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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谢劼

鱼台，位于山东省南部，毗邻微山湖西岸，境内17条河
流蜿蜒纵横，水网密布。从空中俯瞰，一条条河流宛若玉
带，穿越南北，横贯西东，将处处美丽的村庄和片片丰收的
田野串联，河畅、水清、堤固、路通、岸绿、景美，一幅幅和美
景象映入眼帘……

作为南四湖流域生态保护工作的前沿阵地，近年来，鱼
台县立足南四湖精心做活“水文章”，以“构建生态水网 打
造水美鱼台”为目标，大力实施全域水系生态综合治理项
目，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治理，走出一
条“以水兴业、以水惠民”的融合发展之路，绘就了“水安澜、
路相连、民安然”的治水新画卷。

流淌千年的“棠邑之水”

鱼台是千年古县，历史悠久，与“水”的渊源甚厚。早在
春秋时期，鲁隐公就得知棠邑（今鱼台）水美鱼丰，亲临此处
筑台观鱼，“鱼台”之名便据此而来。

“棠邑之水”虽有观鱼之柔情，却也时常展露出它凶恶
的一面。由于鱼台地势低洼，又处在鲁、苏、豫、皖4省20
余县之下游，每逢雨季这片洼地变成了汪洋泽国，故此水患
频频。水患所到之处往往颗粒无收，伴随春旱、虫灾，形成
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困境，百姓生活困苦
不堪。

直到1964年11月鱼台县恢复建制，新任县委脚踏着
泥泞，将目光聚焦在“水”上，决心大面积修建水利设施，改
行冬麦夏稻轮作，以达到变“水患”为“水利”的目的。经过
充分的实地调研和论证，在此后的150多天里，全县上下同
心同德，克服人力、资金短缺等困难，共建成46座排灌站，
挖成干渠、支渠7296条，总长2753公里，搬运土石方1500
万立方米，投入劳动力280万余人次。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效果显著，1966年，全县粮食亩产
由1963年的69斤，大幅提高到357斤，一举改变了春旱秋
淹的局面，鱼台也由历史上的涝洼地、老灾区，变成了丰产
的余粮县。

近一个甲子风云变幻，鱼台人民对“治水”的追求
一直未变。2020年，南四湖作为南水北调的重要水源
地，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工作被提升到空前重要的高
度。而鱼台境内的17条河流中，有复新河、西支河、惠
河等7条主要河道直接汇入南四湖，是南四湖流域的重
要县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坚定不移贯彻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2020 年 12月，鱼台县
委、县政府决定把打好水系生态治理“攻坚战”作为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和重点工作，以最大决心、最硬
举措抓好全域水系生态治理，力争通过3年的时间，构

建“水系连通、城水相依”的城乡生态水系框架，打造
水美鱼台。

做好水文章，答好生态卷。鱼台县成立全域水系
生态治理工作专班，下设 7 个重点工作专班推进落
实。聘请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上海艾绿集团，参与全县水系生态治
理河道、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堤岸绿化等规划设计工
作，先后制定了《鱼台县全域水系综合治理规划纲要》
《鱼台县农业面源综合治理工程技术方案》等综合规
划设计和若干专项规划、工程技术方案，为全域水系
生态综合治理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社会、经济、生态多效合一

实施全域水系生态治理以来，鱼台县对7条入湖河
流全面实施河道清淤、堤岸加固、堤顶路修建、防洪标准
提升、发展堤岸经济林、新建驿站等治理举措。

“拿惠河北段治理项目来说，工程双侧全长24.2公
里，治理后的堤顶路由原先的3到4米，拓宽到10米，
堤岸平均海拔由36.72米提升到39.29米，防洪标准由
原来的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极大地提高了防
洪排涝能力。”山东鱼水水务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继
萌表示。

全域水系生态治理，既要锚定治理目标，也要兼顾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拿社会效益来说，通过实
施水系治理，补齐了水旱灾害防御短板，特别是2022年
汛期，6月26日和7月14日的两次150毫米左右集中降
雨，鱼台境内均未形成内涝，实现了“村庄不进水、农田不
受淹、作物不受灾”的目标。

经济效益明显。一方面，通过水系治理，位于城区的
西支河收储土地2600多亩，未来开发价值超50亿元，通
过以堤代路，节约土地超7000余亩，节约的土地指标可
用于保障新上工业项目用地，为全县工业发展注入了活
力。另一方面，整理后的数千亩河滩土地全部交由县属
国企对外发包，用于种植莲藕、养殖龙虾，每年产生的经
济效益十分可观。

生态效益突出。通过全域水系生态综合治理，大力
实施渠系整治、道路硬化等，形成了田成方、路成网、林成
行、渠相连的农田生态系统，鱼台境内水环境监测指标改
善明显，保证了“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在治理堤岸上，我们共栽植水杉、中山杉、红枫等绿
化树种70723株，打造了具有特色的杉树基地，将灌木草
本等合理配置，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有景、色彩缤纷的
生态景观。河道绿化整体景观与周边广阔水稻小麦农田
相互辉映，景色宜人。”山东鱼水水务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继萌介绍说。2022年惠河、南四湖（鱼台段）获评省
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

堤顶路建成了幸福路、振兴路

在鱼台县唐马镇朱庄村西支河河堤下，座座大棚拔地
而起，棚内颗颗红彤彤的西红柿压弯了枝条，等待村民采
收。“今年西红柿不仅挂果率高，而且汁水足，按亩产6500
公斤保守估计，一亩收成万把块不成问题。”村民姚树军边
说边摘下一颗，拿手用力一掰，汁水立刻迸溅而出，露出里
面的沙瓤。

鱼台县唐马镇有着数十年的西红柿种植历史，所产西
红柿以皮薄、沙瓤、酸甜多汁广受市场欢迎。近年来，不少
外出打工的中青年人纷纷返乡创业，大力发展大棚西红
柿，姚树军就是其中之一。“我一共建了7个大棚，共13
亩。当初大棚选址考察了很久，之所以定在这里，其中有
一个重要的原因。”姚树军转身指了指身后崭新的堤顶路，

“这条路北上直达县城，西去能到高速路口，南下直接徐
州。装卸西红柿的车从堤顶下来，直接开到大棚门口，节
省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根本不用担心卖不出去的问题，
没有比这里再有优势的了。”

路通民富起新景。鱼台县坚持乡村振兴、生态水系、
农村路网一体推进，将“四好农村路”建设与全域水系治理
统筹谋划，计划以堤代路，新建“四好农村路”230多公里，
已建设141.6公里，新增沿河公交线路5条，新设沿河公交
站点46个，实现了全县234个行政村公交运行全覆盖，

“便捷、高效、安全、舒适”的一体化路网，让沿河村庄交通
闭塞、环境差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转变。

拿原来距县城最远、交通最不方便的清河镇张集村来
说，到县城的时间由原来的45分钟缩短至25分钟左右，
这也意味着全县所有自然村均纳入了县城半小时经济圈，
大大方便了群众出行，也让产品拉得进、运得出，极大地促
进了乡村振兴。

头盔、墨镜、耳机，车轮飞转，鸟鸣阵阵，姜秀哲和队友
们穿戴整齐骑上赛车，沿着惠河一路向西。“河清了岸美了，
闻着花香，在这里骑行太舒服了。”堤顶路将惠河湿地——
鱼稼里——旧城海子景区串联，一路上观景锻炼两不误，堤
顶路修缮短短一年，姜秀哲的“骑友圈”人数扩大到原来的2
倍，发展到300多人。路域内设置有生活驿站、配套超市、
饭店、公厕、充电桩、停车场等，满足广大群众的出行和休闲
需要，实现了生态、农村交通、群众满意“三赢”。

“六水”同治既治标也治本

走进鱼台县王鲁镇张庙村，两处新建的生态小公园映
入眼帘，三三两两的村民漫步其间，临水赏花观景，格外惬
意。“自从坑塘治理后，我们天天都会到这散步，这里环境
优美、空气新鲜，不仅能放松心情，还能锻炼身体。”村民刘

稳一边向池塘中的鱼投喂一边说。
但就在去年，这里还是另一番画面。“以前这是个废旧

坑塘，长期不用已经淤堵，长满了杂草不说，还堆放了不少
垃圾。”村民王爱景形容当时的情况差点捏起鼻子，“夏天
都不愿意走这里，臭烘烘的。”

自2022年3月开始，鱼台县以清水塘（黑臭水体）治理
工作作为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抓手，打
出截污控源、底泥清淤、水体置换连通等一系列治理“组合
拳”，全面提升乡村水环境质量，推动全域水系生态综合治
理项目向乡村死角延伸，让臭烘烘的坑塘华丽转身。

清水塘（黑臭水体）治理工作需要标本兼治，既要关注
核心“治”，也要紧抓关键“理”。为了保持水体治理质量，
鱼台县采用生态思路，在置换后的水体中栽植各种各样的
浮水植物、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并安装曝气和浮岛，使水
质长效保持；将清水塘（黑臭水体）治理与周边环境通盘考
虑，通过增设健身步道，安装路灯和监控，新种绿植和纳入
环卫管理等系列措施，让治理后的坑塘有机融入周边环
境，使单一的水塘升级为“生态小公园”，为村民增添了茶
余饭后休憩、玩乐的新去处；鱼台县还将“河长制”延伸到
坑塘，设立“坑长”，明确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截至目
前，全县已完成106个村庄的319处坑塘的全面治理。

清水塘治理是鱼台县大力实施城乡污水综合治理的
一个缩影。鱼台县坚持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稻田回
水、渠水、河水、湖水，“六水”同治、标本兼治。加快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和改厕污水排入管网建设，实现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污水收集和处理率达到90%以上；
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开展镇驻地“一镇一厂”污水处理
工程及管网建设；完善中心城区和园区管网，深入推进工
业污染防治，实现工业区污水全部收集治理、达标排放。

与此同时，鱼台县扎实推进农田退水治理工作。将农
田退水实施外封闭，通过生态沟渠、池塘将农田退水净化
后，利用排灌站、二级提水泵站抽取进行灌溉，实现农田用
水“田—沟—渠”内循环化利用，科学治理农田退水污染。
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使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
体化、有机肥替代工程等节水节肥技术的普及应用，大力
推行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

“为了根治农田退水污染，我们在全县全面实施秸秆打
捆离田，县财政列支资金，给予每亩20元财政补贴。目前，
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6%以上。同时鼓励农户购买打
捆机等农机，增加水稻秸秆离田的综合利用率。”鱼台乡村
振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姚念举说。2021年，鱼台县被评
为全省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绩效评价优秀县，2022年，被
农业农村部列为秸秆利用重点县，当年8月，生态环境部到
鱼台现场观摩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试点工作。

欣赏着两岸的美景，静听河水流淌，看着蜿蜒的岸线
向远方延伸，与村庄、树木相融……山东鱼台宛如一幅“水
城相融、人水相依”水墨画，处处呈现出城水相依、河湖一
体、碧水灵动的滨湖水城新风貌。

打捆离田打捆离田 水清天蓝水清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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