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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波浪宽，清流奔腾永向前。漫
步11.8公里的渭河杨凌段，只见河道畅通，
河岸披绿，河面宽阔，碧水荡漾，水草丰
茂，鸟飞鱼欢，旖旎秀丽的“最美家乡河”
如诗如画，令人陶醉。

问水哪得清如许？为有“河长”治水
来。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杨凌示范区认真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新时代
治水兴水的政治责任，以建设健康美丽幸福
河湖为目标，聚焦渭河生态治理提升、城乡
供水一体化建设、中小河流水环境综合治
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重点领域，通过
全力打好河湖保护战、碧水保卫战，建立河
湖治理长效机制等，使境内“三河两渠”的
旧面貌实现了“长治久清”的根本性变化。

坚持综合治理
确保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治理目标

盛夏时节，杨凌“三河两渠”，水清岸
绿，河畅景美，鸟语花香，绿树成荫，无论
清晨或黄昏，平常或假日，可见游人三三两
两，或休闲散步，或打球健身……一幅人水
和谐的生态画卷铺展眼前。

河湖生态日新月异的变化，展示着杨凌
打造健康幸福河湖的丰硕成果，昭示着杨凌
示范区河长制工作实现了从“有名有实”迈
向“有能有效”的巨大转变。

在杨凌“三河两渠”的主要节点，河长
公示牌格外醒目。徜徉河畔渠岸，时常可见
身穿“杨凌河道管理”黄马甲的工作人员骑
着电动车来回巡视的身影。他们巡查河道、
清理垃圾、察看水质、纠正违法，以忠诚和
担当当好河湖安全的“守护员”。

河长制不是挂名制，而是责任制。杨凌
示范区自2017 年全面推行河长制，翻开了
管水、治水、护水新的一页。建立了由各级
党政一把手担任河长的示范区、杨陵区、镇
办、行政村四级河长责任体系，将目标任务
和职责层层分解到乡、到村、到人，确保了
每一条河、每一段河，每一天、每一个时间
段，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建立机
制，严格考核；每年述职，接受测评。公
开电话，奖励举报。通过一系列务实管用的
硬举措，进一步压实了管河治河的工作责
任。几年来，各级河长通过常态化巡河巡
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落实，河道的

“四乱”现象基本杜绝了，河水变清了，生
态变好了，白鹭等160多种野生鸟类纷纷在
此繁衍生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生态图景愈发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
体建设的渭河湿地生态公园成为杨凌人引以
为豪的城市生态名片。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
为，则无不成也。近年来，在各级河湖长和
相关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示范区内河湖
生态环境面貌明显改善，河道非法采砂问题
得到彻底解决，偷排污水、乱倒垃圾等河湖

“四乱”易发多发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河渠

沿线小微排污口全部关停，2022 年渭河出
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创十年来历史同
期最好水平，在近两年的中央、省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和近三年黄河流域生态警示片中
曝光的突出问题均未涉及杨凌，也未发生重
大生态环境破坏和被中省媒体曝光、上级部
门督办的重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件，真正做到
了守河有责、守河负责、守河尽责，用实际
行动确保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杨凌落地
见效。

渭河治理不仅带来了“绿水青山”，也
带来了“金山银山”。随着渭河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沿渭土地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产生
了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杨凌的城市发展开
始向南扩移，一批高效农业和低碳环保产业
沿渭布局。从渭河综合治理中尝到甜头的杨
凌人，更加坚定了信心，继续把渭河生态治
理提升向西延伸至扶风交界。昔日人迹罕至
的“野河滩”，今日人流如织的“大公园”。
渭河杨凌段，已成为展示杨凌城市形象的

“会客厅”，也成为陕西渭河生态治理链上的
一颗璀璨明珠。

建立国有体制
彻底改变私采滥挖的河湖乱象

随着近年来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砂石
料需求旺盛，价格一路上涨。在巨额暴利
的驱使下，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渭河
杨凌段私挖盗采现象屡禁不绝。这不仅严
重破坏河道的生态环境，危及河道防洪工
程安全，还对河道沿线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构成巨大威胁。

釜底抽薪，上屋抽梯。为了根治这一
“顽疾”，杨凌示范区在坚持高压严打、依法
严惩等常规治理手段的同时，2019 年下半
年，积极筹建国有采砂公司，在全省率先推
进河道采砂政府统一经营管理模式，探索形
成了以国有统一管理为龙头的河道采砂管理

“12345”模式，彻底根治了各类采砂乱象。

即，只审批国有采砂公司一个采砂主体，实
现政府对河道采砂“一统江湖”。坚持生态
保护优先、强化规划刚性约束两项原则，严
格按照政府编制采砂规划规定的禁采期、禁
采区、可采区进行规范有序开采，避免了乱
采乱挖威胁渭河大堤影响行洪安全等问题。
建立基层河长巡河制度、多部门联动制度、
跨区域联防联控制度三项制度，加强巡查打
击力度。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综合采取
流动巡查、驻点看守、视频监控、无人机航
拍等方式，对采砂作业现场、出入口进行
24 小时监控，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
理。严格落实地方政府河道采砂河长责任、
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河道采砂现
场监管责任、水行政执法责任四方责任，增
强监管自觉。采取“五定”措施，即定开采
范围、定作业方式、定作业时间、定尾碴清
理、定安全责任。

“12345”河道采砂监管模式实行后，取
得了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过去杨
凌段有二三十家采砂场，开采总量大，上缴
国家利税少；现在，开采总量变少了，每
年上缴国家利税增多了，有效防止了国有
资源资产的流失。国有砂场严格按照国家
要求开采运营，杜绝了超量开采、超范围
开采等违规违法现象。同时，在政府统一
指导下，砂石价格从以前 140 元/吨降低到
80 元/吨，大大降低了建筑企业和老百姓
的用砂成本，挤压了私人乱采的利润空
间，也彻底铲除了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生
存土壤，砂霸现象销声匿迹，促进了社会
和谐稳定。自此以后，河道采砂实现了由
乱及治的重大转变，取得了生态保护和经
济开发的“双赢”。目前杨凌的河道统一
采砂管理模式在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上已
经走在全省前列。黄河水利委员会、甘肃
省水利厅、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省渭河生
态区保护中心等多家单位前来杨凌考察学
习，对杨凌的河道管理及国有采砂管理模式
给予了充分肯定。

推进区校融合
积极服务旱区农业节水的国家战略

助力高校发挥科研优势，积极服务国家
战略。杨凌示范区水务局以深入推进区校融
合发展为契机，聚焦在更高层面服务国家战
略目标，立足现代农业“国家队”定位，紧
紧依托驻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两所高校涉水学科雄厚的人才、技
术、资源优势，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
两所大学积极主动承接中省在黄河流域生态
治理、水土保持、高效节水灌溉、旱区节水
农业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科研攻关、试验示
范、技术推广，争取项目、资金等。与水利
部国际合作司、省水利厅汇报沟通，全力配
合推动西农大筹建“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与
农业节水重点实验室”，争取省水利厅下达
专项资金 600 多万元，支持西农大积极参
与、承接全省水利科技研发、示范推广任
务，实施高校雨水积蓄利用水土保持示范工
程、承担全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
算，《泾河流域产流产沙机理及高效输沙技
术研究》等三个项目获得省级水利科技项目
资金支持。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下拨专项资
金600多万元，支持水保所实施马超岭水土
保持监测站提升改造，帮助水保所4个项目
成功获得2022 年黄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重点项目资助，在助力高校服务国家战略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充分发挥驻区高校水利人才优势，助力
水利事业发展。组建了示范区水利专家库，
吸纳西农大、杨职院60多名资深水利专家
入库，为杨凌及全省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提
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及时与省河长办、
西农大水建学院对接，积极推动在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加挂陕西省河湖长学院牌子，为全
省河湖长制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积极推进高校节水工作，构建节水型社
会。杨凌示范区内两所大学有学生 6 万多
人，是开展水资源节约利用的重要群体和重
点区域。为了配合推进高校节水工作，示范
区水务局积极争取省水利厅支持，指导驻区
两所高校成功创建“省级节水型高校”，先
后完成公共场所节水器具安装、老旧管网更
新改造、浴室节水改造、供暖分时分区智能
控制等多项涉水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仅以西
农大南校区浴室合同节水为例，实施刷卡计
时收费后日均用水率同比下降68.9%，一年
实现节水21万方，节省水费74万元，相当
于一年节约一个西安“兴庆湖”。2022 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功入选全国首批节水型
高校典型案例，省内外多家高校前来参观学
习，其节水做法受到了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的高度评价，在2023 年全省高校节水工
作现场会上介绍经验。同时，以“世界水
日”、“中国水周”等节水宣传活动为契机，
在区内两所大学开展节水宣传主题教育，营
造校园节水氛围。目前，区内高校师生节水
意识明显提高，节水风尚逐渐形成。

渭河杨凌段一处荷塘，粉荷垂露，清香四溢，一派迷人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