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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河湖绘画卷
绿水青山谋共富

□记者 黄婷 陈炳群 通讯员 陶适 文/摄

在区水利防汛技术和信息中心的办公室

内，定海区台风智防系统的监控页面铺满了

其中一台电脑的整个屏幕，气象、水库、河

道、易涝点等水雨情实时监测信息在页面上

直观展示，各个风险管控点位密密麻麻地分

布在等比例缩小的定海区地形图上，系统左

侧，预测风险状况、当前风险状况等板块均实

时提示——当前各类风险预警为0个。“现在

还没进入汛期，因此比较平稳，一旦遇到台风

天等极端天气影响，监测到风险，系统就会发

出警报。”区水利防汛技术和信息中心主任李

贤东说，该平台去年 8月 31日投入运行，其

中，内涝风险监测预警功能在去年的台风影

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去年9月，强台风“梅花”正面袭击舟山，

给定海带来了狂风暴雨。14日 20时 55分，

系统监测到蟠洋山路积水深度达到40厘米，

橙色预警信息实时发送至点位责任单位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随即市政抢险班组赶至现场，

投入4台水泵进行紧急排水，我区同步启动

五山水利工程“中提升”的城东河泵站和新河

泵站强排，仅1小时，该路段积水就快速下降

至无。“去年台风影响期间，系统滚动开展模

型研判80多次，发布各类风险预警3万多条

次，及时转移危险区人员5000多人。”李贤东

说，在系统投入运行前，我区就在中心城区易

涝点新建了47套地埋式水位监测设备，监测

数据会实时传送至系统，以数字化代替人工

巡查，提升了响应解决的效率。

同时，该系统还打通了应急、气象、城管、

交通等除水利部门外的多部门数源平台，共

享各部门已建雨量、水位、墒情、位移等监测

数据，并摸排汇集了全区299处山洪危险区、

25处地质灾害点、47处低洼易涝点等风险区

域数据。全区渔船、无动力船舶、学校等约

800 项重要对象数据在平台内有效汇集展

示，便于相关部门一键掌握风险底数。

“目前，我们还在对系统进行进一步的完

善，打造‘台风智防’2.0升级版。”据李贤东介

绍，系统还将构建定海中心城区数字孪生体，

通过构建水利工程优化调度、城区河网、风暴

潮等水利工程专业模型，自动模拟未来水库水

位上涨幅度、河道满溢情况、沿海涌浪的高度

及易涝点受淹范围，为工程调度及指挥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预计升级版系统将于今年汛期

期间投入运行，开启“数字治水”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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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春光明媚，站立于干 镇新建村的南洞水库

向下俯瞰，青山环绕着整个村庄，狭长的山谷中点缀

着民居民宿，南洞水库的库水补充着溪流，流经农

田、屋舍、花海等区域，贯穿着整个村子，形成了一幅

浓墨重彩的山水风景画，也成了我区跨界“水利+”的

一个生动实践。

得益于我区在新建村实施完成的南洞水库、河

塘综合治理工程，如今纵观村庄，南洞水库库坝中央

构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个大字，一条长

达4公里的溪坑将南洞水库库水引入村庄。“我们在

溪坑的部分段落植入了‘潭链系统’，就是利用自然

规律人为将河流改造或者恢复成阶梯状的深潭地

貌，减缓水流流速、增加了水体含氧量，同时也达到

了美化河道景观的目的。”据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打造叠水堰坝、设置卵石渠道、利用溪水引水灌

溉，并在水边打造休闲文化长廊、石板步道等，让库

坝流游呈现出“一库一塘三溪多渠道”设计布局，不

仅整个水系形成了水体的生态过滤，实现水资源循

环利用，也更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气质。同时，综合

治理后的水系还结合南洞艺谷周边的火车休闲广

场、渔人码头、壁画村等文化旅游项目，实现从单纯

的“灌排供”向“安全、美丽、高效、景观”全方位提

升，将水利工程和谐地融入绿水青山、秀美田园中。

在南洞水库边，还有一个精心打造的南洞节水

宣传教育基地，这个由水库管理房改造而成的节水

课堂内，挂满了节约用水的宣传展板。在节假日节

水体验小课堂上，村民与游客还可通过观摩节水器

具、模型和参观以实际工程为载体的水利技术应用、

观看节约用水的公益短片等，增强节约用水意

识。这个基地也成为了众多中小学生开展水利

研学的场地之一。

与南洞节水宣传教育基地同样承担着“水利+

研学”功能的，还有位于城区定海公园的区节水宣

传教育基地。该基地重点围绕节约用水和数字化

建设，将节水普适化宣传与数字化宣传相结合作

了整体设计。中小学生通过参与此处的研学活

动，不仅能了解到我区水源保护、水质净化等诸多

水利相关工作，同时，还能通过 VR互动、趣味互动

等形式，沉浸式了解水循环过程、各类行业节水知

识。

目前，我区还依托本地水环境积极谋划打造国

家级水利风景区，助推旅游经济发展。“我们将持续

树立‘水利+’理

念，积极开展产业

链延伸，因地制宜发挥水生态

优势，发展岸线经济、水域经济。”区水利局

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该局将持续探索构建以水

利为引领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水利+”提活力、“+

水利”增动力的良性循环。

▼跨界“水利+”风景这边独好

河岸宽阔、水体清澈、堤岸整齐……坐于车

内，透过车窗，便能欣赏到贯穿整个金塘岛的水

系河网。流经农田、民居、大柳古街等区域的大

柳主干河，河道蜿蜒曲折，两岸绿柳成荫，与白墙

黛瓦的半边街古建筑相映成趣，古街对岸的大柳

公园内，红梅、凉亭、鹅卵石步道为大柳河增添一

处靓丽河景；河宽、岸绿、水清的老大河，诸多生

态浮岛浮于河道净化着水体的同时扮靓着水生

态，两侧沿岸分布着古朴的亲水平台和连接着游

步道，供周边居民观赏休闲……傍晚，来到东堠

钟家岙池塘，灯带环绕的凉亭和亲水平台，以及

池塘中央的彩灯喷泉等为黑夜增添了一抹亮色

和观赏氛围，这里也成为了周边居民茶余饭后散

步的好去处。

不断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河道清淤拓宽整治

有效提升了全域河道的行洪排涝能力，一批有景

观、有文化、能休闲、能健身的河道沿岸成为了周

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同时，河道保洁员、各

级河长、民间河长共同巡查，河道保洁力度不断加

大，结合“水域监管”应用的上线使用，线上派单即

时解决，多部门联动正成为监管新模式……生态

水网不断被织密，颜值不断攀升，这是近年来金塘

岛上水环境所发生的变化，也是全区多个镇、街道

的水环境治理的新常态。

“今年，我们还将打造城乡

亲水节点2个，实施美丽山塘创

建6座，打造金塘老大河和定海

城区省级美丽河湖等。”区水利

局相关负责人说，我区推进全

域幸福河湖建设也已在路上。

同样建设呈现如火如荼之

景的还有堪称“海上长城”的海

塘安澜工程。定海区海塘安澜

工程（金塘片北部海堤）、本岛

西北片海塘、洋螺锡丈片海塘、

金塘大鹏海塘建设正酣，部分

海塘防潮标准均由原先的50年

一遇提高到了100年一遇。将

时间回溯：去年，金塘镇沥港观前段海塘段建设完

成，泵站投入试运行，海塘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干

镇灌门海塘提标加固工程完工，加固一座水闸，

配套一座泵站，周边防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过

去7年间，我区共建设强排泵站59座，总排涝能力

每小时260万吨，形成了依靠上游水库拦蓄、中游

河道行洪、下游沿塘水闸及强排泵站排水的行洪排

涝模式，防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

今年，我区还将重点推进海塘安澜工程本岛

西北片、金塘片、洋螺锡丈片工程进度，积极推进

海塘安澜工程二期，全年续建29.3公里，新建9公

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其实是‘地基’，只有‘地基

’稳固了，才有可能谈其他。”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

说，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区水利领域投资从2018年

3.65亿元，逐年上升至2022年 9.21亿元，其中，每

年用于基础建设的投入占比均在50%以上。

▼织密生态水网 建强“海上长城”

在近日我省公布的浙江省2022年度“节水行动

优秀实践案例”名单中，《定海区：开展农村集体经济

用水权交易 探索农村“共富”路径》成功入选，通过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结余水资源开展自主交

易，探索了一条农村集体水源水资源经济价值有效

转换路径，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在白泉镇米林村的大支村级水厂，来自大支水库

和西岙底陈水库的库水通过水厂内的全自动化水处理

设备处置后，便根据与其联

网的五家企业实际用水需

求，将水通过管道输送至相

关企业的水箱内。据白泉镇

米林村党委书记刘宏年介

绍，大支村级水厂于2003年

建成后，经水厂处理后的水

库水成了村民日常生活用

水的主要来源。2019年随

着农村饮水安全达标工程

加快推进，大支片区的家家

户户实现了自来水通水，大

支水厂也不再承担周边村

民的生活供水职责。

“2020年初，因为土地要素等原因，我们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当务之急就是除了‘等

靠要’外，寻找能增加收入来源的有效途径。”刘宏

年说，彼时自己刚上任村党委书记一职，征求了村

内老党员、老干部等各方意见后，结合大支水库有

剩余的水资源，同时排摸发现村子周边的几家企

业属于“用水”大户，于是将目光瞄向了水权交易，

并得到了市、区水利部门的大力支持，在完成相关

取水许可手续后，与周边的五家企业签订了协议，

合理转让了大支水库和西岙底陈水库水资源的使

用权。“我们村里自用水量大概在 100—200 吨之

间，大支水库剩余的水我们低于工业水价的价格

提供给企业，这样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我

们村级集体经济也有了一笔收入。”刘宏年说，该

村村级集体经济从 2021 年的 79万元升至 2022 年

的 154 万元，其中水资源价值转换的比重占了约

50%。今年，该村将继续做好“水文章”，推动新引

入的一家纯净水企业落地运营，并联通村内的三

个水库，进一步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益，发展这一可

循环绿色经济，带动村民共富。

据区水资源管理科科长李海峰介绍，我区小

型水源工程多由镇（街道）集体或村集体负责运维

管理，为了充分利用该类水源工程富余水资源，同

时避免用途转变对于水资源管理的影响，我区坚

持在落实好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基础

上，鼓励村镇集体自主开展农村集体水源工程的

用水权交易路径。目前，除米林村外，岑港街道办

事处也与浙江交投矿业有限公司就北岙水库和双

螺水库的用水权达成了交易共识，合理转让北岙

水库和双螺水库水资源的使用权。

▼守护绿水青山 共享“金山银山”

今天是第三十一届“世
界水日”，3 月 22—28 日则
是 第 三 十 六 届“ 中 国 水
周”。我国纪念 2023 年“世
界水日”“中国水周”活动主
题为“强化依法治水携手共
护母亲河”，浙江省的活动
主题为“共护母亲河，共筑
大水网”。

近年来，我区强谋划、
抓建设、强监管、创亮点、增
福祉，水利工作实现跨越式
发展。去年以来，获全省综
合绩效考评优秀单位、水土
保持工作获评全省先进集
体，“水域监管一件事”列入
全省第一批试点、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入选全省“五个一
百”典型案例。今年，我区
将做好“跨界、治理、共富、
智慧”四篇文章，推进新阶
段定海水利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