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观河：以“生态美”推动“共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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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河湖星罗棋布 水清岸绿醉美江城

湖北省武汉市依水而建，因水而兴，作为全国著名的百湖之市，市内江河纵横、
湖泊库塘星罗棋布，水生态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全市各区不遗余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全市河湖水环境质量呈现稳中
向好趋势。

为全面挖掘优质公众生态产品，突出河湖保护示范引领作用，展示全市各区美
丽河湖建设成果，激励全市各区加大力度建设“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丽河湖，
2021 年 12 月，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和武汉市水务局联合启动了 2022 年武汉市“美丽
河湖”优秀案例评选活动，最终评选出包括武汉东湖在内的 15个美丽湖泊。

这些美丽湖泊之中既有城市发展中不断翻新的城中湖泊，也有偏居一隅的郊
野型湖泊；既有生态多样的湿地湖泊，也有深受市民喜爱的亲水湖泊；既有治理良
好的港渠，也有一方水源的水库，都是集武汉水环境治理与保护于一体的优秀典
范，充分体现出近年来武汉市在做好水文章、系统推进河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切实
解决河湖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上下的硬功夫苦功夫，也体现出武汉市建设美丽河
湖、共建美丽武汉、打造世界滨水生态名城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近 5 年来，武汉市蔡甸区对沉湖湿地的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实施退养还湖、生态修
复、水质提升等工程，坚守生态底线，还湖于
自然，还湖于民。沉湖湿地的自然生态得以
快速修复，万物在此共存共生，生机勃发。

最明显的是鸟类变多。2013 年申报国
际重要湿地时，共有 8 种水鸟在沉湖分布，数
量达到了全球总数的 1%，2021 年统计的最新
数据是 16种。

据同步调查，2018 年的冬季水鸟数量为
3 万只；2019 年增至 6 万只；2021 年上升至 7.7
万只；2022 年 1月份又攀升至 8.4万只。

沉湖的治理路径正在被周边的河湖复
制，沉湖的“中国绿”品牌效应对武汉市、蔡甸
区起到良好的示范、推广作用。

■沉湖：河湖相济万鸟齐翔

时值春暖花开之日，张毕湖公园成为武
汉市硚口区市民休闲打卡的目的地。

2019 年 7 月，张毕湖水环境治理工程启
动，总投资 5331.70 万元。通过实施岸线护
坡改造、湖盆物理形态改造、底质改善、高等
水生植被构建、生态系统优化及生活污水处
理系统建设等工程措施，张毕湖生态系统结
构得到调整和优化。同时，结合城市景观湖
泊的生态功能，实施生态系统修复与水质改
善工程，张毕湖各子湖构建起“草型清水态”
生态系统。

从鱼塘分割到碧波荡漾，张毕湖的历史，
就是一部硚口区湖泊保护的历史。从原来城
市发展向湖泊要空间，变成如今湖泊的发展
和保护向城市要空间，这些变化写就了城市
绿色发展的新篇章。

近年来，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积
极探索东湖这座城中湖的生态治水之路；将

“控污截污、雨污分流、自然交换、生态修复、
自我净化”作为生态治水的核心逻辑，通过促
进水质自我修复，提升东湖水域的“免疫力”，构
建“湖边湿地—湖边塘—子湖—主湖”梯级水质
生态净化体系，助力东湖之水提升“生命力”。

通过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东湖水生
植被和湖边塘生态得以修复，水生生物多样
性不断提高，食物链结构持续完善，140 公顷
水域重现“水下森林”，60.77 公顷共计 42 个
湖边塘水质显著改善。

东湖的治水经验，彰显自然生态、谋划休
闲人文、打造城水共生，为城中湖治理工作提
供了良好的示范样本。

■东湖：嵌在长江边的“生态绿心”

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牛山湖
是武汉市梁子湖的一个重要湖湾，曾与梁子
湖之间有一堤之隔，2016 年汛期，牛山湖堤
因破垸蓄洪爆破，实现永久性退垸还湖，随后
完成了“三网”养殖设施拆除。退养禁渔后，
牛山湖“水下草场”开始恢复，水质持续向好。

牛山湖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其中包括多
种珍稀濒危和特有的水生野生动植物。作为
团头鲂细鳞鲴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牛
山湖是团头鲂细鳞鲴的主要生长、繁殖场所，
2018 年牛山湖全面禁捕，对团头鲂细鳞鲴保
护意义重大。

加强水质监测、水环境巡查、水源地规范
化建设等措施，维护了牛山湖良好的水环境，
湖水稳定保持在Ⅱ类水质。2021 年，牛山湖
被选定为武汉市唯一的湖泊型应急备用水
源，筹建供水能力 50 万吨/天的应急水厂，承
担保障武汉市饮水安全的重任。

■牛山湖：“水下森林”摇曳生姿

青山港位于 武 汉 市 青 山 城 区 西 部 ，北 起 武
丰 闸 ，南 至 东 湖 港 ，全长 3.9 公里，向南一直延伸

■青山港：构建城市“生态绿肺”

■万家湖：卫星上消失的湖泊回来了

万家湖位于武汉开发区（汉南区）东部，
沌阳大道南侧，湖 泊 规 划 蓝 线 面 积 约 105.3
公 顷 ，以 万 家 湖 中 路 为界，分为东西两区。
以前的万家湖东区水体干涸，基本上看不到
湖面。

2018 年 10 月，万家湖黑臭水体整治工程
启动。拆除鱼池，清理场坪、农棚，还水于湖；
修建截污管道 6.3 公里，修建调蓄池 3 座，整
治排污口 79 个，截断污染源头;清淤 66 万立
方米，疏浚了水道，清理 了 底 层 污 染 物 ；湖
区 内 广 种 绿 草 植 被 ，科 学 放 养 鱼 类 ，重 建
湖 水 生 态 系 统 ，提 升 水 体 自 净 能 力 。 湖
汊 的 地 表 径 流 汇 入 30 万 平 方 米 的 生 态 缓
冲消纳区，采用“浅滩湿地植物带”水生态系
统，累计种植 73.8 万平方米的浮水、挺水、沉
水植物，投放 3.5 万公斤河蚌、田螺、河虾等底
栖生物；投放鲫鱼、鲶鱼、鳡鱼、黄颡鱼等 10
种鱼苗 7 万多尾，相当于重塑了湖泊的生态
系统。根据卫星测算，万家湖治理后半年“长
大”了一倍。

■ 琴断口小河：汉阳“引江济湖”的源头

米粮山下，伯牙断琴地，有一条琴断口小
河，它北起琴断口闸与汉水相接，南止永丰
闸，全长 3.67 公里，宽 40 米~100 米，是武汉六
湖连通工程“引江济湖”的源头。

2017 年以来，汉阳区连续投资 3 亿元，推
动琴断口小河综合整治。通过截污、清淤、岸
坡整治、景观建设和生态构建，劝退河岸沿线
对河道水体产生直接影响的食品加工厂、物
流公司、石材市场，同时，从汉江引流补水，增
强河水流动性。

经过多方努力系统治理，当年让居民“频
摇头、皱眉头、捂鼻头”的黑臭水体，华丽变身
为“一橹摇遍汉阳”的梦里水乡画卷。

■胜家海：河湖长制落地生根

近年来，武汉市全面推进河湖长制，狠抓河
湖治理，胜家海湖综合整治就是这一实践的缩
影。胜家海湖是武汉市 166 个重点保护湖泊之
一，昔日满湖杂草，水质差、臭味重、垃圾多，群
众反映十分强烈。

2017 年以来，武汉市黄陂区建立了以区委
书记、区长任总河湖长的区、街、村三级河湖长
制体系，打造“三长三员”工作阵地，不断壮大民
间河湖长队伍，强力推进胜家海湖治理。从
2018 年起，多方筹资投入 4000 多万元强力推进
胜家海湖综合整治，清除淤泥 4 万立方米，修建
岸坡护砌 600 多米，全面完成了违法养殖的退
渔工作。

经过努力，胜家海湖水质明显改善，全年平
均水质达到Ⅳ类水质标准，生态平衡逐渐恢复。

■杨春湖：打造“多彩湿地”名片

杨春湖位于武汉火车站北侧，京广高铁穿
湖而过，将湖面分割为东、西两个区域。湖面的
立体生态浮床上，翠绿的鸢尾娇美直挺；湖岸临
水处，含苞的鸢尾正待绽放。4 月，这里即将迎
来浪漫的“鸢尾花海”。

杨春湖引种了以鸢尾、菖蒲、香蒲为代表的
多彩挺水植物，作为水生态修复工程中的生物
修复手段。

在杨春湖东区，人工湿地上种植了多彩湿
地生态植物，生态及景观效果显著。而在西区，
累计清淤 7 万立方米改造湖底地形，增强湖水
流动性；按比例科学投放肉食性和滤食性鱼类，

西湖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西北湖绿化广场
内，是汉口后湖的一个“遗湖”，水体长期处于
浊水态，沉水植物难以存活，水体自净能力差。

2021 年 4 月，江汉区以西湖为试点组织

■西湖：构建“清水态”生态系统

■紫阳湖：“大湖+”生态科普

2018 年，作为“大湖+”样板湖区，武汉市
武昌区实施紫阳湖“大湖+”工程。为提升湖泊
水质，建立了一套湖水自循环净化系统，从紫阳湖
引水，经湖心岛上的半地埋式环保设施净化后
汇入岛上的景观水池，再流回到湖中。

通过这套处理设施净化后，紫阳湖水质
主要指标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两个月左右
可将湖水全部循环一次。另外，湖泊岸线以
前是“游泳池式”硬化驳岸，现已改造为平缓
的草坪，配以叠石和水生植物，缓解雨水污
染，生态效果更佳。

武昌区还同步建设了紫阳湖水生态馆和
紫阳湖共享空间，通过与公众的互动，进行水
生态科普，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进一步
提升公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鲩子湖：“闹中取静”的宝岛公园

鲩子湖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街，是江
岸区仅有的两个湖泊之一。湖泊周围高楼环
绕、车水马龙，而走进湖边小径，仿佛瞬间来
到一个清幽宁静的自然乐园。

2010 年 6 月，围绕鲩子湖而建的宝岛公
园在武汉文明公园评比中排名垫底。

知耻而后勇，江岸区变压力为动力，下大
力气对污水管网进行全面截污，从根本上解
决了外源污染入湖问题，同时在湖区实施沉
水植被恢复，极大改善了湖泊的水生态环境，
2014 年以来连续 7年实现水质稳定达标。

如今的鲩子湖畔路面整洁，环境优雅，天
蓝水清，鸟语花香，成为附近市民休闲锻炼的
首选之地。

■张毕湖：从鱼塘分割到碧波荡漾

为改善梁子湖水质，武汉市江夏区拆除梁子
湖及其子湖内的民垸子堤、土埂以及附属建筑物，
实现圩垸水系与梁子湖相通，梁子湖的水生态环
境显著提升。张桥湖、山坡湖、大小四海湖、仙人
湖、葫芦坑等 5 处民垸约 13869 亩的退垸还湖工作
正在加快推进，水体流通性不断增强。同时，强化
梁子湖非法养殖退渔后的日常监管，防止反弹。

目前，江夏区正在谋划、探索“河湖长制＋乡
村振兴”新模式，通过完善梁子湖环湖道路，打造
水绿、岸洁、景美、路通、人和的和谐环境，优化人
居环境，为乡镇提供发展亮点，努力打造乡村振兴
样板。

■梁子湖：万亩民垸退垸还湖

道观河水库位于大别山南麓，地跨武汉市新
洲区、团风县两地区。本着“受益者补偿、损害者
赔偿、保护者受偿”原则，两地政府探索建立道观
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双方建立健全联防共治机制，在改善水库水
环境、提升水质、联合执法、禽畜禁养上共同着力，
确保流域水质稳定并达到Ⅱ类水质标准；同时，为
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创新绿水维护补偿考
核制度，团风县获得新洲区的生态补偿 300万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态文明智库核算，道
观河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为 6.776 亿元,在
调节服务价值中，以水源涵养和洪水调蓄价值为
主，分别为 2.26 亿元和 2.12 亿元。GEP 核算充
分彰显了道观河的生态价值。

下一步，当地将加快道观河生态旅游、乡村民
宿、森林康养等产业发展，为打造环境友好型的新产
品新业态，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富民开拓新路径。

泛舟金银潭上，但见水下森林轻柔摇曳。近
年来，武汉市东西湖区通过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和
水生态修复，以及湖长制长效管理体系的建立，从
控制入湖排污口面源污染入手，使金银潭生态系
统逐步恢复，沉水植物占据了湖面较大部分面积，
实现了浊水藻型湖泊向清水草型湖泊的蜕变。临
水而望，湖水清澈明净。

随着湖泊生态系统的逐步恢复，金银潭水质
得到显著提升，近年来稳定保持地表水Ⅲ类标
准。湖泊周边环境质量得到大幅提升，生物多样
性显著增加。

同时，配套建设金银潭环湖滨水步道和园林
景观，并建成武汉市首个户外大型丛林蹦床、26
种不同风格的丛林秋千、公园健康花径等娱乐设
施，初步形成“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生态景观。

■金银潭：人水共生的美丽郊野公园

东方白鹳和鹭群在沉湖翩翩飞舞。 魏斌摄

胜家海 龚建国摄

武昌紫阳湖公园

杨春湖公园 曹小麓摄

专家把脉问诊，对照《湖北省河湖健康评估标
准》，对西湖实施水位调控、底质改善、水草种植
等措施，构建出一个“清水态”生态系统。

为了保障这个生态系统持久稳定，江汉区
对西湖着力推行“治理+管护”的生态管理养护
方式。一方面，布置围隔、清除野杂鱼，为植物
生长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每月对湖泊水质、藻
类种群、叶绿素α等指标进行检测，利用这些关
键数据，指导湖泊的日常养护工作，并及时关注
湖泊水质波动，实现湖泊水质稳定达标、水生态
系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琴断口小河 李永刚摄

至东湖。
2015 年 4 月，青山区成为全国首批海绵

城市试点示范区之一。针对青山港存在的水
环境问题，青山区以海绵城市示范区的建设
为契机，实施青山港湿地雨污水整治及水环
境修复工程，将青山港打造成一个“渗、滞、
蓄、净、用、排”的海绵体。

修复工程共计完成渠道清淤 1.19 万立
方米，消除排污口 3 个，消除了水体黑臭，让
青山港蜕变为健康、生态、循环的湿地公园，
成为市民舒缓身心的城市生态绿肺。

道观河

宝岛公园鲩子湖 春到东湖春到东湖 蒙晓东摄蒙晓东摄

金银潭金银潭 张传明摄张传明摄

以及螺、蚌等底栖动物，再造完善的湖泊生态
系统。随着后期持续的科学维护，杨春湖水
质和景观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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