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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0月，第 14号强台风导致木兰溪洪水泛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视

察灾情后，提出“是考虑彻底根治木兰溪水患的时候了”，并强调“要变害为利、造福人民”。从 1999年

12月开始，经过 20年的持续治理，木兰溪早已变害为利，成为造福莆田人民的“最美家乡河”。2019年

4 月下旬，本刊记者参加了全国党刊全媒体增强“四力”教育实践福建莆田行主题采访活动，来到了美丽

的木兰溪畔，亲身感受了木兰溪的怡人气息及全流域综合治理决策者和参与者们“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的伟大情怀。

变害为利，生态环境更美丽

木兰溪发源于福建戴云山脉，总长 105公里，流经莆田的 18个乡镇，流域面积达到了 1732平方公里。

自古以来，木兰溪就极易发生水患，十年一大灾，年年有小灾，曾经是福建省唯一流经省辖城市单独入海

未设防的河流。经过 20年的持续治理，如今的木兰溪早已成为造福莆田人民的“最美家乡河”。溪水滋养

着莆田人民，也孕育了独特而灿烂的文化。

距木兰溪入海口 26公里处，有一座 200多米长的古堰，犹如巨大的石头钢琴横卧溪中，流水弹奏着美

妙的乐章。这就是被列入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木兰陂。木兰陂筑于北宋年间，它的修建使周边成

为一片良田，但水患并没有彻底消除。“溪宽流缓潮尾”的木兰陂可以阻挡海水倒灌，却阻止不了洪水的

肆虐。在木兰溪流域综合治理前，下游河段洪水频发，几乎年年遭灾，百姓是“提心吊胆过百天”，苦不

堪言。经过这 20年的综合整治，木兰溪流域水灾频发的情况实现了根本扭转，形成了完整的水生态系统。

生态绿心位于莆田发展核心区，木兰溪从中穿流而过。2000亩成片的荔枝林、近万株的荔枝树长在其

中，被誉为“城市的绿肺”。它们和众多的特色民居、历史传统村落，构成了“荔林水乡”的特色景观，

形成了集历史民俗文化、生态水利文化、农耕文化为一体的“生态田园综合体”和“生态人文客厅”。

玉湖新城地处木兰溪下游的低洼地段，素有“十年九涝”之说。随着木兰溪“裁弯取直”整治工程的

顺利完成，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工程采取改道不改水的方式，原始河道得以保留并开挖成人工湖，湖

心水域面积 816亩（利用旧河道扩展约 400亩），不仅有效提升了城区水域面积和蓄洪能力，而且丰富了

城市的生态内涵。仙游县境内的木兰溪干流流域面积达 1072平方公里，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62%。

仙游县在木兰溪治理过程中，按照建设宜居宜业宜商莆田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要求，精心打造融

防洪安全、景观休闲和生态治理于一体的防洪生态景观工程。该工程在统筹实施截污蓄水、绿化美化、景

观步游、文化展示及夜景工程等美化市政配套功能的同时，注重文化传承，将水文化和地域文化交织融会，

注入仙游特色文化元素，逐步建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木兰溪滨水生态景观带。

当前，木兰溪正按照“防洪保安、生态治理、文化景观”三位一体治河模式统筹推进水环境水生态的

保护，一幅百里风光图卷正徐徐展开。漫步于木兰溪旁，油然而生的是“溪风何习习”的舒适与畅快。



系统谋划，科学治理更有效

治理木兰溪一直是莆田人民的夙愿。自 1957年水利部开始规划整体治理木兰溪，前后 40多年里，进

行过五次规划，两次可行性研究，二度上马，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 1999年 12月，木兰溪下游防

洪工程建设拉开序幕。

这种大型防洪工程必须系统谋划，只有在前期充分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才能实施。当时，为了破

解“豆腐上筑堤”和软土抗冲刷等世界级难题，福建省水利部门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进行研究。时任南

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窦国仁经过大量试验，终于在实验室成功构筑物理模型，攻克了

这一技术难题。

科学治理方案确定后，木兰溪全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得以顺利实施。从 1999年开始至 2012年，木兰溪

实现了下游防洪工程堤线闭合，防洪标准达 50年一遇；从 2012年开始，木兰溪实施全线 105公里堤防达

标建设；从 2015年开始，木兰溪实施全流域生态治理。近年来，围绕木兰溪治理，莆田深入推进全国水生

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建设。全市污水处理率已达 9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下游 399 条内河与木兰溪互联

互通，形成面积超过 60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历届莆田市委市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深化木兰溪治理，开启了从水上到陆上，从下游到上游，

从干流到支流的全流域、系统性治理征程。木兰溪的治理经验，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的智慧和科学治理的

方法，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

造福人民，综合效益更显著

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经过 20年的综合治理，木兰溪流域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生产生活秩序井然，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产业资源不断集聚，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综合效益日益凸显。

产业经济兴旺。木兰溪治理后，425 平方公里的下游南北洋平原地区，农业灌溉全年有保障，促进了

粮食产量的提高。目前莆田粮食产量每年稳定在 70万吨以上，亩均耕地效益从 2000元升至 7000元。同

时，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涌现出一批现代农业企业。在工业方面，位于木兰溪上游的“仙作”古典工

艺家具传统产业发展迅猛；位于木兰溪下游的荔城工艺美术和鞋服产业蒸蒸日上，城厢华林经济开发区产

业集聚，涵江的莆田高新区势头正劲。



平台集聚力强。当地政府与企业、银行联合，在木材产业、工艺美术、鞋服等特色行业创建了一批具

有莆田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平台。上塘珠宝城积极实施“互联网+银饰珠宝”发展战略带动珠宝产业转型

升级，成立“找银网”平台精准定位国内银饰批发资源，带动上塘珠宝企业实现集体转型升级。截至 2018

年底，“找银网”平台交易额已达 24亿元，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银饰珠宝 B2B电商平台。仙游大力扶持

以“仙作”红木产业为主的工艺美术产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园区平台和产业平台。集聚各类古典工艺家

具企业 3300多家，手工艺品企业 1.6万多家，从业人员 15万人，开发 200多种产品，年产值达 300多亿

元。

绿色发展增效。为保护生态、提高发展质量，莆田市着力在结构调轻、产业选轻、低碳助轻上下功夫，

明确绿色发展导向，推动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重点打造电子信息、鞋业、食品加工、工

艺美术、化工新材料、建筑 6个千亿元产业和高端装备、医疗健康、海洋、能源 4个 500亿元产业，华佳

彩高新技术面板、华峰新材料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相继落地建设、竣工投产。同时，发展旅游、生态农业

等成为莆田“生态产业化”的主动选择。从木兰溪治理中获益良多的九鲤湖景区，2018年游客接待量、旅

游收入比 2010年增长4倍。得益于木兰溪淡水资源跨海传输补给的湄洲岛，已成为世界妈祖文化传播中心。

每年来此旅游的台胞超过 30万人次，在此举办的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妈祖文化旅游节、妈祖文化活动周等，

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