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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巡逻艇感受河道变化
日前，我们“搭乘”市水务局泵闸处的白

色巡逻艇，跟随闵行区水务工作人员开始水
上巡逻。
龙年新春时节，大部分船舶都停靠休息，

尤其是那些在市区航道很少看到的艨艟大船
泊在北岸。途中并没有看到行驶的货船，不过
据说忙碌时，河上船只来往不断。“苏州河是
黄金水道，尽管现在它作为水上运输的功能
正在逐步改变，但它现在仍是不少货船的必
经路线。”
开船几分钟后，记者在南岸看到一大片

防护林，宽约 !""米、绵延近千米的林带颇有
气势。“这是苏州河水源涵养林，现在已陆续
种植乔灌树种、落叶与常绿、针叶与阔叶相结
合的 #"多种树种。”经过改造，林木高低有
序，错落有致，并成为亲水观景区域。
巡逻艇每次巡查来回得几个小时，河面

上是否有污染物、是否有非法排污现象……
都是巡查人员的监管职责。据驾驶员介绍，最

早的巡逻艇都是敞开式的挂桨机小木船，现
在使用的都是全封闭的空调船舶，巡查员的
工作环境随着苏州河的变化也发生着改变。
返回时，正好看到一个清理船作业归来。

作业船上堆满垃圾，“这几年，苏州河上的垃
圾明显少了，这是个好现象。一来沿岸的工厂
基本都迁走了，二来沿河居民的环保意识增
强了，相信苏州河会越来越干净的。”巡查人
员介绍说。

“走基层”摸清排污源头
巡逻艇缓慢前行，沿岸一个个住宅区依

次出现在眼前。“华漕镇苏州河沿线的环境变
化很大，过去两岸工厂的污水都是直接排到
苏州河的，现在工厂关闭了不少，留下的，都
要先到污水处理厂处理。”
开船半小时，记者所见的两岸工厂不多，

唯一瞩目的是一个江桥市场的粮油市场，现
在仍然在发挥作用，仿佛诉说着苏州河过去
的往事……
排摸污染源，饱含苏州河综合治理进程

中的艰辛、酸苦。闵行区中北片地区污水外排
工程，是苏州河六支流污水截流工程的子项
目，主要收集苏州河支流新泾港、华漕港（含
横沥港）流域纵横跨越闵行区四镇一街道（华
漕、七宝、虹桥、梅陇镇和龙柏街道）的生活污
水和工业废水。
在此之前，闵行区中北片地区的各镇、街

道均无一个完整的污水系统，仅有一些雨、污
水合流管道。居民点的老公房、企事业单位和
乡村宅基地的生活、生产污水经化粪池截流
处理后就近排入河道，而新开发的住宅小区
的生活污水，虽经处理后经雨水管道排入河
道，但尾水排放标准还不尽如人意。
为了摸清污染源单位的情况，闵行区污

水指挥部组织各镇、街道反复调查十多次，基
本摸清了中北片地区污染源单位的分布情
况。中北片地区共有大小污染源约 $"""多
个，每天产生 !%万吨污水，都就近排入支流
河道，然后通过北横泾、蒲汇塘、新泾港、盐仓
浦、华漕港等骨干河道最终进入苏州河，严重
地污染了地区中、小河道水体和苏州河水质。

耐心治污促河水变清
闵行区中北片地区的污染源，占整个苏

州河支流污水截流工程范围污染源总量的三
分之二。污染源掌握了，如何寻找污水的出
路？闵行区投入资金，一方面建污水处理厂，
铺设污水管线；另一方面，对地区 $"""多家
污染源单位实施雨、污水分流内部改造及污
水纳管。
由于污染源单位面广量大，投资体制多

元化也使各企事业单位的经济体制各不相
同，更有一些生活小区找不到管理单位，纳管
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纳管工作人员总是耐
着性子，苦口婆心，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
三次，有的甚至五六次，上门宣传解释。技术
人员还为污染源单位测量、绘制内部改造施
工图，编制概算，积极落实资金实施改造。
如今，坐船河上行，水变清，鱼虾重现，河

岸变绿，苏州河不再是肮脏污染的浑浊之河，
而是见证上海飞速发展的清清之河。

本报记者 叶薇 实习生 胡秋元

! ! ! !闵行的发展有目共睹，她已从
一个原来的郊区跃居为极具现代化
的新城区。一个城市包括地上的建
筑和地下的管网，苏州河治理，在给
闵行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予闵行
发展机会。

自 $""!年到 $""$年，闵行区
中北片地区共完成污染源单位污水
纳管 $""!家，占整个市区苏州河六
支流截污纳管工程总量的 %&'，地
区截污纳管率达 (%'。

数字可能是枯燥的，但是，记者
在苏州河南岸听了闵行区水务局副
局长张建说了两个小故事，颇有感
触。张建小时候住的村庄旁边，有一
家相当然有规模的企业，把村民赖
以生存的河流污染了。几位老农民
非常气愤，他们打起河里的水装进
铅桶，拎到厂长的办公室问他：“你

看这个水还能喝吗？”厂长看了非常
汗颜，随即采取了补救措施。

还有一件事，是张建工作以后，
到原来的纪王镇去商洽铺设地下管
网事宜。当时的镇领导很不解地问：
“这个有什么用？把钱花在看不见的
地方。”正巧，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外
企来谈落户问题，首先问纪王镇地
下有没有排污管道，如果没有配套
的环保设施，他们明确表示不会考
虑投资。这件事让当地领导的思路
与国际接轨了，随后开始花大钱投
入，建立截污纳管系统。

要开发，先埋排污管，在如火如
荼开发建设中的闵行已变得常见。
如果没有多年持续建成的地下管道
充当稳固的“基座”，现在的闵行怎
会如此美丽、洁净？

本报记者 朱全弟

! ! ! !苏州河原本是美丽的。她灌溉
滋养了上海，比黄浦江更早，因此，
有人为此争，说苏州河才是上海的

母亲河。当然，“黄浦夺松”最终取而代之，这
是事实。但是，母亲的胸怀是宽大无边的，她
只是把儿女抚养长大，从来不会计较将来的
回报。作为苏州河的子民，我们要爱护河流，
善待河流，这才是应该“争”个明白的事。

我们从青浦白鹤起，就是从苏州河流经
的地方开篇，感知、感恩这一条河，她给予我
们的一切。我们从苏州河孕育而形成的两岸
城市风貌一路走来，让市民重新认识苏州河
对于这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们
想唤起每一个市民都成为她的护卫者的欲
望，那是职责，守望家园，苏州河是我家门前
的景观。 本报记者 朱全弟

! ! ! !华漕位于吴淞江即苏州河南岸。据
史载，元初，漕河边渐成集市，明弘治是
“多夷贾贸易”，形成集市。因地处华亭
县漕运要津，遂名。可见，华漕是当时的水运
要道，并一度兴盛，且有“国际贸易”之雏形。

现在，华漕镇上有一条华江路，其实就
是闵行华漕到嘉定江桥的合称，苏州河南岸
和北岸就此连接起来了。据当地老人讲，原

来这里还建造过一座“南华桥”，就是从
华漕到南翔的，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毁于
日军炮火。不过，现在华漕还保留了南

华街，似乎是在作历史的见证。
如今的闵行华漕，迎来了发展的新机

遇，虹桥枢纽在此建设，给未来的华漕带来
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远大前途。

朱全弟 胡秋元

明天
畅想

龙年新春，寒风刺骨，记者近距离接触治理后的河道

截污纳管，妙手连施“扮靓”苏州河

! 巡逻艇一次巡查得几个小时

气温2℃，寒风凛冽。
新年第一波寒潮来临的一
天，记者来到闵行区华漕镇
苏州河管理站。早上10时，
站在苏州河岸边，看点点阳
光洒在河面上，清新的空气
在鼻尖萦绕，倒也心旷神
怡。很难想象，过去，这里两
岸杂草丛生，水面上漂浮的
各种垃圾长年发臭。一些企
业直接往河道排污，长年累
月造成河道黑臭。

! 河道保洁人员辛勤工作 本版照片均为记者 陈意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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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清清河水惠及子孙

! 河景治理成功!令人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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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江路上怀想“南华桥”

白鹤 安亭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