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建设节水型社会，三大用水指标连续 15 年呈降势

广东通过推行河长制，加强河湖保洁，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图为广州海珠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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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规划建设万里碧道是省
委、 省政府的重要决策， 是推动河长
制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最重要
的抓手。2019 年，大湾区和 10 个地市
组成的“1+10”共 180 公里省级碧道
试点建设全面铺开， 水生态改善带来
的良好效益开始释放。

“通过治水、治城与治产相结合，
打造生态、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
新模式。 ” 深圳市河道管理中心主任
曾亚介绍， 碧道建设将促进区域环境
优化、 流域空间复合利用， 同时以治
水带动周边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城市功
能提升，“一旁的工厂已经腾笼换鸟，
打造成啤酒园”。

碧一江春水， 道两岸风华。 广州
蕉门河、深圳茅洲河、珠海天沐河、佛
山东平水道、 东莞华阳湖等碧道试点
已率先基本建成。 如今， 碧道不但成

为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好去处， 更成为
推动城市转型升级， 水岸联动发展的
重要载体， 碧道沿线正崛起座座滨水
新城。

水生态、水环境的不断改善，凝聚
着广东各级河长们不懈治水的努力，
为碧道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广东共设立省、市、县、镇、
村五级河长 80430 名 （含兼任湖长
476 名 ），建立河长制两年多来，累计
巡河 936 万人次，巡河发现并整改问
题 28.9 万个。

在各级河长的带头攻坚下， 广东
“清四乱”“五清” 专项行动取得决定
性成效———截至2019年年底，全省共
排查出“四乱”问题15998宗 （居全国
前列），销号率99.6%。在“五清”方面，
全年共清理水面漂浮物668.84万吨、
河长5.37万公里、水域面积6979.13平

方公里， 规范整治入河排污口10605
个，清淤疏浚城市黑臭水体474条。

在各级河长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力下， 全省河湖水环境取得重要阶段
性成果———全省江河湖库水质总体趋
好，东江、西江、北江、韩江、鉴江及珠
江三角洲的主干河道水质优良， 茅洲
河、 练江等重污染河流整治有效推
进，流域水质明显改善。 广州、深圳全
面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去年 5 月， 广东省作为河长制湖
长制工作推进力度大、 河湖管理保护
成效明显的 5 个省（区 ）之一，获得国
务院督查激励。

浩浩珠江，奔流不息；人水和谐，
幸福河湖。 广东践行新时代治水方针，
奋力推动节约水资源、补齐水短板，优
化水生态，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的供水、防洪和生态安全保障。

广东全力建设美丽幸福河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

节水优先护生态 补齐短板保安澜
文 / 粤水轩 图 / 邹锦华

2020 年 3 月 22 日是第
二十八届“世界水日”，也是
第三十三届“中国水周”的开
端。 我国纪念 2020 年“世界
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
主题为“坚持节水优先，建设
幸福河湖”。

全省 44 家省级机关建成
节水型单位，10 个县区通过
节水型社会创建省级验收；累
计完成中小河流治理 1.43 万
公里，水利防洪薄弱短板有力
补齐；8 宗重大水利项目按计
划推进，总投资规模超过 800
亿元； 全省五级 80430 名河
长湖长，两年多来巡河发现并
整改问题 28.9 万个；180 公
里省级碧道试点建设全面铺
开……一串串数字背后，印证
着广东河湖更清更美了，供水
防洪更有保障了，水生态更加
健康了……

近年来， 广东深入贯彻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积
极践行“水利工程补短板、水
利行业强监管”水利改革发展
总基调，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
刚性约束，深入推进河长制湖
长制， 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 引领社会形成珍惜水、节
约水和爱护水的良好风尚。

广东水利大院新建透水路面、 植草沟
和雨水集蓄池，收集大院雨水处理后，用于
绿化灌溉、景观用水和自动洗车等，充分体
现了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院内绿化灌溉，
是通过埋在土壤里的水分传感芯片自动启
闭闸阀进行； 车辆清洗则通过无人值守的
雨水自助洗车机完成， 耗水量只是人工洗
车的 1/4；餐厨用水全部处理回用冲厕，实
现一水多用循环利用； 手机监控平台可随
时随地对各楼层用水情况进行日常巡检
……今年年初， 在广东省水利厅节水型机
关公众参观活动上，首批 60 名进场参观的
小学生，看着种种节水“神器”啧啧称奇。

2019 年年底， 省水利厅节水机关建
设以高分通过水利部验收，在珠江流域片
排名第一，名列全国前茅。 省水利厅节水

机关建成后， 预计年节水量 3 万立方米，
减少污水排放 2.4 万立方米 ， 节水率
37.5%。 在提高用水效率的同时， 节水型
示范单位的打造，更成为向社会开展节水
宣传教育的窗口。

广东虽地处南方丰水地区，但降雨时
空分布不均，80%的降雨量集中在汛期，
大部分雨水以洪水的形式流入大海；枯水
期降雨量少。 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不足世界
人均量的 1/4，低于全国人均水平。

对此，广东从加强水资源的源头管控
着力， 多措并举全力推动节水型社会建
设。 2019 年年底，经省政府同意，《广东省
节水行动实施方案》正式印发。 这是今后
一个时期全省节水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推动工业节水减

排、推动城镇节水降损、推动农业节水增
效等方面，形成“广东节水九条”，全面提
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广东节水型社会建设陆续取得新突
破。 通过强化现场调研督导、提供专业技
术支撑、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截至 2019 年
年底， 广东已有 10 个县区通过节水型社
会创建省级验收，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此
外，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保障，加强宣传
培训等措施， 已有 44 家省级机关建成节
水型单位。

节水优先，带动全省用水效率明显提
高。 近 15 年来，反映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效
的广东人均综合用水量、 万元 GDP 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三大重要用
水指标，连续呈下降态势。

暖阳下，梅州市平远县石正河波光
粼粼的河面上，亲水步道、风雨桥、水车
等与岸边连绵的景观带相映成趣，周围
鸟语花香，一步一景，处处如画。

“以前岸边的竹子把河道都挡住
了，河堤也破旧。 现在这里水清河畅，
空气又好，暴雨也不怕水淹上来，我经
常都来河边走走。 ”谈起石正河治理前
后的变化，村民钟阿姨感触尤深。

近年来，该县以中小河流治理为契
机，投入 3.25 亿元打造生态河流，既清
淤疏浚、防洪固岸，又推出“十里水乡·梦
里老家”“烟雨南台·石泉石美”等河流治
理示范点，成为乡村振兴“点睛”之笔。

石正河的变化， 是广东中小河流
治理成效的缩影。

为补齐水安全短板，中央于2009年
启动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广东
自2014年年底启动山区五市中小河流
治理。 至2019年年底，广东省列入中央
规划内中小河流治理累计完成2750公
里；山区五市累计完成治理河长8411公

里 ， 占规划治理河长 8264公里 的
101.8%， 提前一年完成治理任务。 从
2018年开始， 广东将山区五市中小河流
治理的经验和做法， 复制推广至全省其
他16个市，实施第二期中小河流治理。 至
2019年年底， 二期中小河流累计完成治
理河长3234公里， 占规划治理任务7848
公里的41.2%，完成投资59.35亿元。

治理后的中小河流， 防洪能力全
面提升， 成功防御了多次台风和强降
雨影响； 河流经过的城镇和村庄的人
居环境大为改善， 有力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乡村振兴步伐提速增效。

水安全保障不仅深入乡村基层的
“最后一公里”，在大江大河上也越筑越牢。

2019 年，广东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取得历史性突破。 目前正在推进的重
大水利项目达 8 宗，总投资规模超过
800 亿元， 是我省水利建设史上同步
推进项目最多、投资最大的时期。

截至 2019 年年底，珠江三角洲水
资源配置工程、 韩江高陂水利枢纽工

程、 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工程等 3
宗工程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如期
完成其他年度工作目标； 广州北江引
水工程、引韩济饶供水工程、潖江蓄滞
洪区建设与管理工程、 粤西水资源配
置工程湛江分干线工程等 4 宗工程均
按计划开工建设， 西江干流治理工程
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面上水利工程建设也“多点开花”。
列入《加快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实施
方案》 的 59 宗小型病险水库项目已全
部完成初步设计审批，开工 37 宗（已完
工 20 宗）。 1900 公里规划内海堤项目
累计完成建设堤长 772 公里， 其中
2019 年完成 52 公里。 70 宗练江流域
综合整治水利建设项目开工 55 宗 （基
本完工的有 40 宗 ）。 揭阳引韩供水工
程、韶关南水水库供水工程等一批区域
性供水工程加快建设……

加强供水保障、补齐防洪短板，一项
项水利工程， 如坚强的卫士守护着粤水
安澜，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B 补齐短板保安全，全省累计治理中小河流 1.43 万公里

C 优化水生态环境，180 公里省级碧道试点建设全面铺开

广州各医院陆续恢复日常医疗服务，同时采取特殊措施，防止“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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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通讯
员叶金鑫、 邓立超报道： 为避免
清明期间祭扫人群扎堆， 严防疫
病传播、 疫情反弹， 记者从省民
政厅了解到， 该厅会同省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充分发挥“数字政
府”一体化平台优势，借助微信政
务小程序“粤省事”平台，推出“云
祭扫”服务。

据了解，该服务已于 22 日
正式上线， 市民可在线创建先
人祭扫空间，通过献花、寄语等
绿色文明方式缅怀逝者， 寄托
哀思。

广东省民政厅还倡议：全
社会从疫情防控大局出发，携
起手来，共同行动，从我做起，
从家庭做起，选择居家追思、文
明祭扫。

线上追思
文明祭扫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 但是目前广州各大医
院陆续恢复日常医疗服务的同
时，依旧对门诊 、住院 、手术病
人进行了极其严格的筛查和防
范措施 ， 以防止在院内出现感
染的情况。 记者 23 日采访了解
到， 目前广州有医院对肿瘤病
区的住院病人采取了隔床收治
的策略 ， 防止病房的里病人过
于集中。

门诊实行预约分时段就诊

目前，省妇幼保健院 、南方
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医院
已经全面恢复了门诊服务。“医
院全面实行非急诊分时段预约

制 （ 提 前 三 天 预 约 ），现场不加
号 ，按时段就诊 ”。 中山大学孙
逸仙纪念医院南院妇科肿瘤病
区明确提示所有的就诊患者 。
南方三院门诊同样实行全实名
制就诊 ， 并进行流行病学史申
报。

“诊室里除了医生护士、一名
患者，最多加一名陪护人员外，其
他人都不允许进诊室。 ”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南院妇科肿瘤教
授林仲秋说，“就诊时， 建议不要
带家属，以免人员聚集。 ”在门诊
如此， 住院病房也是本着减少聚
集的原则， 在收治病人方面也采
取了特殊措施。“入院病人要进行
严格的筛查， 比如新冠肺炎咽试
子核酸检测、胸片检查，血常规 C

反应蛋白等检查。 手术病人还要
进一步做胸部 CT。目的就是避免
病人中出现新冠肺炎患者， 导致
整个病区被感染。另外，住院病房
内两个病人的病床之间要隔空一
张床，比如三人间的病房，现在只
收两个病人。所以，住院病人大概
只有原来的 2/3。

血源人手紧张手术量减少

林仲秋告诉记者， 由于疫情
的影响， 目前该院肿瘤手术量减
少了不少。

据记者了解，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共
151 人 ， 妇产科有十多名 护 士
支援湖北 ，虽然部分医护现在

已 经 返 回 广 州 ， 但 还 需 要 14
天的休整期 ， 所以病区的护理
人手不足。

林仲秋还指出， 导致手术量
减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血源不
足。“我们现在做手术需要备血，
但是目前血源紧张， 如果病人涉
及大手术，需要输血，我们也不太
敢做。 所以现在医护人员都纷纷
走出来献血。 ”林仲秋也呼吁大众
踊跃参与献血中来。

肿瘤患者可按指引就医

目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等医院都开通了互联网医院，减
少就诊感染风险。“我们肿瘤病
人之前门诊只能一次拿一个月

的药物 ，疫情期间，医保政策做
出调整 ， 现在一次可拿 3 个月
的药物 。 ”林仲秋称 ，这样可以
大大减少病人因为拿药而就医
的频率。

“对于一些良性肿瘤非急诊
的病人，可以推迟手术，或在当地
医院治疗。需要化疗的患者，能在
当地医院化疗尽量在当地医院化
疗，我们会跟当地医院联系，把患
者的化疗方案， 药物的剂量和注
意事项跟当地医院进行详细沟
通。 ”林仲秋称，现在疫情已得到
有效控制，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
去， 医院门诊和住院逐步恢复正
常， 所以对于大部分肿瘤患者来
说， 可以按照医院的指引安心就
医了。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通讯员穗外事报道：北
京时间 3 月 21 日（当地时间 3 月 20 日 ），广州援助
意大利友好城市帕多瓦的防疫物资顺利抵达当地。
帕多瓦市长塞迩乔·乔达尼称：“在我们最困难的至
暗时刻，广州的慷慨相助雪中送炭、及时抵达，非常
感谢这赠予帕多瓦人民的珍贵礼物。 ”

记者 23 日从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获
悉， 此次捐助帕多瓦市的物资包括 30 万个医用防
护口罩及 200 个额温枪。塞迩乔·乔达尼表示，这批
物资将第一时间提供给抗疫一线的工作者，包括医
务工作者、执法人员、照顾老年人和体弱者的志愿
者等，以确保能更好地保护和服务人民。 其余物资
将有序发放给帕多瓦市民。

患难见真情。 帕多瓦当地对广州的帮助反响热
烈，当地报纸、网站等公共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
道，并大篇幅全文刊登了广州市长与该市市长互致
对方的真诚慰问信，帕多瓦市长、政府官员打出了

“谢谢广州”的标语。
据悉，目前意大利疫情形势非常严峻，广州时刻关

心意大利友城疫情情况，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巨
大压力下， 毅然向疫情严重的意大利 5 个友城捐赠物
资。 除帕多瓦外，受捐的友城还包括意大利的巴里、热
那亚、米兰和都灵。 所有物资均于 3 月 23 日抵达。

“至暗时刻， 广州雪中送炭”
广州援助意大利 5 个友城的防控物资全部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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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期限可放宽至20年
办法明确，历史建筑保护利

用应当遵循保护优先、 合理利
用、惠民利民、鼓励创新的原则。

记者留意到，在现行政策法规
基础上，办法进一步扩大鼓励性使
用功能的范围， 鼓励设立博物馆、
纪念馆、社区图书馆、民俗体验馆
等， 鼓励用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岭南民间工艺传承、中华老字
号经营等，特别是鼓励引入众创空
间、文化创意、科技孵化、民宿客栈
等新业态。

为提高历史建筑的空间使
用效率及适用性，办法允许在建
筑内部适度增加使用面积或调
整楼层层高，在建筑外部定比例
增加附属面积用于满足消防、市
政等专业管理要求，增加建筑使
用面积不计算容积率，不办理产
权登记，无需补缴土地出让金。

考虑到历史建筑修缮的成
本较高，投资主体难以在短期内
收回投资成本，还有可能造成修
缮工艺不精、破坏历史建筑等问
题，办法从多方面为国有历史建
筑“松绑”。 如国有历史建筑实行
公开招租，租赁期限可放宽至 20
年。 提供租金减免，对于公益类
使用可予免租金，对非公益类中
从事科技孵化、文化创意、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华老字号经
营、岭南民间工艺传承、传统制
造业展示以及市政府鼓励的其
他业态， 给予一年的免租金期，
第二年开始租金减半收取。

对历史建筑征而不拆
在城市更新与新区建设过

程中，由于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
的更迭容易造成历史建筑保护
力度不足， 甚至出现破坏行为，
如何更好保护历史建筑？

办法明确，在城市更新和新
区建设组织土地出让过程中，对
历史建筑征而不拆，提出将经批
准的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确定的
内容纳入地块规划条件，并在出
让合同中约定保留历史建筑的
处置事项和保护责任。

已储备未出让的地块，土地
储备部门应当在地块出让前，对
已储备用地范围内的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不可移动文化遗
产保护线索等履行保护责任。

区人民政府在实施涉及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建筑修缮
等各类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时，在
实施方案中应当设立“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专章。

历史建筑由于年代久远 ，
建筑本体的消防标准较低 ，活
化利用过程中， 如何保证消防
安全的同时解决消防审批问
题？ 办法提出，制定适应历史建
筑特点和保护需求的具体建
设、管理要求和保障方案，并对
历史建筑提出提高耐火等级、
完善内部改造、 增设消防设施
等具体防火安全措施要求。 如
改建和增加内部楼梯、 增加内
部连廊，增设逃生绳、逃生梯等
缓降逃生设施等。

历史建筑可“变身”民宿
广州拟出新规让其“活”起来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赵燕华
通讯员 穗规资宣

记者 23 日从广州市政府了解到， 近日，《广州市促
进历史建筑合理利用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
市委、市政府同意，即将正式印发。

办法适用于经市人民政府确定、 公布的历史建筑。
办法为解决近年来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痛点难点提出
创新政策措施，其中提出，国有历史建筑租赁期限可放
宽至 20 年；为保障房屋消防、结构安全需求等，允许历
史建筑适度增加使用面积，不办理产权登记，无需补缴
土地出让金。

“云祭扫”服务
粤省事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