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江流域青山常绿、碧水长流、百鸟常飞。 （本版供图：堰宣）

“文明河流”建设启动以来，十堰运用“共同
缔造”助推文明创建，注重“汇民智”“聚民心”，依
托全市630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120支
常备志愿服务队伍、30万名活跃志愿者，组织开
展生态文明宣讲、垃圾捡拾、水面漂浮物清理、村
庄清洁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护一库碧水。

在十堰城区的犟河流域，常年活跃着一支民
间护河队。队员们都是退伍老兵，平均年龄超过
了65岁。“发扬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传统，爱
护环境，呵护河流。”队员杨志金说，每个星期，大
家都会到犟河流域拾捡垃圾，10年来从未间断。

从地面到空中，十堰还构筑起了立体防护网。
丹江口市搭建卫星遥感水质监测、环库岸线监控、

防入侵监控等八大智管系统，对水库水质实施“空
天地水”多维度、全天候实时智慧监管。一旦卫星
监测到水面上有疑似漂浮物，相关人员就会立即到
现场排查，打捞清理漂浮物的志愿者也马上就位。

十堰建设“文明河流”，也得到了北京广大志愿
者的参与。早在去年12月，“保一泓清水永续北
送”京堰环保志愿联盟就正式成立，目前，北京已有
12家公益组织加入联盟，在北京开展“感恩守井
人 思源到十堰”水源地研学、周末寻源护水、青少
年守水护水等交流活动20余场次。北京绿色啄木
鸟志愿服务中心、窦珍志愿服务联合会等组织志愿
者走进北京50余个社区开展“周周进社区”文明河
流宣讲活动，参与活动的北京市民达1.5万人次。

京堰环保志愿联盟北京绿色啄木鸟志愿服
务中心负责人王涛多次来十堰，“每次来这里听

320万十堰人守水护水的故事，我都十分感动。
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北京人民听。”王涛说。

就在8月21日，北京和十堰两地的环保志
愿者齐聚十堰市，向社会发出共建“文明河流”的
倡议。

“同饮一江水，京堰一家亲。我们守水护水，
绝不让一滴污水入河；我们爱水节水，绝不浪费
一滴南来之水。”20名京堰志愿者代表饱含深情
发出共建“文明河流”倡议，呼吁两地市民群众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携起手来，当好守好
一泓清水的先行者、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文
明河流”建设的推动者。

十堰市城市文明创建中心负责人介绍，力争
到2025年，全市“文明河流”建设达标率达60%，
2026年全域建成“文明河流”。

十堰在全国率先探索“文明河流”建设
湖北日报通讯员 李启东 罗毅 林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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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一大早，房县万峪河乡旱田村村委
会院子里就围满了人。“参加村庄整洁活动攒的积
分，可以来换物资了。”吆喝声中，村民们高高兴兴
地用积分换得了洗衣液、大米、肥皂等物品。“清理
垃圾不仅美化了环境，还能换生活物品，‘文明河
流’建设真是太好了。”村民王庆伟说。

十堰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也是
全国文明城市。立足确保“一库碧水永续北送”的
市情，今年以来，十堰创新文明创建工作，以境内
23个河流流域为单元，实施文明乡风建设、保水护
水志愿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工程，建设“文明河
流”，开辟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建共融的新通道。

“通过‘文明河流’建设，让保水质成为市民
的自觉自愿行为。”十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汤
红兵介绍，过去保水质、保生态，主要是通过“一
票否决”、第三方考核、公开通报、立案查处等行
政刚性约束，管住了重点企业、重点河段，但普通
市民参与不够。通过“文明河流”建设，开展“村
村响院院到”生态文明宣讲、“‘河’我一起”洁美
家园、“我是河流‘啄木鸟’”文明观察等六大行
动，让更多的市民自觉自愿参与保水质行动。

水，是十堰最大的资源，也是十堰文明的滋
养源泉。守水护水，是十堰天大的事，更是十堰

这座全国文明城市的担当和责任。近年来，十堰
全力推进神定河、泗河、犟河、剑河、官山河“五
河”流域治理，实施截污、清污、减污、控污、治污、
管污“六大工程”；从农村到城市，十堰构筑起了

“河流防护罩”。
在房县，281个行政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对

红白事操办方式、办事标准等做出了硬性规定，做
到事事有人管、有人抓。以前，村里人举办红白
事，都是各自在家操办。办完事，产生的垃圾随意
处置，很容易污染河面。有了红白理事会，村民们
在遍布村镇的文化礼堂操办红白事，垃圾有专人
负责清理，既培育了文明新风，又减少了污染、保
护了河流，村民们的文明素养也得到了提高。

在竹山县上庸镇，活跃着一支“文明河流”专
项观察队，成员来自各村的党员和守水护水志愿
者。他们深入湖边库岸、道路两旁，开展巡河清
漂和文明劝导，向周边群众及游客普及绿色低碳
发展理念和环保知识，同时对辖区进行全面排
查。“我们的‘十星’创建加上了‘守水护水星’评
选，现在大家的文明素质提高了，守水护水意识
更强了。”队员们深刻感受到，水质好不好，表象
在河里，根子在人的文明素养。

在茅箭区，以“护河爱水、清洁家园”为主题

的志愿服务活动天天有、时时见，志愿者们在百
二河、马家河、茅塔河沿线开展河道清理、河岸人
居环境整治、保水护水志愿服务等文明创建活
动，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环保理念，营造全社会节
水、爱水、护水的良好氛围。

每个人都爱水守水护水，河流变美了，水质
自然就提高了。

今年以来，十堰常态化开展“文明河流”建设
六大行动，旨在聚焦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和
守水护水首要政治任务，把绿色低碳、守水护水
贯穿“五大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通过开展理论
政策宣讲、河道脏污清理、河岸人居环境整治、保
水护水志愿服务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
导市民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形成绿色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当好“守井人”，建设“干干净净、清
清爽爽、和和美美”生态文明河流。

十堰先后组建宣讲队伍210支1300余人，开
展“讲身边守水护水故事”等活动5680场次；组建
市民文明观察团12个，巡查全市17条河流，发现
并整改问题68例；250个社会志愿服务团体参与

“文明河流”建设，带动广大群众开展捡垃圾、清理
水面漂浮物、清洁村庄等守水护水志愿服务活动
2.1万场次，参与志愿者达9.8万人次。

炎炎夏日，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口村不时传
来村民们的说笑声。循声望去，三三两两的村民
正在村中的洗衣房里搓洗衣物。水龙头、搓衣
板、分类垃圾桶等设施一应俱全，洗涤废水接入
污水管网集中处理。“以前群众都在河边涮洗，现
在通过在人口集中区域建设公共洗衣设施，改变
了群众的生活习惯。”浪河口村村干部陈空军说。

在丹江口市的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也在悄
悄地发生改变：六里坪镇孙家湾村高标准建设“污
水零直排村”示范点，制定垃圾分类及转运体系；习
家店镇杏花村创新建设“杏”福小水井和共享洗衣
池，解决沿河洗衣带来的生态污染和安全隐患。为
处理农村生活污水，该市还建成212座无动力和微
动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13个乡镇29个村
建设3座污水处理厂、14座微动力一体化处理设施
和4座小型人工湿地，配套建设管网81.4公里。

文明河流建设，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十堰将“水文明”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独特
内涵，将“文明河流”建设作为改进创新精神文明
建设的关键一招，结合城市人居品质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统筹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水

安全、水文化系统治理，努力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和获得感。

“文明河流”建设启动以来，得到广大市民积
极响应。8月19日傍晚，茅箭区茅塔乡岩屋村

“两委”组织召开“院子会”，一些在外地居住的村
民也赶到现场，共议污水处理站建设管理事宜。

“之前怎么喊都不来，现在是不请自来了。”村民
王锋笑着说，村里结合小流域治理，改善村居环
境，开展河流治理。“这是美化环境的大好事，我
举双手赞成”“需要清理杂物，招呼一声我们就
来。”在当日的会上，村民很快敲定污水处理站选
址、建设等事宜。

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促成了绿色低碳发
展转型。守着“中国好水”，十堰大力发展“水”经
济，做强水产业。

在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流铺村九组，63
岁的村民魏君华穿行于数十个圆形鱼池间，喂
鱼、换水、洗池子。占地60亩的箭流铺生态渔
场，采用生态循环水高效养殖——一边引入优质
无污染的箭流铺河和莲伽河河水，一边通过锥形
池底排污系统，将沉底粪便及残饵抽到沉淀池进

行尾水处理，实现达标排放。目前，郧西县拥有
生态养殖水面3.2万亩、设施养殖水体32万立方
米，种苗繁育能力达12亿尾。

不单是设施渔业，丹江口还利用水库下泄的
低温水做起了“大文章”。

走进武当云谷大数据产业园，一排排服务器
排列整齐，一根根管道错落有致。“丹江口库区深
层低温水常年保持在8℃—12℃。”武当云谷大数
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涛解释，武当云谷开创
性采用丹江口水库下泄的深层冷水作为数据中心
机房降温冷却媒介，冷水通过供水管道自流到园
中，以板式换热器完成与数据中心内部循环水冷
热交换，不耗水、不产污，退水全部复归汉江——
相较于空调制冷，可节约能耗15%—20％，实现
数据中心PUE（电源使用效率）值在1.2以下。

保护的是山水，推动的是发展。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近年来，华润怡宝、燕京啤酒等知名企业
纷纷落户丹江口市；2023年，丹江口市水经济相
关产业产值突破140亿元，税收近10亿元；今年
上半年，十堰市水经济实现产值86.4亿元、税收
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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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守水护水节水志愿服务活动
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丹江口库区水质安全保障中心郧西分中心“数智”护水。

京堰共同倡议建设“文明河流”活动现场。

志愿者在清理水面垃圾。

北京的环保志愿者小朋友，来到丹江口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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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五龙河景区青山如黛绿水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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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十堰市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给湖北十堰丹江口库区环保志愿者的重要
回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提出要统筹推
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一泓清水永续
北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安全，始终心系库区人民，亲
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深入
库区及相关省市考察，强调“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
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叮嘱“守好一泓清
水”。

8月13日，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的重
要时刻，在第二个全国生态日到来、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通水10周年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给丹江口库区环保志愿者回信，一言一句都饱含
深情、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让十堰人民深切感受
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非凡历史担当、深厚人民情怀
和巨大的感召力。这是对该市倾力服务南水北调
工程、十年如一日守水护水、持续保护水源地生态
环境的充分肯定，是对带动更多人自觉守水护水
节水、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殷切期许，也是
对十堰广大干部群众和环保志愿者的莫大鼓舞，
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南水北调事业的关心之切、
对库区保护和发展的期望之重、对水源区人民的

厚爱之深。为库区保护和发展指明了新方向、赋
予了新使命、提出了新要求，在十堰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里程碑意义。

十堰市提出，全市上下要感悟深情大爱，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上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的历史意
义、时代意义、实践意义，不断增强感恩之情、拥戴
之心、奋进之志。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水
北调工程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把库区水质保护
作为天大的事来抓，为国家水网、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提供有力保障。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库
区保护和发展念兹在兹的倾情牵挂，不断提高守
水之能、蓄积转型之势、走好先行之路，做到政治
上高站位、守护上高标准、治理上高质量、机制上
高水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库区人民的深
情厚爱，更加自觉服务国家大局，更加有力服从战
略全局，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积极主动投身守
水护水节水生动实践。

该市表示，要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
信“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
福祉”的要求，坚决扛起“国之大者”使命担当。更
加深刻认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是守好首都
及北方亿万民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
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是十堰最大的政治责
任和光荣使命。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知重负重、知责担责，进一步增强对
标看齐、胸怀大局的政治自觉，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的思想自觉，保持定力、久久为功的行动自觉，
切实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感恩感激之情转化为做
好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千钧责任，当好忠诚“守
井人”。

要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保护好
水源地生态环境，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
要求，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始终保持清
醒头脑，把保水护水摆在全局工作的首要位置，
持续用力、精准发力，确保丹江口水库水质水量
更安全、更稳定、更可持续。深入开展库岸线整
治、城乡污水处理提升、入河排污口整治等“十大
攻坚”行动和新一轮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程，更
大力度抓好全域水质保护、消落区管控、水土流
失治理、危化品运输风险防范等重点工作，加快
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扩面提质，在库区重点区域
开展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五
无乡镇建设”，推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
理，以“小河清”保“大河净”。优化完善“治山、治
水、治气”全覆盖、立体化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做
实做细市县平台，推动环境监测由被动处置型向
主动预警型转变。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
法治污制度机制，用好水上综合执法、城乡污水
排放巡查、生态环境警察队伍，深化“守好一泓清
水”政治监督，一体推进各类环境问题整改，系统
消除风险隐患。

要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弘扬
志愿服务精神，带动更多人自觉守水护水节水”
的要求，推动共同当好“守井人”。趁热打铁、持
续发力，做实京堰环保志愿联盟，加快建设北京
工作站，进一步健全完善活动保障、技术支持、
人才培养、长效活动、宣传推介等工作机制，邀

请更多的北京群众和各界人士来参与保水护
水，激发两地共同保水护水的内生动力。大力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运
用共同缔造理念，构建体系化、系统性守水护水
节水机制，实施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深化
拓展提升行动和“文明河流”创建，常态化组织
志愿者在库区清漂、巡河，带动更多人自觉守水
护水节水，凝聚起全社会保水护水的强大合力，
让首都和北方人民喝上更干净、更甘甜、更放心
的“中国好水”。积极赴京对接，持续深化京堰
对口协作，高质量筹办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
10周年系列活动和水源地绿色农产品博览会，
既要把北京的企业、人才、医疗、科教等优势资
源吸引过来，又要把我们的优质农产品卖到北
京去，更好实现借势借力发展。

要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打造青
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建设绿色
低碳发展示范区。持续打好碧水、蓝天、净土保卫
战，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
全底线，让十堰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
优美。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路
径，全力创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积极探索环境权益交易、
生态补偿等机制，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增收致富
的靠山，加快向“保护就是发展”境界迈进。统筹
用好先行区规划纲要、市县战略规划、各专项规划
编制成果，抢抓“两重”“两新”机遇，坚持以规划谋
划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水网建设、战略
腹地、新质生产力等一批重大项目，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
低碳转型，推动示范区建设见行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