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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猪河是赤水河的二级支流，归楠木村
管护的河段长达 3公里。杨敏是威信县双
河苗族彝族乡楠木村党总支书记，也是这条
河段的河长。

“那时，只觉得门前这条
河很脏乱，天气热的时候散发

出阵阵臭味。”杨敏并非本
地人，1998 年她从镇雄嫁
到楠木，当时她并未想到
自己会与这条河有什么
故事。

2021年，杨敏接过
楠木村党总支书记的
担子，并顺理成章地

成为村级河长。
此后，她便下定
决心要护好家门

口 的 这
条河。

“开始一天能清理出 4 吨垃圾，每次清
理完大家身上都是臭的，难度很大。”说起刚
开始清理河道时的场景，杨敏记忆深刻。

然而，仅仅靠清理无法保持河水清澈，
也无法唤醒村民对苦猪河的保护意识。

楠木村委会位于苦猪河岸，站在村委会
广场边就可以俯视苦猪河。污水直排进河、
沿河饲养家禽、垃圾随手扔进河……这些都
是村民在不经意间养成的习惯。“日积月累
下，河道内垃圾漂浮、臭味熏天，没人愿意靠
近。”杨敏说，“楠木村境内沿线 100余户村
民的房屋就建在苦猪河边。大家觉得流水
可以带走一切，不仅粪污直排进河，生活污
水和垃圾也往河里排、扔。”

“天气热的时候，根本不敢开窗。”说起
当时的情况，村民杜锦章连连摇头。

靠村“两委”干部捡拾垃圾始终治标不
治本，杨敏提出每月开展一次护河行动，于
是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护河行动有序地开

展起来。不仅如此，她还组织村“两委”干部
拆除沿河30米内的违规建筑；争取指标，每
户建一个无害化化粪池；饲养家禽超过一定
数量的农户，要求其改造化粪池，不能直排
粪污；升级生猪代养场排污设备，并将处理
过的粪水无偿提供给农户种庄稼；每一位村
民都是护河员，依托“1110 管护机制”（1 个
责任单位、1个护河保洁公益性岗位、10户
农户）进行常态化治理，将沿河 106 户村民
划为 6个管护小组，在 6名保洁员的带领下
按照时间节点开展护河行动；组织院坝会，
开展“敲门行动”，向群众大力宣传加强河道
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2021年7月1日，《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
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条例》的
出台，让赤水河流域的保护工作上升到了依
法治理的高度，也为地方开展河流治理提供
了法律遵循。

《条例》实施后，杨敏立即对照学习。“有

了《条例》，我做起工作来思路更清晰了，碰到
什么困难，我总会翻翻《条例》，在里面总能找
到答案。”杨敏在治理河流时不再感到困惑。

楠木村水子坝村民小组有一个砂厂和
砖厂，生产时会污染水源，但开厂是王家的
主要生活来源，要拆除，没有任何赔偿，不
易办到。“这两个厂每年要赚一二十万元，拆
了我们一家人靠啥子生活？”杨敏前后跑了
七八次，每次去尽管说得脸红脖子粗，但第
二天她还是会继续去做工作。

没有别的办法，杨敏只能天天上门宣传
《条例》、讲政策，与他交心谈心，谈赤水河保
护的重要性、砖厂和砂厂对河水污染的严重
性，并帮助他想办法。“王大哥，你会开大车，
不开砂厂和砖厂也饿不到。”最终，王家同意
拆除砂厂和砖厂，买了一辆货车，收入也有
了保障。

如今，杨敏依然坚持每周巡河一次，每
次至少5小时，用脚步丈量“责任田”。“巡河
中要关注的情况比较多，但现在村民的环保
意识强了，工作也顺畅了。目前就是关注管
道是否有破损、河道内有没有白色垃圾。”杨
敏说，“现在，我家门口这条河清澈见底、岸
绿景美，很多人会来这里游玩，免不了向我
们的农户买点副食品和特产，拓宽了我们的
增收渠道。”

杨敏：赤诚丹心护一江碧水
记者 罗 丹

汽车穿过草木葱郁、流水潺潺的赤水河
源头银厂村，翻过山脊，驶进若隐若现的竹
林，绕过两个村庄，在竹林中一路爬坡而
上。当我们在一间小屋前停下，没有看到要
寻访的吴长明。

“长明，长明！”村民带着我们顺着竹林
走下去，一个瘦高男人忽然从竹林中钻出
来。“在采竹笋啦？”“没有，今年还舍不得
采！”这就是吴长明，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村
翁家坪村民小组的一个普通农民——一个
依靠15亩竹林，曾经在赤水河畔艰难生活，
现在一天天日子向好的农民。

在有96户496人的翁家坪，吴长明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早年他跟随村民外出打工，
虽然挣了点小钱，但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从小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他决定回到家
乡，照顾孩子和老人，妻子则留在浙江打工，
挣钱供孩子读书。回到家后，刚好赶上村里
发展方竹产业，他再三考虑后，第一个接过

镇政府免费发放的方竹苗，在自己的 15 亩
山地里种下了方竹。

种下方竹的前几年，吴长明依靠着一点
积蓄和妻子打工挣的钱，扶持几个孩子读书
的同时，精心管理竹林。几年过去，竹子长得
比人高了，几个孩子也长大成人了。3个姑
娘后来相继外出务工，成家立业，小女儿今年
就读丽江师专，即将毕业，大儿子读大学，小
儿子在镇雄县城读高中，学习成绩很好。

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吴长明，在管理好自
家竹林的同时，在村委会当起了勤杂工，干
过治安员、水管员等活计。

竹林深处和赤水河边百草丰茂、鲜花盛
开。三年前，吴长明在竹林干活时，看见山
坡上野花盛开，很多蜜蜂在采蜜，他便制作
了 2个简易的蜂箱，收了些蜜蜂，开始养蜜
蜂。现在蜜蜂似乎认准了他，成群的蜜蜂主
动钻进他制作的蜂箱中，现在已经有 10 多
个蜂箱。每年采蜂蜜的时节，是他最开心的

时候。因为周围蜜源充足，蜜蜂越来越多，
野生蜂蜜质量很好。

“这里到处是山林，竹林和野花都多，蜜
蜂来富他家喽！”一个村民笑着说。

吴长明找出罐蜂蜜，温水调匀后，给我
们每人端上一杯，蜂蜜水入喉，微甜润滑。
吴长明说，他每年收获的蜂蜜，都是被人早
早订购一空，收入也有近2万元。“这里生态
好，蜜蜂肯来！”憨厚的他搓着手说。

走进吴长明的竹林，比人还高的竹子随
风摇曳。这里种植的都是方竹，有的已经开
始冒出嫩嫩的竹笋，可吴长明还是舍不得采
摘。“还要再等它长一下！”去年，已种下5年
的方竹实现了丰收，收入 1万多元，今年预
计有2万多元的收入。

“群众的‘存款’都在山上，这些竹子就是
老百姓的‘绿色银行’！”同行的赤水源镇一负
责人说，巧家县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广泛发动群众

进行生态种植，多方争取了方竹苗，免费向群
众发放，有种植条件的地方都种上了竹子，多
的人家有几十亩，少的有几亩。

现在，赤水源镇竹子长得郁郁葱葱，竹
林成了一笔稳定的收入。平时，村里的青壮
年大多外出打工，因为竹林管护不需要多少
劳动力，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管护即可，每年
到采笋子的时候，镇雄很多外出务工的群众
都会相约回家，用个把月的时间在自家的竹
林采竹笋。有的群众可以收入几万元甚至
10多万元，平均每户的收入都超过 1万元。
在小小的翁家坪自然村，96 户群众种植了
1200亩方竹，逐渐富裕起来的村民十分注重
孩子的教育，村里有很多在名校就读大学的
孩子，每年都有孩子考上大学。现在，方竹还
没有进入丰产期，每亩收入平均不到 3000
元，进入丰产期后，群众收入将逐渐增加。

“看到竹子不断拔节，越长越高，那是我
最开心的时候！”吴长明说，不断生长的竹子
是他的希望，他和村民将坚定地守护着赤水
河边的翠竹。

因竹而富、因竹而美，翁家坪自然村不
断生长的翠竹回馈着群众的守护——2021
年，翁家坪自然村成为镇雄县第一个乡村振
兴示范点；2022年，翁家坪自然村被评为“云
南绿美村庄”。

翁家坪拔节生长的翠竹
记者 杨 明

磅礴壮观的乌蒙山脉，与绵延不绝的
赤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壮丽的自然
画卷。沿着赤水河石坎河段的岸边漫步，
映入眼帘的是青山如黛、植被繁茂的景象，
河水碧波荡漾、顺流而下，仿佛在诉说着大
自然的神奇与美丽。

赤水河流域威信段的旅程始于扎西镇
石坎社区的“二龙抢宝”，穿过扎西镇的河
口村，流经水田镇的河坝村、水田村、龙洞
村和香树村，从香树村的河底静静地流出
县境。在这里，赤水河迎来了一条重要的
支流——扎西镇的石坎河。曾经，石坎河
上屹立着三座小水电站——石坎渔舰电
站、两合岩电站和庙坝电站。随着时代的
变迁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曾经的拦河
坝和厂房设备已在 2020 年全部拆除，河水
重新获得了自由，奔流不息。

“这里曾经是庙坝电站的所在地，如今
已种上了樱花树和绿草。小水电站被拆除

后，河水恢复了自然流态。现在，我们可以
明显地看到石坎河的水质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两岸的生态也得到了改善，部分珍稀鱼
类因此得以在这里自由生活、繁衍后代。”站
在河堤上，威信县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万正
旺指着石坎河奔腾的流水介绍道。

大河村 58岁的村民罗富勇也见证了这
一变化：“现在随时都能看到河里的鱼群游
动，有的重达 10 多斤，这在以前是想都不
敢想的景象。现在的环境变得整洁卫生，
让人心情舒畅。”自从庙坝电站被拆除且生
态修复后，他和乡亲们便经常来这里散步
休闲，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庙坝电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78 年，
曾为当地带来光明和动力。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
的重要性。2019 年 12 月，庙坝电站被列为
退出类电站。2020年 6月，拦河坝、引水渠
道、发电房、生活用房以及机电设备和输电

设备等相继被拆除，2021 年争取到中央资
金对拆除后的小水电站进行了生态修复。

同样，双河苗族彝族乡赤水河支流苦
猪河上建于 1976年的凉风洞水电站拦河坝
和厂房也已经被全部拆除，厂区原址种上
了竹子和花草，河岸两边修建了生态河
堤，清澈的河水沿河道自然流淌，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虽然不舍，但是为了恢复
生态环境，按照国家政策，该退出的还是
要退出。”凉风洞水电站的负责人杨明义
表示，在签订退出补偿协议时，心中百感
交集，但还是及时编报了退出拆除方案，
按期完成了小水电站设施拆除、生态环境
恢复治理等任务。

“少数早年建设的小水电站，主要是
为了解决农村缺电问题，规划设计主要考
虑经济效益，导致河流出现减脱水等生态
环境问题。为了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使赤水河‘水清、河畅、鱼游、岸绿、景美’，

小水电站的拆除势在必行。”万正旺解释
道。

为了保护赤水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威
信县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把彻底清退小水电站作为践行“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具体行动，全力保护赤
水河流域生态环境。威信县紧紧围绕“水
清、岸绿、河畅、景美”的工作目标，完善机
制保障、强化部门联动，并从政策、项目、资
金等方面给予最大限度支持。在拆除工作
正式开始之前，威信县组织开展了摸底排
查和科学评估分类工作，建立了整改台账，
做好了准备。首先，对小水电站进行了全
面的评估，了解其结构、设备以及存在的安
全隐患；然后制定了详细的拆除方案并确
保拆除工作安全有序进行；同时，为了减少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还采取了相应的环保
措施。最终，涉及赤水河流域威信段的 8
座小水电站拆除任务全部完成并实施了生
态恢复工程。

随着最后一块砖石落地，小水电站彻底
告别了历史舞台。然而，它的消失并没有带
走什么，反而给赤水河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
力。河流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美丽，水质也
得到了明显改善。如今，鱼儿在水中自由自
在地游弋，鸟儿在岸边欢快地歌唱，仿佛在
庆祝这场生态环境保护的胜利。

还河于民 水清岸绿河畅
记者 莫 娟

镇雄县场坝镇王家沟美丽乡村田园。 通讯员 李东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