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口水库是宜昌的“大水缸”，承担宜昌城区200万人生
活用水和116万亩农田灌溉任务，但渗漏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水
库大坝。目前，西北口水库除险加固项目正在冲刺。

3月14日，截断右岸绕坝渗漏通道的灌浆平洞正在施工。
顾名思义，绕坝渗漏就是水绕过坝体，通过周围的山体裂隙渗
漏至下游，长时间渗漏将危及水库运行安全。

隧洞内，电焊花四溅，鼓风机轰鸣，工人们正在焊接钢筋内
衬。项目技术负责人胡伟介绍，因为右岸灌浆平洞岩石类别属
5类，稳定性差，易出现安全隐患，掘进的同时必须做好钢筋内
衬。

目前平洞已掘进80米。根据工程设计，需要往山体中水
平掘进一条长160米的隧洞，然后再向下水泥灌浆，截断渗漏
途径。“向下灌浆最深将达到90米。”胡伟说。

除了绕坝渗漏，水库坝体渗漏已完成“治疗”。通过“体
检”，工程技术人员在坝体上打了203个孔，进行水泥灌浆，“封
堵渗漏，强筋健骨”。

“起……”大坝左岸，工人们正缓缓拉起发电放空闸门。与
水库同步运行的西北口电站，经过30年的波翻浪涌，溢洪道闸
门、电站放空闸门等淤积情况严重，淤积最高接近3米。本次
大修共更换6扇闸门，目前正在更换第5扇。

“闸门更换之前，我们请来了国内最专业的潜水作业公司，
深入水下52米，清理闸门前的淤积物。”胡伟说。

“作为200万人的水源地，水库不具备放空条件，很多施工
都是带水作业。”胡伟说，工程预计将在8月底完工，届时工程
安全度提高，有利于充分发挥水库功能，为宜昌饮用水水源提
供可靠保障，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万龙云 通讯
员 郑家录 熊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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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口水库除险加固水下灌浆施工。

3月14日，荆门市生态环境局漳河分局的工作人员沿漳河
岸边开展巡查。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现场查勘，为高质量编
制漳河水库“一库一策一图”环境应急响应方案提供资料。

漳河是荆门人民的母亲河，漳河水环境的治理与保护从未
停步。“十三五”期间，漳河一直保持在Ⅱ类水质。2021年9月
23日，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加强漳河水库水生态环境保
护决定》，2022年3月10日，《全市贯彻落实加强漳河水库水生
态环境保护决定总体实施方案》和《全市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漳
河水库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决定〉2022年工作计划》正式印发。

新一轮漳河大保护工作全面开启。荆门市发改委已将漳河
水库生态环境保护纳入荆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
划及2022年荆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荆门市生态环境
局已启动漳河水库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技术单位已
完成了第一轮监测布点、采样分析和现场走访、资料收集；争取
中央专项资金1148万元用于漳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缓冲带建设；漳河风景区阳光沙滩亲水项目关停并设置了隔离
网；漳河渠首闸附近污水管网改造完成；漳河库区生态补偿金正
在兑现；漳河水库船舶规范管理、绿色新能源船舶试点工作正式
启动，2艘新能源船舶即将下水。正在编制的漳河水库“一库一
策一图”环境应急响应方案将会为山青水绿的漳河提供更强有
力的保护。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荆门日报记者 解天滋 通讯员 吴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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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漳河进行水质监测采样。

3月14日，长湖庙湖湖湾，湖水碧波荡漾。记者登上游艇，
伴随着“突突突”的马达声，游艇两侧划出长长水浪。

一湖，一路，一条百余米的“长龙”蜿蜒在湖面上，阳光照耀
下格外醒目。“这条‘长龙’其实是水上铺设的‘生态隔离带’，
围隔能起到挡藻、消浪、拦鱼等作用，从而对长湖水生态的恢复
带来三重保护。”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生态修复工程师
苗滕介绍，“通过生态围隔和水生动植物群落恢复的系统治理，
可以极大改善长湖水生态环境，全方位构建绿色生态水网。”

长湖有约55%的水域在荆门，45%的水域在荆州，这是“宜荆
荆恩”城市群共治长湖的一处缩影。近年来，两地通力协作，共抓
长湖保护，同守一湖碧水。

荆州、荆门交界处，叶大港黑臭水体整治见证了两市共治之利。
“叶大港断面水质长期处于劣Ⅴ类，但污染源不在我们辖

区内，向市长湖湖长办报告情况后，需提请报省长湖湖长办协
调两市共同解决。”荆州市长湖生态管理局生态科科长谢先平
介绍。

沙洋县将叶大港水环境治理工程作为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项目，聘请第三方制定了综合治理方案，对叶大港及周边
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如今，叶大港入境荆州市纪南文旅区断面，设立了水质监
测自动站，将长湖水系实时监测情况报告荆州、荆门两地。

去年7月8日，在荆门召开的长湖禁捕退捕工作联席会议
上，一份《长湖水域禁捕执法协作共管协议书》明确了荆州、荆
门两地协同执法、协作共治、应急协同、信息共享机制。

告别“单打独斗”，携手共治共建共享。如今，“珠联璧合”
的长湖春意正浓，一幅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画卷正在“宜荆
荆恩”城市群铺展。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荆州日报记者 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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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俯瞰长湖庙湖湖湾荆州市长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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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市玉龙河黑臭水体整治工程现场。

“轰隆隆……”3月15日上午，在恩施市城区玉龙河黑臭水
体整治工程现场，不时传来挖掘机的轰鸣声，岸边一台挖掘机
正在忙碌地工作。

河道内，1200米长的箱涵基本成型，施工进入尾声。
“我们从去年9月开工建设，预计今年5月完工。河道内的

箱涵高2.5米、宽3米，建成后将接入周边污水管网，有效改善
玉龙河周边环境。”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卢方清介绍。

玉龙河为清江支流龙洞河的支流，河道长度约3000米，均
为黑臭段。整治前，玉龙河沿线污水多为散排，沿途有多处雨
水排水口及污水排水口接入，致使玉龙河污染严重。

城市黑臭水体不仅给群众带来极差的感官体验，也是直接
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水环境问题。为治理玉龙河黑臭水
体，恩施市已完成编制《恩施市玉龙河黑臭水体“一水一策”整
治工作方案》，有针对性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好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
消灭黑臭水体。

目前，正在施工建设的恩施市玉龙河黑臭水体整治工程，
采取了垃圾清理、清淤疏浚、明渠改造、新建截污纳管、新建雨
水干管等措施，将实现水体的雨污分流，改变水体现状，消除污
染水体对周围居民以及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真正做到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恩施日报记者 何雨洋 通讯员陈洋

壮美荆江。（蔡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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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合执法到协同立法、从资源共享到合作共赢……

生态共建生态共建，，护一江清水向东流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流域共治已成常态
3月2日，水利部公布第二届“最美家乡河”名单，全国11条河

流上榜，清江为湖北省唯一入选河流。
清江发源于恩施利川市齐岳山，流经利川、恩施、宣恩、建始、

巴东、长阳、宜都等7个县市，在宜都陆城汇入长江，干流全境都在
“宜荆荆恩”城市群内。

“这份荣誉是对宜昌和恩施两地携手共护清江的最好肯定。”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总工程师吴云峰说，从2015年
起，宜昌恩施两地将每年的9月12日设立为“清江保护日”，环保、
水利部门轮流举办保护日活动，以立法的方式保护清江母亲河。

漳河水库，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宜昌、荆门和襄阳三
地交界处。2021年10月19日，三地以及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
联合开展水库水政监察执法行动。这是三地四方签订联合执法
协议后的首次行动，也是“宜荆荆恩”城市群水利协同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的重要内容。

执法小组从当阳市淯溪镇上船，至远安县茅坪场镇上岸，途
经荆门东宝区、襄阳南漳县等。执法过程中，各地对如何跨区域
开展打击采砂、治理排污、水面垃圾清理等工作进行交流。四地
还建立区域协作常态化机制，助推“宜荆荆恩”城市群建设和发
展，造福漳河水库周边万千百姓。

河流有边界，治理无边界。流域共治已经成为四地的普遍
共识。

生态共建善作善成
3月11日，宜昌城区长江岸线，施工人员正在对大堤护坡进

行修复，铺设生态绿道。作为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试点，目前长江宜昌段岸线修复工程正加速推进，生态涵养型
岸线呼之欲出。

2018年12月，以宜昌为主体申报，覆盖恩施巴东、荆州松滋
的湖北省长江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入选国
家第三批试点。

据宜昌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工程统筹兼顾治水、护岸、修山、良田、绿城、保
林等任务，把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为城市群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支撑。

涉及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正在向纵深推进。生态共建的显著特征是一
大批全流域、全方位、全过程生态保护修复的项目落地：涉及利
川、巴东、长阳和宜都的清江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将在年内开工。
吴云峰介绍，去年12月底，宜昌段治理工程可研报告通过审核；联
动“襄十随神”城市群的沮漳河流域防洪治理有序推进；投资600
亿元的引江补汉工程，将成为两大城市群水资源共享的纽带；引
江补汉输水线路沿线补水工程已完成可研报告，工程涉及宜昌、
荆门和襄阳14个县市区。

漳河水酿造的啤酒享誉世界，微笑天使江豚在长江繁衍生
息，城市群展现了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景象。

协同发展顶层设计
2021年9月和12月，“宜荆荆恩”城市群分别召开了水利协

同发展和生态环境联保共治联席会议，并达成了协议书。这意味
着城市群生态体系协同治理取得实质性突破，有了制度保障。

这些共识包括：实施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示范工程，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先行区；建
立大气污染防治、流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区域地质灾
害协同预警机制，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处理能力等。

2021年9月26日，湖北河湖保护研究中心在宜昌揭牌。作
为全国“河湖长制”的发源地，中心的成立将为宜昌在“宜荆荆恩”
城市群发展中起到更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2021年5月12日，“宜荆荆恩”城市群区域协同立法第一次
联席会议召开。立法促进生态环境联保共治成为热门话题——

《湖北省清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已从2020年1月1
日施行。恩施的代表围绕条例执行情况，如清江支流流经湖南，
支流上下游存在管理尺度不一等情况进行了交流。

对于沮漳河，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舒君说，区域协同发
展需要地方立法支撑，建议尽快就漳河、漳河水库保护协同立法，
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与保护。

据介绍，强化长江、清江、沮漳河等水系流域联保共治已经成
为四地协同立法的项目选题。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万龙云

“宜荆荆恩”山水相连。长江、清江、沮漳河
更是将沿线4座城市紧密相连、遥相辉映。

同住长江边，共饮一江水。“宜荆荆恩”各市
州早已牵手，从联合执法到协同立法、从高层互
访到部门会商、从流域共治到生态共建、从资源
共享到合作共赢，以守护一江清水永续东流的
政治担当，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协同发展之路。

“宜荆荆恩”城市群水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