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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古城的东宋河，已流淌了千年。
千年前的河畔草木蓁蓁，浣纱人影娉婷；千

年后的河内鱼翔浅底，河岸灯火通明。
时间似乎没能在这条悠悠流淌的水路身上

留下什么痕迹，但只有伴随潺潺水声长大的人
们才知道，见证了漳州沧海桑田、从防御壕沟演
变成生活排水沟的东宋河，也曾有过污浊不堪
的惨痛经验。

自 2014 年我市启动市区内河水环境综合
整治以来，驳坎河岸、拓通清淤、引水荡腐，背负
着垃圾、污水的东宋河开始重露清颜。2017 年
底，河道基本消除了黑臭问题；2018 年，景观提
升工程完成，初现清水绿岸。今年来，我市更是
从源头入手，多措并举实施东宋河污染源示范
治理，至 6 月底成功完成河道片区雨污分流改
造，基本实现“晴天污水不入河、雨天雨水不进
厂”。本期聚焦，就请跟随记者一起走近这条流
淌千年的东宋河，看它是如何彻底拦截污水、再
换新颜。

“小时候大人们都说，下大雨的天气，河水非常
的毒，最好不要接触。”尽管已经成年并有了家室，许
礼晟对儿时的这句“警告”仍记忆犹新。

家住江景花园小区的他，在漳州古城开了间豆
花店，闲暇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带着孩子沿河边漫
步。“如今整治过的东宋河不仅变干净，更变漂亮
了，吸引来的客流也带动着沿岸经济发展愈发蓬
勃。但是每逢下雨天时，我仍会不自觉想起那句

‘老话’，特别是看到泛着白沫、油渍的污水被排到
河里时，我更害怕，害怕河水真的有‘毒’。”他说。

“毒”在河里，“毒源”却在岸上。“光靠清污治河
是不够的，消灭岸上污染源才是治本之道。”在内河
水环境整治项目公司设计部经理刘筱昱看来，南方
梅雨季节的雨量大、持续时间长，这就导致了部分未
彻底雨污分流的小区会有大量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
道。而东宋河两侧多为老旧小区，雨污合流、楼前源
头混错接等问题普遍存在，不少排水管道还存在严

重腐蚀现象，渗流严重，污水入河依旧存在。
为了彻底摸清岸上污染源“底细”，市住建局、芗

城区政府联合施工单位、镇街工作人员组成网格小
分队，对东宋河沿线大大小小的 73处排水口的地下
排水管（渠）网进行全面普查，从排水立管调查、居民
小区管网排查、市政排水管网排查、排水口逆向溯源
排查四个方面同步推进，形成排水管网一张图，重点
检查排水户、雨污水管网的排水去向，以及油污油烟
预处理情况、排水许可证办理情况等，最终形成影像、
文字、数据资料，造册入档。

从“撬井盖”的手动操作到管道内窥镜（QV）、
CCTV机器人、无人机航拍等智能排查，多措并举的
一次次走访摸底，最终筛查出建筑混接立管 605根、
地下管线污染源点 262 处，涉及餐饮店面 347 个、公
建单位 16个、医院 2个、美容美发洗车店面 32个、其
他类型店面 910 个等，为做好源头雨污分流改造提
供了重要依据。

溯源：

人工智能摸排 改造有据可循

目标确定，整治立即全面铺开。
以东宋河为中心，东至新华南路、西至香港路、

南至博爱路、北至南昌路的商住小区、学校、公园、城
市更新区域等都被纳入污水源头整治的“射程范围”。

“我们将整个东宋河片区划分为五种类型 12个
区域，结合用地性质及建成区条件，因地制宜选择有
针对性的分流改造方案，对管道源头错接的及时进
行纠正，对没有雨污分流系统的及时进行完善。”市
住建局城建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老旧小区或历
史街区由于规划建设不到位和生活习惯等原因，普
遍存在雨水立管接入生活洗涤废水等现象，部分阳
台还被改造成厨房，直接对雨水立管进行生活排
污。特别是小区的排水管道基本都缺乏定期管养，
堵塞、混接较为严重，从而导致生活污水逆溢至内
河，造成水环境严重污染。

于是，施工单位一段段推进、一点点修正，从增
加悬吊横管将雨水引至有空位的外墙、断开污水管
道、增加出户管接入污水系统，到设置雨污立管标

识、原合流立管下部增设存水弯，随着小区、街巷等
每个排水单元的排水路径愈发清晰，被堵住的“毛细
血管”也一点点疏通。至 6月底，今年我市共在东宋
河雨污分流改造示范区内新建雨水管 2313米、污水
管 2368 米、建筑雨水立管 251 根、建筑污水立管 13
根，修复建筑立管 53 根。污水有了正确的流向，

“晴天污水不入河、雨天雨水不进厂”终成现实。
如今，在东宋河片区的道路间、井盖旁，除有标

记着“雨”或“污”的圆形标识，上面还标有位置、编号
和箭头走向。“这是井号牌，就是排水井的‘身份证’。
通过这些标识，路人可直观了解排水井中排的是污
水还是雨水，水流走向如何。”市住建局城建科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完成东宋河片区雨污分流示范
改造的同时，下阶段还将加强对沿岸店铺特别是餐
饮店的排水督查力度，防止私接偷排等现象发生，确
保生产、生活和经营活动产生的污水，通过截污纳
管、统一收集、处理达标后排放到外环境，最终实现

“污水零直排”。

治本：

分区修正路径 疏通“毛细血管”

由于河体长时间受到污染，水中的污染物不断
累积沉降，当累积到一定量后，会持续向水体释放污
染物，形成内源污染。因此，在控源截污工程完成
后，我市又及时开展河道清淤疏浚，消除河道内部污
染源。

“为了保持河道水质，我们还从九龙江西溪引水
用作东宋河的日常补水，保障水体流动性的同时，也
为河道水生态系统构建提供生态基流保障。”市供排
水中心书记谢少杰告诉记者，通过投加微生物，种植
沉水植物、挺水植物、浮叶植物等水生植物，投放鱼、
虾、螺等水生动物，我市不断加快构建宋河水体生态
系统，增强水体自净能力，提高河道水质稳定性。

如今的东宋河，举目水清岸绿、堤柳成行，恰似
一条城市碧玉带。沿河一路漫行，花香沁脾，鸟啼蝉
鸣。河畔新建的内河水污染治理互动展示馆里，解
说员正在对市民讲解着市区黑臭水体整治思路及
成效。“水环境治理工程是阶段性的，要长久保持
河道水清、岸绿、景美，还需要完善的长效管理机
制。”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东宋河未来
将通过智慧水务管理平台进行河道实时监测、“管
网-河道”协同智慧化管理实现联排联调。同时，以

“河长制”为依托，我市还将加强河道保洁、排水管
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制度，为实现河道长治久清
提供坚实保障。

久清：

增强水体自净 智慧水务监管

本报记者 蔡柳楠 通讯员 谢少杰 吴志强 方声熠 文 游斐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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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古城东、西濠沟开凿于唐代，因北宋咸
平二年（即公元 999 年）修浚并全线打通，故俗
称宋河，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宋河作为漳
州唐宋子城的护城河，体现了“以河为城，以桥
代门”的独特筑城形制，是漳州历史文化名城
的重要标志之一，千百年来可通舟楫。1988 年
东、西桥亭及宋濠一并列入第一批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近代的宋河，随着城市的扩张逐步变成了城

市内河。河道两岸建筑临水而建、跨河而建，宋
河河道的三分之一逐渐被建筑覆盖。河道不再
作为城池防御的壕沟，转而成了排水泄涝的主要
通道。其中，沿着南昌路以南的暗渠，至东盛大
厦后面的南昌路的小巷开始变成明渠，往南直通
九龙江，这一段的河称为东宋河。东宋河西岸长
着数十棵须根参天的古榕，河西是澎湖巷,特别是
从东桥亭到太古桥这一段保存较完整, 虽几经变
迁，依稀可辨昔日的风韵。

东宋河的前世今生

环卫工人正在清理河道垃圾（台湾路至北京路）

摄影爱好者在拍摄东宋河美景（东桥亭附近）

工人正在养护沿岸绿植（太古桥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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