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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奔流不息 一路碧水青山
——遵义市推进赤水河流域保护治理工作综述

■ 本报记者 徐飞 李玺

初秋，漫步在赤水河畔，一泓清水，两岸青山。循着赤水河逶迤的河岸望去，有平畴沃野，也有峰峦竞秀。

蜿蜒流淌的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流经云、贵、川3省4市16个县（市、区），于四川泸州市合江县汇入长江，

因四分之三流域在大山中，是目前长江上游唯一一条没有修筑大坝的一级支流，保持有良好的天然湿地生态特征，是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自秦汉以来，这条河奔涌流淌，生生不息，滋养哺育着沿岸人民。

近年来，遵义市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统筹推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法

治建设着手抓流域保护，从清洁生产着手抓节约发展，从执法监察着手抓防污治污，通过引入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

式、建立并实施流域保护“河长制”等多种方式，扎实推进赤水河流域的保护治理，并且深化与毕节市、昭通市、泸州市三

地合作，促进全流域跨区域协作联动，赤水河流域保护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山青了，水绿了，天蓝了……有效的保护治理，
给了赤水河流域沿线城市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底气。

从仁怀市茅台镇出发，沿着赤水河谷旅游公路
一路下行，一直到赤水市，沿途道路两旁绿树成荫，
青山绿水间美景无限。

“保护好这一河清水，才能保住我们的发展。”遵
义市生态环境局仁怀分局的一名干部说。

仁怀以酒兴市，赤水河因酒飘香。仁怀市是中
国酒都，在赤水河沿岸，以茅台集团为引领的大小白
酒企业星罗棋布，这些酒企酿造了茅台等美酒，但生
产废水的处理也曾为赤水河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
力，成为仁怀市赤水河生态保护治理工作的主要攻
坚点。

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企。早在2013年，仁怀市
就开展了赤水河“保护行动”，全面启动白酒企业污
水处理工作，对不符合排污规范和取水要求的酒
企强化整改，河流总体水质恢复到二类标准。同
时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的人居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环境治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如今，
仁怀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聚焦酱香酒、红色旅游等优势产业，加快构建特色
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围绕生态旅游发
展战略定位，陆续打造出茅台红色酒镇、坛厂八卦
园、美酒河等一系列生态名片，县域经济逐步呈现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态势，走出了一条经济与环境
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红绿发展最相宜。习水县土城镇，这个赤水河
畔的千年古镇，找准定位，超前谋划，着力发展旅游
经济，立足资源禀赋，将赤水河流域的酒文化、航运
文化与红色文化充分结合起来，打造了四渡赤水纪
念馆、四渡赤水培训学院、贵州航运博物馆等一批独
具特色的文化产业项目和红色研学精品线路，每年
都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有力促进了土城镇旅游

业的发展。
赤水市作为赤水河在遵义境内流经的最后一

站，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致力
于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大力推进农旅融合、全域旅
游发展。现在的赤水市，产业增绿、山间添绿、河岸
透绿，全市森林覆盖率超过80%，城市居民清洁能源
使用率达80%，空气环境质量常年保持“优良”水平，
居全省、全国前列。

如今的赤水河，“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得到
充分挖掘和传承，形成了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主
线的红色研学旅游产品体系；以遵义辣椒、黔北麻
羊、金钗石斛、酒用高粱、竹制品等特色优质农产品
为代表的生态农业体系逐步形成，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上成效显著；以茅台酒、习酒等
优质酱香型白酒为代表的白酒产业蓬勃发展，世界
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以赤水丹
霞、赤水大瀑布、习水三岔河为代表的绿色生态旅游
受到全国各地游客的青睐。红、绿、白“三色经济”在
赤水河流域交相辉映，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
发，已成为赤水河沿线城市和群众的共识。

2019年底，赤水河（遵义段）从全国流域面积
100平方公里以上的 5万余条河流和水面面积 1平
方公里以上的 2865个湖泊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全国第一批 17个拟建设示范河湖名单。赤水河流
域地表水环境水质达标率实现 100%，水质断面常
年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荣获第二届“中国好
水”优质水源称号。仁怀市、习水县先后获得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赤水市获得国家生态
市称号。

赤水河奔流不息，绿色蝶变无处不在。依托赤
水河的地域环境，遵义市念好“山”字经，做足“水”文
章，一幅赤水河流域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绚丽
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

绘就生态美百姓富的绚丽画卷

赤水河在遵义境内全长 236.3公里，流经仁怀、
习水、赤水等6个县（市、区），流域面积0.94万平方公
里，占全流域面积的 46%，生态环境良好、历史文化
悠久、发展资源丰富，是连接云、贵、川三省的重要经
济动脉和人文纽带。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
中经过赤水河，为后世留下“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
使赤水河广为人知，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被誉为

“英雄河”。其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禀赋，孕育了
世界自然遗产——赤水丹霞，酝酿了茅台、董酒、习
酒等数十种蜚声中外的美酒，又被沿岸人民亲切地
称呼为生态河、美景河、美酒河。

近年来，遵义市始终把赤水河流域的保护治理
放在重要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综合整治，重点

以河长制工作为抓手，先后制定并实施了赤水河流
域生态红线划定、水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环境
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改革方案或举措，强化流域环境
监管力度，有力推动了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工作的高效开展。

据了解，全市在赤水河流域（遵义段）干支流共
明确河长1281名，设置河道警长72名，招募了497名

水利专家、环保专家以及志愿者作为义务监督员，并
在河道显眼位置设置公示牌，公开河长名单及监督
举报电话，加大赤水河流域巡视管护和巡查监管，积
极开展“清河、护岸、净水、保水”行动，守护家乡的绿
水青山。

不仅如此，遵义市还进一步优化流域内重点
产业发展布局，全面清理、整顿违法建设项目，对

重点行业尤其是白酒企业的排污行为，开展了科
学规范的整治，确保其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同时，
实施河道治理工程，通过岸上（植被修复）——岸
边（河岸修复）——水域（水质修复）三种层级共同
治理模式，加强生态修复，进一步减少水土流失造
成的河流污染。

截至目前，遵义市已在赤水河流域建设运行了
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设置 8个监测断面，对 24项水
质指标进行定期监控；通过河道治理，每年向长江
减少泥沙排放 500万吨；完成了沿线 324个村（居）
的环境综合整治，流域内乡镇污水治理、垃圾处理
实现全覆盖。

综合整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一条赤水河，各方共保护。
今年5月底，云、贵、川三省人大常委会分别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
同时审议通过了各自省份的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
自7月1日起同步施行，自此开启三省共同立法保护
赤水河流域工作的新局面。

事实上，在市级层面，遵义市早在多年前就加强
与毕节市、昭通市、泸州市的合作，定期举行赤水河
流域保护治理推进会，共同开展环境执法、生态修
复、污水治理、城乡垃圾无害化集中处理等工作。

尤其是自 2016年以来，遵义、毕节、昭通和泸州

四市政协，建立了“赤水河流域市级政协主席联席会
议制度”，先后审议通过《赤水宣言》《仁怀共识》《毕
节共识》《泸州共识》《昭通共识》，签署了有关合作文
件，围绕完善跨区域共建共享机制，定期开展联合调
研、视察、协商、监督，积极解决赤水河流域的一些共

性问题、难点问题、社会关注问题，促进各项共识机
制落地见效，推进赤水河流域生态经济发展。

如今，加强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
云、贵、川三省各相关县（市、区）共同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始终守牢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全面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共同推动赤水河流域的生态
保护和绿色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治理、跨区
域协作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现在，赤水河流域内森林覆盖率逐年提升，赤水河
水质稳步提升，干流断面水质均达到Ⅱ类水质，适宜长
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生存繁衍的水环境得到较大改
善。2020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们
在习水河的寒沱点进行科研捕捞时，发现了 42条有

“水中大熊猫”之称的长江鲟，珍稀鱼类的出现，成为遵
义市保护治理赤水河生态成果的最佳注脚。

三省四地携手共同保护一河水

美酒河美酒河
（（习酒公司供图习酒公司供图））

土城渡口
（遵义市政协供图）

习水杨家园水库习水杨家园水库
（（遵义市政协供图遵义市政协供图））

赤水十丈洞水帘洞赤水十丈洞水帘洞
（（胡志刚胡志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