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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之河水患之河””到到““幸福之河幸福之河””的蝶变的蝶变
——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综合治理调查

本报记者 薛志伟

2024 年底，一场在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木兰

溪治理展示馆鸣枪开跑的马拉松赛事，吸引了

2 万余名跑者参与。跑者们沿着木兰溪尽情奔

跑，沿途欣赏荔林葱郁、水清岸绿的美丽景色，感

受莆田这座宜居之城的独特魅力。

这场马拉松不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也是木兰

溪综合治理成果的一次展示。木兰溪是莆田的

“母亲河”，经过多年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得到显

著改善，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象征。通过马

拉松赛事，莆田向外界展示了其在生态保护、城

市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就。

“25 年来，莆田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

接着一任干，坚定扛起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

市的使命，坚持‘四水四定’，治水护溪、兴业惠

民，木兰溪流域发生系统性、整体性蝶变。”莆田

市委书记付朝阳表示。

从洪涝河道到生态廊道

在莆田市城厢区的木兰陂公园里，坐落着一

座 200 多米长的古堰——木兰陂。站在木兰陂

的石阶上远眺，木兰溪清澈的水面一望无际，两

岸是绿意盎然的生态休闲广场。

这里位于木兰溪下游感潮河段，距出海口

25.8 公里。“眼前这座兼具引水、蓄水、灌溉、防

洪、挡潮、水运和养殖等功能的大型水利工程，是

我国东南滨海地区拒咸蓄淡灌溉工程的独特创

造。”莆田市南北洋海堤管理处主任、木兰溪水利

管理处负责人吴荔三介绍。

木兰溪发源于福建戴云山脉，干流总长 105

公里，流域面积 1732 平方公里，下游两岸经过千

年冲积，形成了 425 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也称

南北洋平原。治理之前，木兰溪上下游天然落差

达 784 米，且下游河道“九曲十八弯”，断面窄小、

河床淤高、堤身脆弱，入海处更是像锅底般低

洼。因此，每逢台风暴雨，上游洪水倾泻而下、下

游海水倒灌而上，兴化平原几乎年年有小灾、十

年一大灾。

“我们这里水患比较多，几乎一到梅雨季节

就发大水。印象里每次洪水一来，家家户户都用

木桶转移物品。”荔城区玉湖路市民陈晓萍回

忆道。

为治理木兰溪水患，木兰陂曾在古代历经

3 次筑陂。“木兰陂由枢纽工程、渠系工程和沿海

堤防工程 3 部分组成，设计精巧，具有‘排、蓄、

引、挡、灌’等功能，彻底改变了南北洋平原‘只生

蒲草，不长禾苗’的历史。”吴荔三说。

木兰溪一期防洪工程张镇试验段现场距离

木兰陂约 10 公里，据现场树立的文化石记载，

1999 年 12 月，木兰溪现代治理的序幕在此正式

拉开。

“1999 年我在这里上班，工程刚开始建设，半

夜洪水就上来了，超过一人高。”莆田市木兰溪防

洪工程建设管理处副主任吴俊伟回忆道。

1999 年 10 月，第 14 号台风袭击莆田，木兰溪

洪水泛滥，当地百姓回忆：“村里受海水和洪水双

重夹击，齐腰深的洪水一天一夜才退去，村里土

木结构的房屋倒塌了大半。”

洪水退去的木兰溪畔满目疮痍。也正是这

次台风之后，莆田市全面启动木兰溪治理工程，

通过裁弯取直、拓宽河道、建设堤防等措施，彻底

解决水患问题。

站在文化石旁远眺，只见木兰溪缓缓流淌，

沿岸植物蓬勃生长，湿地、草坪、步道等生态景观

相 得 益 彰 ，生 动 展 示 着 木 兰 溪 生 态 环 境 改 善

成果。

“如今木兰溪清波安澜，2023 年‘杜苏芮’台

风带来的日降雨量突破福建省历史纪录，但水系

滞洪调蓄、堤坝抵御洪峰，取得了良好的防洪效

果，木兰溪真正扛了过来！”付朝阳说，25 年来，

莆田市打出防洪工程建设、河道疏浚联通、水库

除险保安、涵闸改造升级“组合拳”，累计治理河

长 89.7 公里，将防洪标准从不足 2 年一遇提升到

50 年一遇，结束了洪水不设防的历史。

在防洪治理的基础上，莆田市进一步推进木

兰溪的生态修复工作。通过实施河道清淤、植被

恢复、湿地保护等工程，木兰溪水质显著改善，生

物多样性逐步恢复。如今，木兰溪水质常年稳定

在Ⅲ类以上，白鹭等生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成

为莆田市重要的生态廊道。

在木兰溪入海口的湿地公园，众多候鸟在此

栖息、繁衍。涵江区副区长杨智源告诉记者，这

里曾是一片荒芜的滩涂，由于长期水土流失和工

业污染，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为了改善木兰溪的生态环境，莆田市从 2019

年开始实施蓝色海湾整治项目，项目涵江段共投

入 7900 多万元，涵盖红树林湿地、黑脸琵鹭栖息

地修复、配套科普设施、观景设施等工程，完成退

养还滩 101.25 公顷、红树林保护修复 20.65 公顷、

黑脸琵鹭栖息地保育 31.76 公顷。目前，该区域

红树林已初成规模，河口湿地消浪生

态缓冲带也初步形成，木兰溪入海口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

从单一治理到综合治理

2024 年 5 月，木兰溪支流延寿溪入选水利部

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这是木兰溪流域生态治理

的又一显著成果。

早在 2022 年 5 月，莆田市启动木兰溪下游水

生态治理与修复工程，总投资 29 亿元，覆盖木兰

溪下游南北洋平原 425 平方公里，总体布局为

“一环一心一轴七廊一系统”，以素有“城市之肺”

之称的北洋绿心为中心，放射出 8 条生态走廊，

连接莆田 5 座山脉形成环形生态安全屏障，

构建木兰溪两岸平原河网健康丰富

的自循环生态系统。

莆田市水利局副局长叶

远飞介绍，目前工程已完成

生态补水管道 11 公里，通过再生

水等水生态修复工程实现河道补水每

年 8760 万立方米，有效提升了城市内河环境质

量；完成河道生态治理 29.32 公里、生态护岸建设

54.35 公里，通过实施水系连通、清淤清障、生态

引水等综合治理，提升城市蓄洪能力；依托“全市

一张图”初步构建木兰溪智慧流域系统。

在木兰溪一期防洪工程张镇试验段现场的

步道旁，记者看到一块实时更新的屏幕，这是“木

兰溪全域数字化治理立体态势感知系统”，连接

着莆田市各部门和大小流域的数据。

“2021 年 12 月，莆田市创新提出‘全市一张

图、全域数字化’的工作模式，以系统化、集约化

思维构建全局互联系统，有效破解各部门各自为

政、数据共享难的问题。”莆田市数字办主任唐志

芳表示。

付朝阳说，莆田市高起点统筹规划全域发

展，颁布实施木兰溪流域保护条例等 7 部地方性

法规，制定出台木兰溪流域系统治理等 17 个规

划，组织实施木兰溪全流域生态治理提升、城乡

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提升、生态绿心保护与利用、

建设美丽乡村 4 个三年行动，持续开展木兰溪全

流域系统治理专项巡察等工作；积极推进区域再

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工作，让污水变清水，有效缓

解水资源供需矛盾；颁布实施《莆田市城市生态

绿心保护条例》，科学划定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

区和引导建设区，精准推进生态治理与绿色产业

发展；策划实施“数字木兰溪”项目，建成覆盖全

流域的水质监测网络。

在涵江区白塘镇显应村，占地 200 亩的闽中

污水处理厂是木兰溪流域水环境治理的重要基

础设施。“我们厂服务范围覆盖莆田市中心城区

和涵江城区，服务人口约 100 万人。”闽中污水处

理厂厂长柳青弟介绍。依托先进的工艺和技术，

闽中污水处理厂将污水逐步净化，最终转化为符

合排放标准的清洁水，为木兰溪的水质改善和生

态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解决市中心荔城辖区和涵江城区部分内

河水量不足、水体流动性较差的问题，缓解生态

用水与灌溉需水不足的局面，2022 年 9 月，莆田

市木兰集团开始推进木兰溪下游生态修复与治

理工程中水回用生态补水子项目，将经过闽中污

水处理厂处理后达到 IV 类标准的中水回用于城

市内河生态补水。目前，往市中心补水管网已建

成投运，日补水量约 12 万吨。

付朝阳表示，木兰溪流域国省控断面优良水

质比例连续两年达 100%，近 5 年空气优良天数比

例保持在 95%以上，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显著

增强。

将生态红利变成民生福利

绶溪、泗华等公园成为打卡好去处，莆阳福

道串联公园绿带、街村水景，葱郁荔林，成为家门

口的“诗和远方”，兴化府古街、萝苜田老巷留住

乡愁⋯⋯木兰溪治理后，莆田市通过一系列创新

举措，将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利和产业红利，

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

在荔城区玉湖新城，以木兰溪裁弯取直后保

留的旧河道为中心，沿岸建成了高端住宅区，还

有 图 书

馆、科技馆、

青少年宫等配套设

施，“水上巴士”的开通，更让

这里成为市民出游的网红打卡地。

居住在这里的陈晓萍告诉记者：“现在的生

活比以前幸福多了。玉湖新城这一片集聚了商

业、教育、文化、医疗等设施，居住环境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木兰溪治理不仅注重防洪和生态修复，更注

重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近年来，莆田市以木兰

溪为轴线，统筹推进沿岸景观提升、文化旅游开

发、产业转型升级等，打造了一条集生态、文化、

经济于一体的“木兰溪滨水活力带”。

木兰溪沿岸建成了多个生态公园和休闲步

道，成为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莆田市深入挖

掘木兰溪文化内涵，打造了木兰陂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公园等文化地标，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此

外，木兰溪沿岸布局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为莆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

在木兰溪最大支流延寿溪畔，莆田市率先探

索生态环境导向的 EOD 模式，以木兰溪绶溪片

区国家 EOD 模式试点项目为重要抓手，将荔枝

林保护、内河整治、文化传承、经营性产业开发等

进行系统集成和一体化推进。

作为木兰溪的源头区域，仙游县依托木兰溪

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了仙游电商直播基

地 ，探 索 生 态 与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模

式。该基地位于仙游县度尾镇

海峡艺雕城及榜头镇海凌产

业园，总面积 6.8 万平方米，配

备了集成化供应链选品中心

和运营服务中心。基地通过推广本地生态产品

和传统工艺品，将木兰溪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

木兰溪南岸的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近年来

创新产业发展机制，探索建立“党支部+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链发展模式。龙头企

业金溪茶业有限公司通过合作社订货、合作社向

农户收购等方式，带动茶农增收。

金溪茶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松羽告诉记

者，得益于木兰溪流域综合治理成果，近年来，两

岸绿化面积提升，涵养了水源，减少了旱涝灾害

对茶叶产量的影响，提高了茶园的抗风险能力，

死苗率、烂根率大幅减少，增产增收更有保障。

近年来，金溪茶业有限公司研发上市了“钟

石红”等茶叶新品种、新品牌。此外，公司与新茶

饮重点企业合作，为其供应优质的茶叶原料，以

金溪茶叶为原料制作的茶饮备受推崇。

25 年来，木兰溪两岸的水患洼地变身产业

沃土，大企业、好项目集聚发展，13 条重点产业

链强核提质、链链相促，莆田市地区生产总值从

1999 年的 164.51 亿元增加到 2024 年的 3442.74

亿元。2022 年以来，莆田市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326 个、总投资超 3000 亿元，可持续发展能力显

著增强。

随着项目持续引进和产业快速发展，木兰溪

流域综合治理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

找到平衡点？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推动经济

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长期挑战。

“尽管莆田市经济总量不大，但我们绝不盲

目追求速度，而是旗帜鲜明讲投资效益、亩均税

收，严把准入门槛。”付朝阳说，要正确处理好速

度和质量、发展和保护等重大关系，让绿色成为

莆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木兰溪是福建省莆田市的“母亲河”，历史上这里洪涝灾害频发，

治理困难重重。20 多年来，莆田市坚持变害为利、造福人民，在防洪

治理的基础上，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沿岸景观提升、文化旅游开

发、产业转型升级等，让木兰溪从“水患之河”蝶变为“幸福之河”。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理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重要流域构建上下

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这不仅是

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深化，更是对美丽中国

建设的推动。福建莆田木兰溪的治理，正是一

项生动实践。

木兰溪综合治理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具体行动，是丰富和发展因地制宜、科

学治水路径的实践样本。木兰溪综合治理突

出统筹协调、多方兼顾的治理理念，既注重统

筹好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又注重

治理水患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实现水安全与

综合治理协调统一。木兰溪综合治理充分协

调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关系，不断拓

展治理范围，推动全流域系统治理。此外，还

注重统筹好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

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木兰溪综合治理有完善的体制机制做保

障，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形成了一套符合实

际、行之有效的推进机制、管理机制和长效机

制，将各项绿色协调发展的规划思路和责任目

标落到实处，又坚持依法治水管水，以颁布一

系列法规条例为保障，以健全细致的考核奖惩

机制为推手，确保治水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

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流域治理改革的攻

坚阶段。面对新时期流域综合治理的新目标

和新要求，要从木兰溪综合治理的创新实践中

汲取经验，加快构建流域综合治理体系，共同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要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明确流域治理各

方责任，不断完善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问题协同解决的责任分解机制，分解落实

目标和任务，把流域治理工作落实到具体行动

上。要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监管体系，强化流域

治理制度支撑，加强基层生态环境网格化监管

队伍建设，畅通信息公开、信访投诉、环保听证

等公众监督和举报反馈渠道。要健全生态环

境治理市场体系，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

用，推动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

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参与流域环境污染防治和

保护修复工作。要健全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

规政策体系，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

法治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制定修订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加强流域治理法

治保障。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

构建科学有效治理体系
王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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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的古堰木兰陂。 （资料图片）

莆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陈 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