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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绩溪坚持护河养林清洁能源走生态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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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黛瓦处 绿色智慧城

每年秋天，可从上海骑行到绩溪

文 / 本报记者 马亚宁 马丹 图 / 本报记者 孙中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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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山白墙黛瓦，小
桥流水人家。 黄山与西
天目山交接的皖南山区
里，藏着一座清新自然
的小县城。 白天窗明几
净， 深夜星空无垠；晴
天里，天空瓦蓝瓦蓝的；

阴雨时分， 一幅幅中国
山水画浑然天成。 它就
是皖南小城———绩溪。

作为徽文化的发
源地和核心区之一，绩
溪古来素有“无徽无成
镇，无绩不成街”的美
谈。 而今，这里“有山皆
奇， 无水不秀”，“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中国天然氧吧”、

“中国寿带之乡” 等多
项国字号荣誉称号，让
它更因生态文明而美
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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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出发， 到达皖南绩溪，除

了高铁高速， 还有其他的出行方式
吗？ 每年秋天，你还可以尝试骑自行

车走一遭。 2007年 9月，上海“骑众”

自行车运动网发起了第一届 “马自

骑”活动。 从上海出发，方向绩溪，第
一次 “远征” 是一支骑行小分队，仅

40人。 如今，12年过去了，这一连接

起上海和绩溪的民间赛事年年举办，

参与人数已经突破 1000人。 来自全
国甚至世界各地的骑友们，用自行车

脚踏板丈量美丽动人的“皖浙天路”。

马拉松骑行是长距离耐力骑行

运动，是考验选手的体力耐力意志力
和团队协作能力的特色骑行活动。每

年的骑行大会全程 421.95 公里，一

路上青山绿水相伴， 需 24小时内不

分昼夜骑完全程。多次参与“马自骑”

活动的绩溪人蒋梦告诉记者，绩溪是

徽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山
水名人辈出，“马自骑”安徽段赛道正

好穿越龙川、伏岭、家朋一线。

“沿途风光秀丽，徽派村落安详

静谧，极富徽州韵味，骑手们如在画

中飞驰。 特别是家荆线山云岭险峻、

秀美、高海拔、错落的生态环境、连绵
不断的弯道，都给骑手们带来不一样

的体验。 ”

据介绍， 绩溪已将源自上海的

“马自骑”活动，当作一项重要的户外
旅游品牌一年一度举办，让更多人通

过骑行“深呼吸”绩溪的生态文明。

能源升级
借用绿水发“绿电”

绩溪，这座包裹在层层山峦中的
小县城，2018 年这里的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高达 92%以上。
去年 6月，绩溪县城区自动空气

监测站捕捉到了两个“好数字”———大
气颗粒物浓度 PM10和 PM2.5均创下

历史新低的 34.6和 13.8（微克/立方

米）。县环保局程俊飞告诉记者，蓝天
白云的“高分”背后，是绩溪环保、住

建、水务、行政执法局等诸多部门和乡
镇政府交上的高质量生态答卷。

城市要呼吸，天空如何蓝？目前，
绩溪县正在经历一场“能源升级”，变

传统的砍柴取火烧煤发电为借用绿
水发“绿电”。记者一行驱车来到距离

绩溪县城约 30公里的伏岭山上，只
见“高峡出平湖”，安徽省最大的抽水

蓄能电站就在眼前。
“抽水蓄能电站不是传统的截流

发电，而是将蓄积起来的雨水和溪水，
通过天然山势位差来循环发电。”绩溪

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部李磊指着半
山腰的下水库和高差达 620米的上水

库告诉记者，电站共安装了 6台 30万
千瓦可逆式机组，电站装机容量达到

180万千瓦。2018年 6月，下水库大
坝、进出水口、库岸防护等主体工程均

已完工，并通过蓄水预验收。今年 5

月，上水库即将完成蓄水。

“建成后，绩溪抽水蓄能电站将
承担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和紧急

事故备用等任务，对于保障皖电东

送，特别是促进绩溪及其周边清洁能
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河长”“林长”

全民参与护生态
扬之河发源于绩溪县境内，是县

内三大河流之一，也是新安江的重要

源头之一。“现在，扬之河边搭棚子、
盖房子的没了，往河里偷倒垃圾、

电鱼炸鱼、采砂的也越来越少了。”

绩溪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潘彪担
任县级“民间河长”已经有一年半了。虽

然没有经费也没有工资，这个“民间河
长”潘彪依旧乐呵呵。每周，他都要开着

车沿着扬之河巡查负责的河段两到三

次，一旦发现违法搭建、非法捕鱼及周
边企业偷排偷倒，就立即取证上报。

2017年，绩溪县在原由党政干部
任“河长”制度的基础上，在全省创新

推出“民间河长”制和“河道警长”制，
“民间河长”由县政府公开对外招募，

当地群众志愿报名担任。县水务局河
长办工作人员回忆说：“原本以为这样

的义务劳动没人应聘。没想到，最后报
名人数太多，筛选都来不及。”

如今，像潘彪这样的“民间河长”
有 138名，其中，县级民间河长 27

名，乡村级民间河长 138名，目前，县
境内大到一条河，小到山里的一条溪

都有人“贴心看护”———既有党政干
部担任的各级“河长”，也有普通群众

义务担任的“民间河长”“河警”。
“幼时记忆里，家乡水又清又甜。

长大后外出求学也对其念念不忘。闯
荡几年后，我还是决定回来守护这好

山好水。”90后小伙子曹强是绩溪县
家朋乡人，如今是绩溪县水务局一名

协助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通工
作人员。站在绩溪县扬之河城北入口

水生态公园示范点，面对河水，他由

衷地说，“回家工作，真好！”
这几年，在河长和林长们的通力

合作下，绩溪水生态与林生态有机共
融。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幸福庄

园”，在绩溪山水之间、河道两岸涌
现，吸引了越来越多像曹强这样年轻

人才“回巢”。

监控平台
智能化研判环境

绩溪曾是安徽省水土流失比较严
重的地区之一。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绩溪县就开展了大规模以水土保持为
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

县环保局章向红介绍说，当时，山
地沙漠化最严重的就是伏岭镇，成为全

省首批进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试点，

从 1984年开始实施至 1991年竣工，总
投资 38.7万元，有效治理面积 24平方

公里。此后，绩溪县就加快了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的步伐。

2016年，绩溪县在 26个贫困村
之一的金沙镇兵坑村，结合脱贫攻坚

产业项目生态漂流产业的开发，启动
实施兵坑源 12平方公里水土保持治

理综合项目。治理不仅让生态环境改
善，更带来了脱贫致富的双重效应。程

良元、胡邦来曾经是兵坑村最贫困的
两个家庭之一，2017年，他们仅从漂

流和河道治理务工中增收就超万元。

为了守护好不容易从穷山恶水
变回来的“金山秀水”，这几年，绩溪

又用上了“现代武器”。2017年，绩溪
县启动实施全省首个县域生态环保

智慧监控平台，将县域环境质量、重
点污染源、生态状况监测等水陆空信

息“一网打尽”。来自西安交大长天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陈黎明，
长期值守在绩溪县环保局，为智慧平

台提供服务技术支持。
他介绍说，智慧平台由 1个应急

指挥中心、2 个高空探头及重载云
台、6个城区道路扬尘监测点、5个水

质自动分析监测站等组成。“除了实
时监控和报警，智慧平台依托大数据

处理，能对环境变化进行智能化研判
预警，应急指挥中心就可以根据这些

分析数据及时作出应对措施。”

文旅强县
美食体验研学游

有了绿水青山，不愁金山银山，“绿
色产业化”就是把生态优势直接转化

为发展优势。绩溪是皖南国际文化旅游
示范区核心区，生态、文化、区位优势集

聚，把文旅强县作为发展战略。
目前，绩溪有 5A级龙川景区，

4A级徽杭古道、鄣山大峡谷、太极湖

村、徽菜文化园，还有家朋摄影小镇、
千年仁里、皖浙天路等 30多处景区景

点。景区现在都非常火爆，美食游、体
验游、研学游蓬勃发展，绩溪已连续两

年被评为长三角自驾游热门十强城
市，成为安徽省旅游强县。去年以来，

省内外知名企业纷纷看好绩溪、投资
绩溪，引来一批文化旅游大项目。

绩溪人坚决不招高能耗、有污染、
税收贡献率低、劳动密集型、安全有隐

患的项目。2016年以来，绩溪坚持产
业绿色化，共否决招商引资项目 23

个、总投资近 30亿元。绝不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个

意识已深入人心。

    绩溪县位于安
徽省南部，古时徽州
六县之一，是徽州文
化的发源地之一，被称为“徽
厨之乡”。 它位于皖南山区，

地处黄山山脉和西天目山山
脉结合带， 长江水系与钱塘
江水系分水岭， 现隶属于宣
城市管辖。 绩溪县森林覆盖
率达 76.5%，是联合国绿色
产业示范区、 国家级生态示
范县， 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中国徽菜之乡”、“中国
厨师之乡” ……绩溪县有龙
川景区、徽杭古道景区、千年
仁里景区、 鄣山大峡谷等著
名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