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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小洋房三楼，推开窗，谢高科听
到“哗哗”的流水声，家门前的石坎河泛起
了白色的浪花。这里是威信县扎西镇庙
坝村两合岩村民小组，威信县污水处理厂
征用了他的老宅建厂，他搬迁到河边的一
处宅基地，新建了一幢小洋房，现在，四世
同堂居住在石坎河边。

去县城务工，他要穿过一条路、两座
桥、三个村。

出门，顺着河流的方向，石坎河里如
果没有水声他就会下意识地走到河边看
一看。污水处理厂负责处理威信县城居
民的生产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排放的
水质如何，谢高科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出，
他成了义务监督员。“我在他们厂里看了
好多次，这里污水处理的数据是 24 小时
全省联网的，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在线监测
污水处理的核心数据！”谢高科说。

这条路，谢高科从童年走到花甲之
年。这条路，几经修建，现在是一条柏油
路。在他的记忆中，这条路是没有名字
的，村民习惯叫“长征路”，几十年了，就这
样一直叫这个名字。顺着这条路，可以抵
达两合岩、庄子上、花房子和扎西老城区。

石坎河从谢高科家门前流过 50 多米
后，流入了扎西河。去往县城，沿着扎西

河上那孔石头桥左转，起伏的山峦，泛起
青绿，清清的河水折头东去。走到两合
岩，山更绿，水更清了，这里是当年红军走
过的地方。据说当年这里没有路，那群衣
衫褴褛的人从河里走过，他们走过的地方
现在山清水秀。河上建起了一座桥，那些
开车返回或者出发的人，从这里经过时，
都会提前减速、摇下车窗，看一看蔓延的
苍翠，听一听大河涛声。

谢高科对于门前的石坎河和扎西河，
有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每天吃完晚饭，他
都喜欢顺着种满绿树、鲜花的河道，看越
来越多的鱼儿在水中游弋。

大河向东，见证赤水河的浩荡，也见
证了这条红色的河流奔涌汇入长江。现
在，赤水河的众多支流清凌凌，放眼望去，
山青岸绿。

威信县污水处理厂负责全县 12 个社
区、214 个村民小组、17 所中小学，超过 10
万人的生活污水处理。

每天，威信县污水处理厂厂长张世林
和同事都要紧盯着同步传来的污水处理
的紫外线消毒情况、自动采样数据、出水
口数据、污水脱泥预处理、生化池和厌氧
池实时数据等，他们不时忙着记录整理，
按照要求及时填写上报省、市、县各级环

保监测部门。
目前，赤水河流域内 17 个乡镇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设施首次实现 100%全覆盖，
流域内县城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分别达 94.4%、95%。拆除了赤水
河流域内 17 座小水电站并完成生态修
复，在全流域率先实现干支流无小水电，
恢复了自然流态。

自 2020 年以来，赤水河流域完成营
造林 12.18 万亩、退耕还林 4.26 万亩，实
施石漠化治理面积 61545 亩，森林覆盖率
达 40.05%，基本实现流域内看不见荒山，
看不见裸土。严格落实长江流域“十年
禁渔”，鱼类资源恢复明显，监测到的渔
获物种类从 36 种恢复到 42 种，鱼翔浅底
再现赤水源头。创建“一村一品”专业镇
8 个、专业村 36 个，墨黑猕猴桃精深加
工、赤水源白酒产业、乌蒙回旋战纪念
馆、鸡鸣三省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区等
绿色产业项目有序推进。

赤 水 河 干 流 保 持 着 自 然 河 流 的 特
征 ，是 长 江 上 游 珍 稀 特 有 鱼 类 的“ 乐
园”。 2005 年，地跨四川、云南、贵州和
重庆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建立，开启了赤水河流域水
生生物资源系统保护。2022 年 3 月，镇

雄县成功申报“中国赤水源方竹之乡”，
竹产业带动效应愈发明显。截至目前，
镇雄县竹产业基地已达 104.5 万亩，赤水
河流经的 14 个乡镇都有竹产业覆盖，既
绿化了荒山也带动了沿岸群众增收。

昭 通 市 坚 持 把 赤 水 河 流 域（昭 通
段）保护治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在经济欠发达、政府财力非常有限的情
况下，多方筹集资金 46.62 亿元，持续推
进赤水河流域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保护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见效。 2023 年
10 月 ，赤 水 河 流 域（昭 通 段）成 功 入 选
生态环境部第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2023 年 12 月 ，威 信 县 被 命 名 为 省 级 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监测数据表明，2023年 1月至 12月，均
值评价赤水河流域的 10个断面中，石坎河
石坎断面、扎西河两合岩断面水质为Ⅲ类，
其他 8个断面水质均在Ⅱ类及以上。

经过持续的保护，赤水河流域出现了
河畅、岸绿、鱼多、景美、民富的变化。

赤水河畔的镇雄县、威信县，每年一
个标志性项目接续推进，实现了全方位、
全领域、全流程治理，干支流水质不断改
善，出境断面水质持续稳定保持在Ⅱ类，
确保了一江清水出云南。

我 家 门 前 水 清 清
记者 杨 明

庄子上乡村振兴示范点位于威信县扎
西镇石坎社区庄子上居民小组，距威信县城
18公里，距威信高铁站 16公里，交通便捷。
核心区现有农户 69 户 293 人，年平均气温
20.5摄氏度，降水量 1121毫米，全年无严寒
酷暑，气候宜人。

1935年2月，中央红军总部驻扎于庄子
上，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扎西会议”
第二次会议）。

如何讲好“扎西故事”？威信县以“长征
路上重要节点、赤水河畔美丽景点、乡村振
兴示范亮点”为目标，将庄子上中央政治局
会议会址作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现场教学
点，建成重走长征路拓展体验区，创作以扎
西红娃为代表的各类文创产品，通过挖掘和
利用红色资源，建成“党性教育必来、周末家
庭要来、四方游客想来”的红色旅游村庄。

“今天来到这里参观，透过导游的解说，
对这段红色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3 月

29日，前来参观的退役军人纷纷表示，退役
不褪色，转业不转志，将在新的岗位上贡献
力量。

威信县还对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会
址进行修复，建成了红军长征标语馆、赤水
家园展示馆、儿童游乐园、滨河步道等；打造
了美丽庭院120户、节点景观5处，红色记忆
园与特色种植园分别占地300余亩，农耕体
验园占地 2000 平方米；引进了专业的运营
公司，打造特色民宿、咖啡屋、多媒体中心、
茶馆、农家乐等。

2023年4月，经过精心打造的庄子上乡
村振兴示范点试营业，仅两个多月，村集体
租金收入和管理收入就达24万元。“村集体
只是收管理费，这两个月老百姓的收入不得
了！带动石坎社区周围的 100 户居民收入
200 多万元。”石坎社区党总支书记武绍俊
告诉记者，维持正常运营需要的管理人员、
保洁员、安全员等都是本地群众，进一步拓

宽了群众的就业渠道。
乡村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乡村振兴

的根本目的是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收入最多的一天，儿童乐园营业额4万
元，烧烤店 8000元，卖炸洋芋 3000元，卖冰
粉 1000 元……大家都挣到了钱，日子越过
越有劲！”说起去年庄子上乡村振兴示范点
的情况，尝到红色旅游甜头的石坎社区杨家
寨居民小组村民杨文波喜上眉梢。

沿着滨河步道一路走来，石坎河流水潺
潺，两岸绿树成荫，庄子上居民小组核心区，
一个个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

近年来，随着赤水河保护力度的加大，
赤水河一级支流石坎河河岸环境不断改善，
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刚开始时，有
的群众思想上没有转变，我们就一次又一次
地开展宣传活动，给群众讲相关条例，慢慢
地大家也意识到保护‘母亲河’是每个人的
职责，我们门前的这条河也越来越清澈。”说

起石坎河的治理，武绍俊记忆深刻，开群众
会、培训会，每天巡河，解决问题，这些工作他
反复地做。

此外，威信县成立庄子上乡村振兴示范
点项目指挥部，指挥部下设项目建设组、房
屋风貌改造组、人居环境整治组、两污治理
组、产业发展组等 5个工作组，统筹多方资
源，形成建设合力。按照“党群合力，阳光透
明”的原则，选派村民代表全程参与监督项
目实施，充分保障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
监督权，发挥了村民的主体作用。

曾经“臭味熏人”“垃圾成堆”“占道建
圈舍”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如今呈现
在大家面前的是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画面。“这里天气好，山清水秀的，我和朋
友沿着石坎河走一走，拍拍照，吃一顿农
家饭再回去。”从威信县城过来游玩的刘
女士穿着鲜艳，在阳光和绿树的映衬下显
得格外精神。

庄 子 上 ，因“ 红 ”而 兴
记者 罗 丹

美丽的村庄庄子上。记者 聂孝美 摄

赤水河畔。记者 陈忠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