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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地方特色的治水兴水路径

施伟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扬州考察时指

出，扬州是个好地方，依水而建、缘水而兴、因水而美，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

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扬州市邗江区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三角洲腹地，南临长江，北接邵

伯湖，中贯京杭大运河，因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而得名。近年来，邗江区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

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科学谋划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探索出一条治水兴水的有效

路径。

做好“水安全”

水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邗江区坚持把水利工程纳入每年民生 1 号文件和城建重点项

目，区级财政投入始终保持全市领先，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绩效评估连续六年获得省级优秀等级。

守护河湖安澜。根据邗江水系特点，突出超前研判、高点定位，高标准完成全区水系、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防洪除涝

等专项规划。持续推进长江、大运河、邵伯湖“防洪屏障线”建设。近三年区财政投入超 10 亿元，目前一揽子水利工程相继竣

工，并发挥效益。同时，深入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压实主体责任，补足灾害预警监测、基础设施

短板，全面构建安全、精准、有效的区域防洪抗旱体系。

保障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粮食稳产高产，灌区的建设极为重要。邗江区科学建设和配套改造一

批灌排泵站、渡槽、排水沟等工程，提升农田灌溉用水效率，实现旱能灌、涝能排，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水利支撑。

建设智慧水利。紧抓国家水利“数字孪生”契机，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要求，结合在手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提前布局完善信息化设施，做到重要河道沿线、重点涵闸等关键节点视频监控全覆盖。立足流域全要素和治

理管理全过程，整合利用公安指挥中心、镇街综合指挥调度中心资源，建设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智慧水利体系，

全面提升河湖监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做大“水经济”

邗江区立足禀赋、以水为媒，打通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转化通道，全力将“自然活水”转化为“发展活水”。明月湖周

边成为全市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区域之一，国家级北湖湿地公园成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典范，沿湖村、长塘村获评“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

做好“水+产业”文章，打造“点”的精品示范。全省水利建筑设计行业领军企业主要集中在扬州地区，邗江区更是集聚了

一批水利设计研究大院大所。这些院所既为我区经济发展贡献了一定份额的产值和税源，也为城市发展集聚了大量高端人才。

邗江区将积极抢抓国家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及一批骨干河道治理机遇，在辖区内探索规划建设水利建筑产业园，充分发挥龙

头集聚优势和示范带动效应，加快水利企业总部集聚，落地一批财政税收、人才专利、科技贡献度高的优质水利建筑项目，吸

引一批水利配套企业入驻和就业创业人才集聚，打造集咨询服务、工程设计、地质勘测、项目施工、全过程管理为一体的水利

建筑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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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水+文旅”体系，促进“线”的联动发展。抢抓大运河文化带和长江、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机遇，充分挖掘

大运河沿线古镇、古街、古沟、古渡、古诗等资源，推动文旅资源联动发展。瓜洲古镇建设中注重以水为魂，以优质生态资源

展现美丽河湖“瓜洲形象”，助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瓜洲核心展示园建设。北湖湿地公园突出以水为媒，科学布点水利科普、

文化创意、科技孵化、健康养老等产业，加快创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同步推动沿湖村、长塘村、裔家村等特色村落串点成线、

连线成片，打造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示范带。城区明月湖、大王庙等临水商圈和滨水街区坚持依水而兴，以水系和水景串联餐

饮零售、亲子娱乐、商务办公、酒店宾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全业态滨水商业生态圈。

聚力“水+农产品”打造，促进“面”的全域发展。区内北山地区丰沛的水资源不仅塑造了独特的乡村魅力，更为农产品标

准化、特色化发展注入了绿色生产力。突出品牌引领，坚持“一村一品一特色”发展思路，大力开发“北湖五味”品牌。依托

省级渔业产业园，大力发展特种水产养殖，全面提升产品附加值，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重要支撑。

做美“水生态”

良好的水生态、水环境是城市“呼吸机”和风景线，更是最好的民生产品。持续推进全域生态美丽河湖建设，全区城乡河

塘河道长效管护连续六年获省第一等次。

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创新推行“五位一体”综合管护，实行“镇街—村社区—第三方”三级管护机制，逐步将全区河流、

湖泊及所有小微水体纳入河湖长制管理与保护。动态修编制定“一河一档”“一湖一策”整治提升方案，及时更新公示牌信息，

创新实行“河长办+多部门”“河长+大数据”等多种管理模式，注重扩大河湖管治社会圈、朋友圈，探索建立人大河长、企业

河长等护河志愿队伍，形成齐抓共管治水新格局。

全面加强水污染防治。“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持续巩固河湖“四乱”专项治理成果，紧扣“截、治、清、修”四

个环节，强化多部门协作，实施截污纳管、河道清淤、工业废水整治、农业农村面源治理、排放口整治、小微水体整治“六大

工程”，加快完成上桥冲、中心冲工程建设，确保问题水体不返黑、不返臭。

不断改善水环境质量。以不打破原有自然肌理、河流水系、地势高差为原则，全面畅通城乡水系网络，解决“断头河”“肠

梗阻”问题。加快实施大杨冲活水工程建设，全力做好冻青桥断面、槐泗河干河、尚桥冲、老人沟等重要水体活水调度，恢复

水体生态基流，确保水环境稳定达标。

做实“水管理”

紧扣问题不足，坚持改革创新，加快构建水务创新高效管理体系。

打好问题整改攻坚战。在全区树立成绩不能只靠工程投入、考核指标来标榜，更应关注群众口碑的理念，对有关水问题必

须全面掌握、及时跟踪、解决到位。探索建立由水利、生态、住建等部门牵头，各镇街园区共同参与的长效反馈督查机制，真

正实现“有事必查、有污必究、有错必惩”。

打好幸福河湖持久战。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是省对市、市对区高质量发展考核重要内容。既要高标准推进 2025 年和 2035 年

全省幸福河湖目标建设，更要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将“人和”作为幸福河湖建设攻坚目标。尊重各地特色、展现个性亮点，

加强各版块“幸福河湖”示范段和河长制公园打造，确保既迥然不同、各有千秋，又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打好节水用水保卫战。以实施工业节水为抓手，全力推动环保产业园等园区创建省级以上节水型园区，打造一批高质量、

高标准的节水载体。聚焦高质量考核，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确保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等指标不失分、得高分。多渠道

举办节水宣传活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营造人人参与、全面节水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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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副书记、邗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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