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报发行业务电话：029-82267236 邮编：710054 陕西日报印刷厂承印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陕西省分公司 全年订价：238元 本报部分图片源于网络，请作者与本报联系

责编 辜希静
校对 吴哲
美编 郭英

08

2024年12月18日
星期三

乡村
振兴

专刊

一滴水，究竟有哪些价值，能
变幻出怎样的业态，又将如何助
力山区县绿色转型发展？以水为
媒 ，借 水 行 舟 ，探 索“ 兴 水 促 兴
业”，是白河的答案。

冬日的秦巴腹地，青山叠翠，

碧水潺潺。12 月 2 日，阳光洒在
汉 江 白 河 县 下 卡 子 段 清 澈 的 水
面上，泛起层层波光。沿河畔而
行 ，绿 色 生 态 环 保 元 素 随 处 可
见，一汪汪清水串起乡村、田园，
在 起 伏 的 青 山 间 留 下 蜿 蜒 景

象。山坡上，木瓜、茶叶、核桃等
特色林果集中连片；沟谷边，水
产 养 殖 、“ 一 瓶 水 ”经 济 风 生 水
起 …… 在 白 河 ，一 个“ 以 水 兴 业
富民增红利”的共富版图正呼之
欲出。

碧水安

驾一条船，沿河清理杂物、打
捞垃圾，是白河县城关镇公路村
党支部书记、村级河长熊坤清日
常生活中的常态。

出生在汉江岸边的熊坤清，
从记事起就与这片水相伴。在他
的脑海里，每一段回忆都与水有
关。作为村级河长，熊坤清肩负
着 2.5 公里汉江和 1 公里汉江支
流白石河的巡护任务，下卡子段
就在他的巡护范围内。

自打 2020 年有了“河长”这个
新身份，熊坤清每天忙完村里的
事，就要沿河边走上一圈，清理河
道垃圾、观察水体环境。看到河
道、水面干干净净，他心里才踏实。

“前面就是下卡子段，汉江从
那里出陕西，进入湖北郧西县。
出陕段面的水质，每个小时都会

检测一次，一直稳定保持在国家
Ⅱ类水质标准以上。”指着不远处
的江面，熊坤清说。

中午的阳光落在水面上，仿
佛洒下一层金辉。顺着熊坤清手
指的方向望去，宽阔的汉江像一
面 镜 子 ，在 连 绵 青 山 间 自 然 铺
开。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荡起
层层水花。

地处“秦尾楚头”的白河县，
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
涵养区，承担着守护汉江出陕入
鄂 最 后 一 道 关 口 的 重 任 。 在 这
里，765 条大小河流、39.2 公里汉
江碧波浩渺、清澈如镜。造就这
一湾安澜碧水的，是白河全面推
进河湖长制的持续发力。

系统治水、智慧管水、全民护
水……这几年，为守护境内的碧

波清流，白河下足了功夫，多管齐
下才换来河畅水清、人水和谐。

在河边走了 4 年，熊坤清最大
的感受的是，随着水生态一天比
一天好，水里成群的鱼儿也越来
越多。

“河道干净了，水质更清了，鱼
虾肯定就多了。这几年，汉江、白
石河里的鱼虾估计有上百种。”熊
坤清说，“除了鲢鳙、银鱼越来越
多，就连以前不常见的鳜鱼、鳡鱼
也成群结队。特别是每天中午，水
里到处都是黑压压的鱼群。”

沿河边转了一圈，太阳渐渐
偏西。趁着天色未黑，熊坤清打
算再出一次船。随着发动机低沉
的轰鸣声，小船在江面上划出一
道波浪。一只网兜，一把夹子，熊
坤清又开始忙活了。

风景好

从白河县城出发，沿白石河
畔行车 40 多公里，就到了宋家镇
太平社区。一路上，青山绿野生
机勃勃，村舍民居错落有致。无
限风光中，一幅人水共生的和谐
画卷越来越清晰。这背后，与白
河创新推进水环境整治分不开。

在太平社区五组四岔沟，120
多亩新修的梯田层层叠叠，绿油油
的油菜旺盛生长。梯田边，又宽又
深的石砌排水沟自上而下，一路连
通到山下的白石河。

这是今年白河县实施的小流
域治理项目坡改梯项目区之一。

“以前，这片山坡地乱糟糟的，庄
稼长不好不说，到了下雨天，水土
夹杂着枯枝烂叶就往山下流，对
河道和水质造成不好影响。”站在
田垄上，白河县水利局技术工作
站副站长黄治军介绍，“改造前，
一亩坡地年流失水土近 300 吨。
坡改梯后，耕地质量提升了、排水

系统完善了，通过雨污分离将水
土流失量控制在 50 吨以内，可以
有效减少河中泥沙淤积。”

小河治理得好，大河才干净。
在白河，条条水系循环畅通、串联成
网。这些年，随着河湖长制全面推
进，白河县关停整治沿线排污企业、
修复建设护岸护坡、实施小流域治
理……一手抓整治，一手抓提升，越
来越多的小河、支流摇身变成水清、
岸绿、景美的“幸福河”。

山上的风大，到处都是冷飕
飕的。住在梯田边的村民陈新怀
忙完手头上的事，就沿着梯田
边的小路转悠，越转他心里越
热乎。

“改造完就是不一样，不光
庄稼长得好了，看起来也美得
很 。”在 半 山 腰 上 住 了 大 半 辈
子，陈新怀从没想到，这一改，
不仅把以前的荒坡野岭改成了
丰产良田，还改出了一道“家门

口”的田园好风景。
沿梯田而上，一层层油菜长

势喜人。“明天春天，油菜花一开，
整个山坡金灿灿的，才有
看头呢。到时候，肯定有
人来打卡、观光，咱这山
坳坳就更热闹了。”
想 着 来 年 的 光
景，陈新怀的嘴
角 都 快 咧 到
耳朵根了。

一碧万顷丰景盛一碧万顷丰景盛
——水从陕西来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黄敏 赖雅芬 文/图

富路宽

水资源一直是白河的特色与优势。这些年，
随着治水护水越来越深入人心，白河的干部和群
众开始意识到，保护水生态并不意味着舍弃经济
效益。

让优势更优、特色更特，在湾湾碧水间，蹚出一
条兴业富民的好路子……这些年，依托良好的自然
环境和丰富的水资源，白河老百姓把木瓜、茶叶、魔
芋、核桃等特色林果种满了山坡沟谷，产品加工、生
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更是一个接一个。

漫步在宋家镇火焰村，河边的木瓜林、山上的
茶园绿意盎然。在位于村里的陕西茶佳汇科技有
限公司加工车间内，几条分离式木瓜茶叶饮品生
产线加速运转，每小时就有 2.4 万瓶木瓜茶饮料和
富锶山泉水从这里走向市场。

“产业链的延长，不仅提升了木瓜、茶叶的附
加值，也把自然活水源源不断地变为发展活水。”
用公司负责人王姣的话说，因为生态好水，才有
了好产品的集聚。

水质好不好，鱼儿最知道。这两年，生态好
水孕育的远不止“一瓶水”经济。“一条鱼”特色
富民产业也在河边水畔悄然兴起。

在白河县双丰镇双河社区丰源湾渔场，几十
个硕大的蓝色“鱼缸”格外显眼，喝着山泉水的鲈
鱼在水中悠闲地游来游去。

“这几年，我们这里的水质越来越好，养出的
鱼肉质肥美，特别受欢迎。”从“鱼缸”中捞起一
网鱼，渔场负责人林启忠眉眼都带着笑。

林启忠是双河社区的能人，靠着干工程、做
项目，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去年，被家乡的好
山好水所吸引，他又搞起了生态水产养殖业。

“我们采用高密度陆基圆桶养殖鲈鱼，既能
引来高山泉水，也能通过净水池进行生物降解，
实现尾水循环利用‘零排放’，是生态、经济双赢
的好事儿。”林启忠说，他的渔场建成一年来，养
殖规模已从最初的 40 多个“鱼缸”扩大到 70 多
个，年养殖鲈鱼 40 余万尾，带动周边 20 多名村
民就业增收。

一条河串起一道风景；一条河养育一方特
色。如今，白河正以水为支点，把全县的水系、文
化、乡村和特色产业融合起来，打造新业态、延长
产业链、挖掘新市场……在确保“一涨清水永续
北上”的同时，家门口的美丽河湖，正成为特色产
业转型升级和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加分项。

如
今
在
白
河
县
，
汉
江
出
陕
段
青
山
叠
翠
、一
碧
万
顷
。
通
讯
员

杨
波

摄

白河县宋
家镇太平社区
四岔沟，经过
小流域治理后，曾经
的山坡地变成了梯
田，种上了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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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城关镇公
路村，千里汉江沿秦巴碧

峰翠岭，蜿蜒657公里后，经
下卡子段流出陕西，一路北上向
京津。为守好汉江出陕“最后一
关”，白河多方联动护好水生态、
精打细算用好水源，把湾湾碧
水和兴业富民串联起来，让
生态好水不断转化为

经济活水。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林启忠发
展起了生态水产养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