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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占伟

湛河，古称湛水，发源于今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滍阳镇马跑泉村旁的低丘坡麓，因河水清澈湛蓝而得
名，白龟山水库有水注入，在今高新区境内的张庄汇入沙河。

湛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干流全长40.2公里，总流域面积219平方公里，是一条以防洪为主，兼具排涝、
灌溉和改善城市环境等多种功能的中型河道，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城市发展带来污染的阵痛。

而今迈步从头越。经过多次治理后的湛河，正焕发出“河畅、水清、岸美、生态”的新姿，成了市民、游客
的热门打卡地、城市会客厅，是鹰城一张耀眼的“城市名片”。

河畅水清“湛”绿波
岸美生态惠鹰城

图片均为湛河风光图片均为湛河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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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步道蜿蜒在树木草坪之
中，仿木栈道在水面与小岛间迂回，
仿古式的路灯点缀道路两旁。

小船造型的休闲亭新颖别
致，阔大的水面碧波荡漾，映射出
北岸的高楼大厦；一座彩虹桥跨
河而过，美丽壮观。

这是1月29日记者分别在湛
河上游河段的湛河生态文化公园
和乌江河口公园欣赏到的美景。

而在5年前，这两座公园的所在地
还是一片荒芜。2018年元旦，这
两座新建成的公园揭开面纱，迎
来市民、游客的造访。

荷花阵阵香，引得蜂蝶来；马
跑泉村北，源自昭平台水库的清
流源源不断地奔涌至荷塘；马跑
泉湖泊岸边，垂钓者享受着悠闲
的慢生活；不远处就是郑渝高铁
桥，列车正在疾驶中……

这是记者去年夏季在湛河源
头看到的景象。据了解，这里的
荷花基地毗邻湛河源头的湛源
泉、乌龙泉、白龙泉、马蹄泉、起营
泉，与跨泉而建的4座景观石拱桥
相得益彰，形成了层层递进、错落
有致的景观群。

5年前的这里可不是这样的，
这其中的种种变化，得益于对湛
河的多次治理。

“城市名片”美景宜人

“我市曾多次对湛河进行整
治。”1月 30日，市水利局原党组
书记董发根说。

据其介绍，1957年，我市进行
第一次湛河治理，对湛河进行了
加深扩宽。1959年，省、市两级政
府对湛河进行第二次整治，对老
河道分段取直、开挖新河道。
1982年，我市第三次整治湛河，疏
浚河道、整修堤坡、重塑河貌。
1998年，市委、市政府第四次对湛
河进行综合整治，按百年一遇的
防洪标准进行拓宽疏浚，湛北暗
涵就是在此次治理中修建的。

2013年 6月 5日是世界环境
日，当时的市四大班子领导一行
从湛河源头自西向东全线察看。

此次考察使市委、市政府决心“向
湛河污染宣战”，开展内容为截污
治污、河道治理、景观绿化、引水
蓄水的第五次湛河治理。此次工
程名为湛河综合治理工程，治理
目标是“河畅、水清、岸美、生态”。

2019年底，湛河综合治理工
程完工，转入管理养护为主的新
阶段。

“此次治理，污水实现了全收
集、全输送、全处理，湛河水质由
原来的劣五类变为常年保持地表
水三类、四类。河道治理达到了
国家要求的防洪标准，同时拓展
了湛河的水面和水量。”市水利局
副局长张贵生说，此次治理为湛
河新增水面 160 万平方米，新增

蓄水 280万立方米。同时，引水
蓄水工程实现了湛河全年清水长
流，每年引昭平湖、白龟湖各
2000万立方米生态水进入湛河。

在市住建局三级调研员、时
任湛河综合治理工程总工程师的
樊爱武看来，此次治理还实现了
湛河两岸一、二平台全线贯通，新
建跨河桥梁14座，极大方便了市
民出行。此外，沿河打造了 40.2
公里的生态景观廊道，新建3座公
园、52个景观节点，新增城市公共
绿地426万平方米，加上湛河两岸
各50米宽的绿化带，新增绿化总
面积达到580多万平方米。

治一河而惠一城，湛河新貌
由此奠定。

“一河之治”惠及鹰城

在湛河治理者的接续奋斗下，
如今的湛河赋予了鹰城人无尽的风
光，也刷新了市民关于它的记忆。

1月31日，市二高工作人员刘
勤回忆说，曾经的湛河“既没有绿
水，也没有清波，河面漂着垃圾，散
发着阵阵异味……二十多年过去
了，如今的湛河面貌焕然一新：春
有繁花似锦，夏有垂柳依依，秋有
丹桂飘香，冬有诗情画意”。

作为城市命脉、民生之河，湛
河值得我们倾力照管和用心呵护。

伫立在湛河岸边的“河长制”
标识牌昭示着湛河管理的守土有
责，承担着日常巡河、管护的湛河
全线管养单位守护着湛河的岁月
静好。

普通市民也自觉加入到保护
湛河的行列。年过半百的市民席
素芝家住高新区遵化店镇韩庄村，
湛河综合治理工程将她家门口的
湛河从臭水沟变成清水河后，她自
愿成为一名义务监督员，每天都抽
出时间沿湛河巡逻，并带着家人、

朋友到岸边捡拾垃圾。
“湛河治理很重要，管护也很

重要。保护湛河要从自身做起。”
席素芝说。

正如市民张海涛所言：“我们
在湛河两岸悠闲漫步，欣赏美景的
同时，不该忘了湛河曾经的痛楚和
治理的艰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希望大家珍惜湛河治理的成
果，从身边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
为湛河生生不息的鸟语花香贡献
力量。”

用心呵护绿水清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