进行探索。近一年
时间，这里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进行了探访。

土河成金河土河成金河
土河，因泥沙含量较高而得名。

它位于武汉市新洲区潘塘街道，是10个行政村的母亲河，流域面积25.9

平方公里。由于流经高坡岗地，落差较大，水土流失快，无法有效蓄水，导致

十年九旱。

如何充分运用小流域治理的理念，促进流域水环境质量有力改善、水系

功能有效提升，达到“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的综合治理目标？武汉市生态

环境部门与新洲区因地制宜，携手探索一条统筹谋划、长短结合的土河治理

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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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治”出
热门赏樱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严运涛

通讯员 田勇 曾媛

河道治理忙 乐园戏水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黄磊 通讯员 黄宣 李鹏

5月12日，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木兰花乡，游人如织、鸟语
花香、绿意盎然。

景区一隅，武汉市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点位——解放堰河整
治现场处，工人正在进行河道清淤疏浚、护坡绿化施工。

解放堰河，全长3.5公里，水源起点为花园水库，蜿蜒穿过4A
级景区木兰花乡，汇入滠水河。

据了解，由于解放堰河的上游来水主要来自花园水库的水和
雨水，以及上游村湾和景区的污水，河道近年来存在季节性断流情
况，同时还面临着生活污水、面源污染、河道淤塞等困扰，亟需进行
综合治理。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黄陂区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初，
解放堰河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启动施工，计划实施包括流域治理
（清淤、生态修复、护坡、排口截污）、村湾污水处理、村湾垃圾收集、
村容村貌水平提升、绿道、农田整治等15个项目的综合整治。目
前，各项目都在抓紧施工中，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建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解放堰河上游花园水库，周边是木兰
花乡的主要游玩项目——空中栈道、木兰不夜城等，有山有水，方
便市民游客游玩休憩。

中游流经木兰花乡。此处多为地下河道，上面建起儿童水上
乐园。水上乐园“五一”刚刚建成，小雨时水可通过管道流入地下
河道，防汛时则可用作行洪。此外，水上乐园的水实现了循环利
用，水经净水处理后方进入河道，实现了商业与环保的双赢。

下游汇入滠水河处，环山绿道、滨水绿道也在建设中。项目设
计负责人介绍，在绿道沿途，将设置2处乡村集市，为村民和游客
提供商品售卖、交换、娱乐的场所，并打造8处环山沿线风貌景观、
9处滨水沿线风貌景观，包括油茶观景平台、四季花境小游园等。

目前，黄陂区正依托已成功申报的“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
试验项目，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助力杜堂村等解放堰河沿线村庄
闯出一条“新农旅”之路。沿线村庄还将打造隐居山里稻香民宿、
守望田园未来农场、茗香工坊等项目，做强“稻香、花香、果香、茶
香”特色产业，带动农民收入和村集体经济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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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渠清水润四季花开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然 通讯员 周雄 刘端

蔡甸区莲溪港不长，仅2.7公里，却是一条颇有历史的溪流。
溪水发源自伯龙桥，向东南方向蜿蜒而去，流经大集街道莲溪社
区、花博汇，从西湾湖桥汇入后官湖。

莲溪港流经村湾、社区和景区，近4000人依水而居。由于生
活污水直接入渠，莲溪港水质一度恶化。2015年，有媒体探访莲
溪港上的明清古桥“三多桥”，记录了当时的场景：“莲溪从桥下淌
过，溪水呈米汤色，隐隐有恶臭。”

近十年过去了，三多桥依然静静地横跨莲溪，但溪水潺潺，已
从浑浊变为清澈。5月9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站在三多桥边，闻
到的是青草与泥土的气息。

大集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莲溪港是武汉市小流域综合治理
试点。在莲溪港源头龚湾，建设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实现村内污
水管网全覆盖。碧桂园知音豪庭位于源头来水方向，为了防止雨
水散排造成污染，现已改造为明渠收集及管网输送。

莲溪港流经莲溪社区，小区内部也因此有了一条“景观河”。
据介绍，在莲溪社区建设时，充分考虑了莲溪港坡岸特点，因地制
宜进行景观设计，将生态之美融入宜居生活。傍晚时分，不少居民
都会在莲溪之畔的亲水平台休憩、聊天。

从居民区缓缓流出后，莲溪港拐了一个小弯，进入花博汇景区。
花博汇是一座利用原有村湾、花田、河流、湖泊等资源组合建

设的法式文旅小镇。一期项目以四季花海为主，郁金香、樱花、月
季、紫松果菊等各类花卉次第开放，全年都能享受到鲜花盛宴。二
期项目结合莲溪港综合治理，打造游船观光、生态垂钓、特种莲花
种植基地等。特种莲花种植基地引进种植了数十个品种的荷花、
睡莲，各种莲花花期不一，从初夏持续到深秋，成为武汉独具特色
的赏莲胜地。

据统计，花博汇今年已接待游客近45万人次，其中市外游客超
3万人。景区推出的“知音花月夜”夜游项目，为游客们带来沉浸式
的视听盛宴。小流域综合治理成效初显，助推当地文旅经济发展。

据介绍，蔡甸区还将继续加强莲溪港源头治理和中段整治，
进行坡岸治理、清疏渠道等，让莲溪水更清、两岸花更艳、社区更
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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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忧 水优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畅 通讯员 张凡 池振生

治理后的土河流域花朝河湾风景区。（新洲区潘塘街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