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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条例》，把饮用水水源保护作为第一责任

———南湾水库管理局局长钱长琨谈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南湾水库是我市中心城区唯一

的饮用水水源地，是
60

万市民赖以生
存的“大水缸”。自《河南省信阳南湾
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实施以来，南湾水库饮用
水水源保护得到市委、市政府及社会
各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近段时间以
来，随着南湾湖生态环境保护试点项
目建设的全面启动，市政府研究审议
并原则通过了《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行动方案》， 更是为南湾水库
水源保护工作上了一道保险。

“南湾水库管理局将在市委、市
政府的领导下， 把饮用水水源保护
作为我局第一责任、第一任务，加大
我局承担的南湾湖生态环境保护试
点项目建设力度，坚决贯彻落实

8

月
22

日市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审议并
原则通过的《南湾水库饮用水源地
保护行动方案》，尽职尽责，竭尽全
力为我市人民保护好一湖净水。”南
湾水库管理局局长钱长琨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语气坚定。

近年来， 南湾水库管理局高度

重视水源保护工作， 把水源保护工
作列入每年的重点工作之首， 扎实
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各项工作的开
展。 一是加大库区环境综合整治力
度， 配合南湾景区管委会积极推行
联合执法，集中开展“禁泳、禁餐”、

“拆除地锅饭” 等专项整治行动，着
力改善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环境。二
是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积极争取
环保资金。 该局和市环保局共同牵
头争取的南湾湖生态环境保护试点
项目，

2012

年度获得首批中央划拨
资金

5000

万元， 成为全国
17

个良好
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试点之一。

三是加大生物治理力度。 坚持常年
生物治理， 每年冬季投放水库滤食
性花鲢、白鲢鱼种

70

万斤，投放摄食
附着藻类鲴鱼种

50

万尾， 大大抑制
了藻类过度繁殖， 有效维持了水库
水生态系统平衡。

谈到目前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
保护工作， 钱长琨局长说：“南湾水
库水资源是我局赖以生存发展的基
石， 是我局实现水利经济跨越发展
的源泉。虽然我们是工程管理单位，

但我们守水有责， 把保护好饮用水

水源作为我局长期发展的核心任
务，更应该在水源保护上当表率，在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上当先锋。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好《条例》和
《方案》， 全力做好水源保护的各项
工作，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对水
源保护工作的要求， 坚持把水源保
护作为自己的第一责任、第一任务。

下一步我们一是更加注重水源保护
宣传，通过水政执法、联合执法等形
式，加大水源保护宣传力度，使水源
地保护工作逐步深入人心。 二是积
极探索水源保护新思路、新方法、新
举措， 尽快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保
护和库区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

三是实施好南湾湖生态环境保护试
点项目， 为十二五期间的后续项目
开好局、起好步。四是立足南湾水库
实际， 切实履行好保护水源的第一
责任， 配合市有关部门落实好《方
案》的各项措施。我们坚信，有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有各级政府部
门齐抓共管，有全市人民共同参与，

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将更
加有力，我们的‘大水缸’将更加洁
净，‘豫南明珠’会更加璀璨。”

“土地银行”，让江湾村农民过上了好日子

江湾村位于光山县孙铁铺镇西北，西临竹
竿河， 河西就是罗山县的竹竿镇。

10

月
9

日，记
者驱车从市内沿

312

国道来到光山县孙铁铺镇
江湾村。在江湾村，只见一条南北走向、宽

6

米
的水泥路，像一把“利剑”横亘在江湾大地，而
道路两旁一排排鳞次栉比的红色二层小楼，格
外引人注目。

在江湾村村部， 当记者道明来意后，村
委会主任王绪平便招呼记者落座。刚坐下不
一会儿，便碰到了来找王主任商量事的农民
老蒋。“这是我们村的种粮大户”，王主任介
绍道。待老蒋忙完，我便与他聊开了。原来
老蒋并非江湾村人， 而是临边的蒋楼村人，

记者不禁好奇，为什么蒋楼村民不在本村种
地， 而跑来江湾村？“我在蒋楼村那边有

20

亩地， 那时候年毛收入也就是两三万元钱，

规模小，收入也不多，家里有两个孩子读大
学，上面还有一个老人，这点收入很难让一
家五口过上舒坦日子。” 老蒋说，“

2009

年，

我听说江湾村这边搞了个‘土地银行’，向
外‘出租’集中连片的大块土地，便决心过
来搞种植，东拼西凑了几十万元钱，一口气
向‘土地银行’‘贷’了

700

亩地，种植水稻和
小麦，这两年开始见效益了，每年有六七十
万元的净收益，现在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比
以前舒坦多了。” 说着说着， 一脸黝黑的老
蒋得意地笑了起来。

正聊着，刚从田间回来的村支书江世学

进来了，得知记者来意后，江支书建议记者
到老蒋的地里去看看， “广袤农村大有可
为，一定要多走多看，切实看看这些年我们
这里的变化。” 江支书说，“

2009

年， 我们针
对村里的实际， 比照农村信用合作社经验，

按照自愿的原则成立了‘光山县江湾农村土
地信用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我们的‘土
地银行’现有土地

3300

余亩，五个种粮大户
就种了

2000

多亩地，他们尝到了甜头，也给
江湾村民带来了切实的变化。” 边走边聊，

记者这才从江支书那里搞清楚老蒋嘴里的
“土地银行”是怎么回事。来到老蒋的地里，

一眼望去，金灿灿的稻穗粒粒饱满、硕果累
累。老蒋自豪地说：“江支书搞的这个‘土地
银行’让我真真切切地尝到了甜头，今年的

收成差不了！等合同到期，我还会争取与‘土
地银行’续约

5

年。”

“土地银行” 也给江湾村民的生活带来
了新变化。“搞‘土地银行’后，村民的生活得
到了明显改善。” 江支书说，“村民每年都能
领到每亩

300

元的‘利息’，还有‘土地银行’

的分红，另外国家每亩地的补助也还有一百
多元。村里有自己的砖厂，最近还成功引进
了一位福建客商来我村办食品加工厂。在村
内企业打工的村民日平均工资可达

40

元，年
劳动收入近万元，全村有近

980

人外出务工，

劳务输出年收入
2000

多万元。村里还有敬老
院、社区卫生院，解决了村民养老、看病难
题。村部一楼的社区服务大厅，实现了零距
离一站式办公，村民反响很不错。”

走家乡、看变化———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系列报道之八

“保护我们的‘大水缸’，你我共同的责任”系列报道之十二

山水信阳，环境宜居。园林绿化是信阳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这其中蕴含着众多园林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图为

10

月
10

日
上午

10

时许， 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解放路段浇
灌道路旁边的小灌木绿化带。

见习记者马依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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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经验教训， 让当今社
会深刻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
GDP

增速更重要。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
水平的一大指标，

GDP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反映经济增长的总量， 但高增长
并不代表高质量和高效率。 社会经济
的发展是综合性的， 而其中科学发展
更为重要。因此，发展是硬道理，其要
义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把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摆在突出位置， 才是正
道，是方向。即是说，发展经济当以保
护环境为先。

要将这一理念更好地贯彻落实
到具体、实际的生产生活之中，领导
的观念、认识至关重要。河区柳林
乡是一个好例子（详见

10

月
9

日《信阳
日报》民生新闻）。鉴于近年来“重养
殖、轻保护”给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
带来污染的状况，河区柳林乡从今
年起，开展以治理环境污染为主题的
“五个零”综合治理活动，即治理达到
“零”排放、“零”距离治理污染、优惠
政策“零”享受、调查摸底“零”水分、

新建猪舍“零”审批。动用“零”这一严
苛的标准，可见为彻底根治污染源的
治理决心之大。 而之所以有此决心，

这与领导干部的清晰认识密不可分。

正是由于认识到发展的科学性，发展
的目的即为民惠民，认识到为民需要
我们在具体的发展中体现又好又快，

该乡才痛下决心， 舍弃当前的小利
益，舍弃本位主义，在责任的担当中，

从根本上治理南湾湖饮用水的污染
问题。

加快转变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
不容易。讲转变，首先要从党委、政府
和领导干部转变开始，思考自己怎么转、怎么做、做得好。

具体到南湾湖的环境治理，具体到每一个部门、单位，就是
要从领导和领导班子的思想转变做起， 从行动上做起。柳
林乡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同时启发我们，发
展目的必须明确。发展为了什么？以人为本、为民惠民。为
民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我们在具体的发展实践中体现对人
民负责。如何负责？保护南湾湖的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其中的要义之一；思路应当正确而且要持续。思路是
否科学、正确决定事情的成败，决定发展的好坏与否，决定
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治污先治本、治根，这个根
就在南湾湖周边的环境污染。 柳林乡抓住了这个根本，并
从为民惠民的角度上进行治理， 实现了治污与利民的双
赢。方式方法要科学。在“五个零”的前提下，柳林乡做到了
政策上严，为民利民上宽，治污上严，扶持农民走可持续发
展、 增产增效上宽，

从而既达到了治污
的目的，又得到了广
大农民的拥护。如此
保护环境，何愁不能
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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