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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共有 25 座水库，其中 2
座中型、3 座小Ⅰ型、20 座小Ⅱ型，
道水河在佘市境内长约18公里……”
10 月 26 日，在临澧县佘市桥镇河
长办，谈起全镇的河湖，河长办副
主任陈吉武如数家珍。

陈吉武个子高大，满脸笑容，
丝毫看不出来他已年近六旬。自
1984年参加工作以来，陈吉武在佘
市桥镇水利站已工作30多年，是一
名水利“老兵”。2016年，担任水利
站长的陈吉武兼任镇河长办副主
任。从此，他将自己与全镇的河湖
治理紧密地绑在了一起：开展安全
培训、落实保洁人员、签订责任书、
日常巡查、问题整改、抢险救灾……
全镇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水库都留

下了他忙碌的身影。
高桥水库位于临澧县与石门

县交界处，是一座中型水库，也是
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但在前年
旱情严重时，水库一淹没区被周边
村民违法筑坝，既影响水库行洪、蓄
洪安全，又污染了饮用水源。由于
跨越两县，高桥水库“清四乱”问题
一直难以彻底解决。作为镇河长办
副主任，陈吉武主动作为、勇挑重
担，一方面，他向上积极争取市、县
河长办的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他
多次与当地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最
终得到周边村民的理解和支持，成
功将水库内违法围堰拆除，使水库
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态环境。

道水河是临澧人的母亲河。

陈吉武常说，守护道水河那是一份
责任，也是他永远不忘的初心。几
年里，他自己坚持到道水河每周一
巡查，看看水的颜色、闻闻水的味
道，变“被动”发现问题为“主动”寻
找问题。仅去年，在他的积极推动
下，道水河沿线 5 个村就新增垃圾
池18个、勾臂垃圾箱10个，发放垃
圾桶 1000 多个。身为县人大代
表，陈吉武还积极履职，建言献策，
一系列加强河湖环境治理的建议
引起了县委、县政府和镇党委、镇政
府的高度重视，有些建议被采纳。

河湖环境重在管护，更需久久
为功。“今后我将多听群众的意见，
及时将群众的意见反映上去，当好
河湖的守护者。”陈吉武说。

做合格的河湖守护者
—— 记临澧县佘市桥镇河长办副主任陈吉武

□本报通讯员 吴芳 易银亮

共 护共 护 碧 水 清 流碧 水 清 流
—— 临澧县深入推进河长制工作纪实

□本报通讯员 胡良安 曾文娴 文/图

10月的临澧，天空湛蓝，惠风和畅。

穿行乡村田野，一条条清澈的河流蜿蜒

流淌，在片片绿色间时隐时现……

临澧，濒临澧水，因水而名，因水而

灵。自河长制工作开展以来，临澧县委、

县政府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

色发展理念，上下协力，忠诚履职，全县

河湖生态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一幅“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画卷正徐徐

展开。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
然要求，也是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治本之策。

呵护水资源，涵养水生态，以河长制为牵引，
实现“河长治”，临澧县多管齐下、多点发力，打
好“组合拳”，力推河长制落地见效。

临澧县委、县政府严格落实河长负责制，书
记、县长挂帅出任总河长，全县 8 条（段）县管河
流、6座县管水库分别明确14名县级领导担任县
级河长，111 名乡镇（街道）班子成员分任 107 条
（段）河流和 151 座水库的乡级河长，151 名村
（社）党支部书记分别担任107条（段）河流和151
座水库的村级河长。全县建立完善成员单位分
工协作机制，县里将河长制工作纳入县委、县政
府绩效评估和县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两大考
核评价体系，制订了以水质改善、水域岸线管理、
河库生态环境保护等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河长制
考核评价方案，年度任务层层分解到 22 个县直
成员单位、12个乡镇（街道）及每条河流、每座水
库，将责任压实到每位河长。

协力同心，河湖长治。随着河长制工作的深
入推行，一项项措施的深入实施，河长制已在安
福大地生根发芽，也正在为临澧的生态环境保驾
护航。

统计显示：今年1—9月，16名县级河长共完
成巡河 144 次，召开现场调度会 42 次，发现各类
涉河涉水问题100多起，签发巡河问题整改交办
单 62 份；111 名乡级河长和 151 名村级河长共开
展巡河 8430 次，发现和解决了大量涉河涉水问
题；15项年度重点任务落实进展顺利，整体形象
进度已达90％以上。

水环境，事关百姓福祉，亦关系到临
澧发展。

水变清、岸变绿是全县人民的热切期
盼，也是临澧县委、县政府坚定的决心。

为此，临澧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健
全保障机制，护航河长制工作。

全面落实“一办两员”。全县12个乡
镇（街道）均成立了河长办，河长办主任由
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乡镇长（办事处副
主任）兼任。每个乡级河长均安排专门办
公场所，配齐了办公器材，落实了必要的
办公经费，配置了专职工作人员。为了适
应河库日常管护保洁需要，临澧县整合全
县农村美丽乡村建设资源，落实河库保洁
员302人，明晰职责范围，明确保洁内容，
签定保洁合同，将河库日常巡查保洁落到
实处。

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为河长制
项目建设筹集必要资金。今年来，全县争
取到位资金 12.9 亿元，其中国家投入 1.9
亿元，社会资金10亿元，争取到位政府专
项债券资金1亿元。其中，以柳林公园、金
宝滩湿地公园、道水风光带建设及县城防
洪工程建设为主要内容的道水县城段示
范河建设，极大地改善了道水的卫生面貌
和域内居民的生活环境；正在加快实施的
澧北片城乡安全饮水一体化工程，将综合
提升供水保证率、水质达标率和群众满意
率，切实让澧北10万多群众喝上放心水、
安全水。

“我在道水河边住了 70 多年，现在越来越舒心
了。如今的道水两岸环境优美、景色怡人，已成为
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能有这样的效果，河长们
功不可没。”10 月 26 日，正沿着道水河散步的临澧
县安福街道河街社区居民章大江如是说。居民的
由衷称赞，得益于临澧在河长制工作中的系统治理
和持续发力。

坚持水岸同治。临澧县在抓好河湖水域保洁
的同时，全面推进岸线治理、水源地整治、农村厕所
革命、污水处理厂建设、农村面源污染治理、黑臭水
体治理等综合整治工作。今年来，沙溪河、吴家场
河等一批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已全面开工；年度水源
地清理整治任务已基本完成；14800 座农村厕所改
造已全部完成；7 座污水处理厂建设已有 6 座建成；
全县落实测土配方施肥 143 万亩，病虫害统防统治
40.1万亩；新建农业废弃物收集池803座。

强化监督管理。全县编制河道砂石开采方案，
对澧水河道采砂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化整治，并编制
取水口核查、河库划界、岸线利用规划等，加强河库
规范化管理。

开展专项整治。全县完成 16 处河湖“四乱”问
题整改销号，拆除建筑物 8 处 32 间、水库筑坝围堤 7
处；全面开展河库“清四乱”“洞庭清波”专项行动、
长江禁捕等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落实“洞庭
清波专项行动”涉及该县的排污口治理、网箱违规
养殖、砂石资源盗采3项整治任务，受到省检查督查
组的充分肯定；全力推进禁捕退捕工作，组织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 66 次，查处非法捕捞案件 14 件，收缴
电鱼设备 6 台（套）、禁用网具 529 张（顶），回收拆解

“三无”船舶163艘。

阳光下，临澧县四新岗镇牯牛桥社区的鸟儿垱，流水
潺潺，绿树倒影，如同一幅绵延的水墨画，让人流连忘返。

鸟儿垱两边原来全是垃圾，一到夏天臭气熏天。为
了改善生态环境，镇村两级对河道进行了彻底清淤和生
态护砌，河道两旁栽种了观光垂柳，进行了草皮绿化，现
已成为一条长达1.5公里的沿河风光带。

鸟儿垱只是临澧县推行河长制建设，精心打造河长
制“样板河”的一个缩影。在河长制建设过程中，该县强
化示范建设，撬动县域水生态治理常态、长治。

临澧县以道水“两园一带”建设、河道保洁为重点，引
领全县13条样板河建设有序推进，道水县城段、澧阳平原
总干渠新安城区段、四新岗镇鸟儿垱等一批样板河建设
成效明显，受到了省、市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道水县城
段在完成“两园一带”项目建设的基础上，还将保洁工作
任务分解到道水沿线5个乡镇（街道）和有关县直单位，今
年共清除水葫芦等垃圾3500多吨，河道水环境明显好转。

河湖清流长，碧水润安福。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征程中，临澧干群将以更
加饱满的工作热情，知难奋进的执着精神，凝心聚力谋推
进，同心协力抓落实，在推进河长制工作中争取新突破，
续写新篇章!

由水利部、全国总工会、全国
妇联联合开展的“寻找最美河湖
卫士”活动近日揭晓，临澧县安
福街道民间河长黄成波获评“民
间河湖卫士”荣誉称号。消息传
开，人们纷纷为他点赞。

黄成波，今年 76 岁，是一名有
着 53 年党龄的“老革命”。他 1963
年应征入伍，参加过抗美援越。
1970 年退役复员后，他因工作勤
奋出色、吃苦耐劳，曾被评为“常
德市劳动模范”。

退休后的黄成波对道水河牵
挂有加。他说，在傍晚散步时，每
每看到道水河上漂浮的白色垃
圾、河道两旁丛生的杂草以及乱
堆的各类垃圾，都会感到忧伤。

于是，他向所在社区、街道河长办
报名，申请当一名“民间河长”。
黄成波的举动让人感动，他的要
求很快得到批准。

每天清早出门，他都会带上
巡河记录本，用手机详细记录并
将情况及时反馈给上级河长。“看
水上也看水下，看水上有没有漂
浮物，水下有没有杂草堵塞河道，
再看看河两岸有没有垃圾、违法
建筑等‘四乱’问题。”黄成波说。

几年里，他不顾年迈体弱，坚
持每天捡拾路上散落的果皮纸
屑、塑料袋，拔掉河边的杂草，保
持河道的干净整洁。遇到连续暴
雨天气，他密切关注河水水位，坚
持在河堤上打着雨伞值班守护，

及时向街道河长办报告水情变
化。听说有人在河里进行电捕
鱼，他会半夜起床，打着手电筒，
上前进行劝阻。针对河道两岸村
民乱丢垃圾的现象，他不厌其烦
地向村民宣讲政策，耐心做思想
工作。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河
道两边乱扔垃圾的村民少了，植
树护绿的多了。热心的黄成波还
将自己平时走访收集的社情民意
向安福街道人大工委反映，提出
自己的建议。

“与那些见义勇为的好人相
比，我做的都是平常小事，微不足
道。今后我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习惯了！”面对人们的称赞，黄成
波总是谦虚地说。

古稀“民间河长”的护水情
—— 全国“民间河湖卫士”黄成波小记

□本报通讯员 王亚 王昆 杨军

聚焦短板
加大投入强保障

持续发力
综合施策强整治

典型带动
示范建设强引领

志愿者捡拾垃圾志愿者捡拾垃圾，，美化河道环境美化河道环境。。

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河长办人员搭乘巡逻艇进河长办人员搭乘巡逻艇进
行全方位巡河行全方位巡河。。

“花园式”污水处理厂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