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蜀镇近年积极推进“企业河长”，发
挥企业河长和行政负责人双重配置优势
作用。从被动监管到主动参与，企业的身
份变了，护河成为企业共识和行动自觉，
实现企业生产效益、职工生活环境、地方
生态保护的共建共享共赢。

宝华镇毗邻南京，以便民河和七乡河
为界河，突破行政壁垒，深入南京市域开
展河长制宣传学习。今年 10 月，宝华镇
水利农机服务站副站长陈仇望为南京市
长江小学的学生上了一堂河湖长制宣讲
课。“河湖长制进课堂，我们希望从娃娃抓
起，小手拉大手，培养孩子们保护河湖环
境的意识，具有长远意义。”陈仇望向记
者说道。

华阳街道积极探索“食藻虫”引导水
体生态修复新模式，以“一虫、一草、一系
统”为核心，构建共生系统，打通生态链，
恢复水体自净能力，实现水质、景观“双提
升”；后白、白兔镇系统开展小微水体治
理，疏通乡镇“毛细血管”，坚持大小共治，
水岸同治，注重运用植物、生物等生态治
理技术，着力提升小微水体自净能力。

句容市水利局积极创新河湖长制工
作体制、机制，创新河长制平台，建立三级
河长巡河制度，自主开发集全市河湖、视
频监控、巡查统计、河长绩效于一体的“河
长通 APP”。“巡河并不是简单地走走看
看，河道有没有漂浮物，有没有非法排污
口，水质是否变差……这些都与我市生态
环境息息相关。”河湖长制工作科科长樊
丽琴认真说道：“特别是在巡河APP的支
持下，巡河工作变得更加高效了。”

今年句容整治“两违三乱”持续亮剑，
整治过程中依法依规，源头防范，成效显

著，保护了河湖空间完整，维护了河湖健
康生命，实现了河湖功能永续利用。2019
年共完成79个“两违”，2个“三乱”，结存2
个“两违”整治任务已于今年 6月底通过
验收。2020年排查出 17个“两违”、10个

“三乱”问题，目前已提前完成本年度所有
整治任务。

2010年以前句容市河道基本处于失
管状态，2011年后河道管护分摊给乡镇，
并以奖代补给予补贴，但这种方法弊端很
快显现，各地力度不一，技术与机械跟不
上，偏僻的河段出现失管，远远不能达到
整治要求。2018年该市引入市场机制，购
买社会化服务，专业人做专业事，目的是
把河道管护好。至今，已投入数千人力，
资金 800 万元，累计河道管护长度约 720
公里，实现了河道水质和颜值的“双提
升”。

紧扣民生福祉，开展雨污分流改造、
黑臭水体整治、补水活水等工作成效也很
显著。句容首创河道“排口长制”，在主城
区9条河道168个河道排口以及排污口设
立“排口长”，盯住了排口，锁定了污染源，
实现不让一滴污水入河的目标，有效防止
黑臭水体整治后水质反复的现象。该市
的民生工程——葛仙湖片区景观提升工
程正高质量推进中，水体整治也成新亮
点，围绕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利用生态湿
地自然渗透蓄水功能，实现葛仙湖水体的
自然循环，真正做到了“为有源头活水
来”。

经过长期以来的河湖环境治理，句容
市日渐河水清澈，未来将继续围绕建设

“一福地四名城”的美好蓝图，积极践行
“两山”理论，为打造最佳人居环境的宜居
宜游名城和最美生态环境的养生养老名
城添砖加瓦。

初冬的句容河
畔，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乡间碧水长
流、鱼翔浅底。每
每走到河边，人们
总会情不自禁地放
慢脚步，静下心来，
享受这一方河水带
来的诗画江南的青
葱蓊郁、烟雨空蒙。

“以前路过句
容河都要捂着鼻
子，现在水清了，岸
绿了，周围的空气
也变好了，可以经
常带着我孙子来这
里逛一逛。”一位推
着婴儿车出来散步
的奶奶感慨道。一
直以来，句容市积
极探索河湖整治新
思路，改变过去“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做法，统筹推进
水环境全流域治
理、引入社会资本
和先进施工理念，
让专业人做专业
事。如今治水成效
显著，过去荒芜的
垃圾场变成了公
园，没人愿意靠近
的臭水沟“逆袭”成
了“打卡地”，城市
的痛点变成了亮
点。

探索治水护水新思路，
打好“组合拳”

聚焦综合治理强监管，
当好“排头兵”

把握幸福河湖总脉搏，
绘就“新画卷”

向居民宣传河湖长制

河道管护

美丽句容河

华阳街道构建共生系统华阳街道构建共生系统

打捞清理句容河

改造后的葛仙湖公园

日常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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