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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守望河
湖看淄博，淄博媒体河
湖行”采访团一行来到
淄川区张相湖人工湿地
时，一阵微风袭来，河边
的香蒲摇曳生姿，岸堤
几棵垂柳随之飘扬，河
里荡起丝丝涟漪。此情
此景，恰似世外桃源。

“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我却觉得看山水无需再
去桂林。我们家门口的
风景就很美，能生活在
这山水相依的环境中，
真是我们老百姓的福
气！”人工湿地内，一位
老者不无自豪地说。

放眼淄川区的几个
湿地工程，水天一色，美
不胜收，已然形成了亮
丽成熟的景观带。

这仅是淄川区“一
山两河”生态系统工程
的一角。“一山两河”是
淄川区“十三五”重大生
态和民生项目，总投资
15亿元，主要是统筹环
保治理、矿山修复、造林
绿化、沿河道路、水利设
施建设，对文峰山和孝
妇河、般阳河进行综合
改造提升，建设以城市
森林、生态廊道、湿地水
系及城市公园为一体的
城市景观生态系统，把
淄川打造成生态宜居、
风景秀美的新型生态
城市。

现如今，在这个规
划框架下，淄川区天然
的城市绿肺已逐步形
成，市民无需出远门即
可望见山、看见水。

“一山两河”规划
为民创造宜居环境

8日，采访团一行由淄川区
张相湖人工湿地来到柳泉潜流
湿地和柳泉湿地引水坝桥项目，
实地见证了一条以水为脉、以绿
为韵、以文为魂的绿色景观带，
禁不住要为“森林淄川”点赞。

对“森林淄川”感受最深刻
的，无疑是生活于此的城中人。

“环境一天天变好，我们都看在
眼里。”李永芳是贾村的一名村
民，从1980年来到贾村到现在已
经近40年了，她见证了张相湖人
工湿地的从无到有。“以前这里
叫做贾村水闸，淤积严重，主河
槽只有二三十米宽。”现场，淄川
区河湖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赵君
孝介绍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交
通桥长186米，而水面最宽处能
达500多米。在张相湖人工湿地
周围有贾村、牟村、夏庄、董家村
等村庄，以前水质不好，淤泥散
发着臭味，村民绕道走。清淤改
造后水质变好了，植被和水鸟也
变多了，经常有村民来散步游
玩。”

聆听着工作人员的介绍，徜
徉在张相湖人工湿地中的记者，
被一曲悠扬的萨克斯乐曲所吸
引。闻声望去，远远看到一人正
在人工湿地内吹萨克斯。“这儿
环境好，而且在这里吹奏乐器不
扰民。”57岁的孙刚家住淄川火
车站一带，因喜欢张相湖人工湿
地的风景，偶尔来此习练吹萨克
斯。“湿地建设过程中，同步对周
边村居进行统一规划建设，有效

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市民
感受明显。”采访中，淄川区水利
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赵德炳介绍
说，张相湖潜流湿地工程项目总
投资6700万元，占地面积1000
亩，分为潜流湿地区和表面流湿
地区。潜流湿地区建于贾村水
库东南侧，占地面积250亩，采用
潜流湿地+表面流湿地+河道湿
地组合工艺，有效面积约12万平
方米，水力负荷0.5立方米/日，功
能为深度处理淄川利民污水处
理厂6万吨/日外排水，当上游孝
妇河河水水质不稳定时，还可应
急处理孝妇河河水；表面流湿地
区建于贾村水库内，占地面积
750亩，水力负荷0.12立方米/
日，功能为进一步稳定潜流湿地
处理出水，确保湿地出水稳定达
到地表水Ⅲ类标准。该工程对
于增加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调节当地气候
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的变化得益于淄
川区“一山两河”生态系统工程。
据了解，“一山”指的是淄川城区
南部的文峰山区域，南北长6.9公
里，东西宽3.8公里，总规划面积
约1.6万亩，在矿山修复的基础
上，修建水利、道路、广场等配套
设施，打造休闲娱乐一体化的近
郊开放式森林公园；“两河”指的
是淄川区境内26千米的孝妇河
和10千米的般阳河流域，通过建
设潜流湿地、种植水生植物等措
施，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对
两岸的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为居
民创造宜居的生态环境。据悉，
该工程是淄川区“十三五”重大

生态和民生项目，总投资15亿
元，主要是统筹环保治理、矿山
修复、造林绿化、沿河道路、水利
设施建设，对文峰山和孝妇河、
般阳河进行综合改造提升，建设
以城市森林，生态廊道，湿地水
系及城市公园为一体的城市景
观生态系统，把淄川打造成生态
宜居、风景秀美的新型生态
城市。

创新管护机制
河湖治理形成合力

当天，采访团参观张相湖人
工湿地时，水面上一艘小船悠悠
荡荡朝着记者的方向驶来。船
上坐着两名身穿灰色工作服的
人员，他们一人滑动着手中的木
浆，另一人则利用手中的作业工
具打捞着水里的漂浮物。“我们
河道管护队去年成立，上岗前进
行过集中培训，学习水上自救、
水上救生、划船等技能。我们负
责的河段，最深的地方能到七八
米，所以我们一上班就穿好救生
衣，备好救生圈。”巡河员刘华良
说：“平时我们就在河上打捞水
草、树叶等，把河面上的垃圾打
捞完后就上岸巡河。”在现场，淄
川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河道管
护队队长张伟介绍道，现在张相
湖人工湿地共有四个巡河员，一
般两人划船负责巡视水上情况，
两人沿岸巡河。据了解，淄川区
市政环卫服务中心河道管护队
共有12名队员，实行8小时工作
制，负责淄川城区内的河道管理
维护工作。

采访中，记者获悉，“一山两
河”生态系统工程是淄川区“十
三五”重大生态和民生项目。工
程的建设固然重要，如何形成长
效工作机制对其管护好，更是工
作的重中之重，对此，淄川区在
河湖管护机制方面进行了有效
创新。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河
长制、湖长制各项工作，拓宽监
督渠道，完善监督体系，在选聘
民间河长的基础上，在全区范围
内聘任26名环保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强的企业负责人担任“企业
河（湖）长”，分段挂包河湖，助力
河（湖）长制实施。“孝妇河的河
道两侧道路、驳岸、水面保洁、景
区果皮箱、新建驿站由区市政环
卫服务中心负责，实行专业化管
护。其他河道实行区域属地管
理，由各镇办河管员负责日常管
护。全区实行部门和领导分河
道挂包制度，分组对全区河道进
行巡查、督导，对影响河道生态
行为、清河行动回头看进展情
况、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做到
日常监管到位，杜绝影响发生四
乱现象。”淄川区水利事业服务
中心主任赵德炳介绍说，在此基
础上还邀请企业负责人担任企
业河湖长，让企业以公益形式参
与到保护河湖生态环境的同时，
也承担起了社会责任。“企业有
时还会自发组织员工对河湖垃
圾等进行打扫。”他告诉记者，目
前，淄川区已基本形成了多方人
员合力参与的管、护结合体系。

当天的采访中，记者留意
到，通过“一山两河”生态系统工
程建设，淄川区着力打造的“水
在城中流，城在山水间，人在水
边行，楼在水中映”的水系景观
日渐明晰。沿水系有游园、广
场、路径、花草、树木等，形成了
一幅以水为中心、以绿为底色，
水系绿地体系蓝绿交融、生态环
境良好的美丽画卷。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是每个城市居民的追求
和期盼。如今，走在淄川，禁不
住为这里的景色惊异和欢喜。
河水潺潺，水声、人们的欢笑声
交织成和谐的乐章……在“一山
两河”生态系统工程发展规划的
框架下，淄川区的水系建设带着
它们被赋予的新的历史意义，正
慢慢展露新颜。

淄川区全力推进“一山两河”生态系统工程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谁不说俺家乡美

张相湖人工湿地的巡河员在打捞河面上的落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