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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养殖是南四湖地区的传统产业，南四湖更是北方最
大的淡水鱼养殖基地。据2010年渔业普查统计，微山县渔业
养殖总面积65.5万亩，其中网箱网围22.85万亩、池塘42.65
万亩。

为确保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顺利实施，从2012年起，微山
县连续多年强力开展渔业养殖污染防控工作，通过从严实施
养殖总量控制、合理规划养殖区、实行养殖许可等方式，持续
清理取缔南四湖投饵性网箱网围养殖。至2017年南水北调
工程顺利实施输蓄水，累计清理网箱网围18.98万亩，2018年
清理取缔规范保留的生态网箱网围3.87万亩。2019年，微山
县制定了《南四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池塘退养整
改方案》，截至2020年底，全县累计退出池塘养殖18万亩，包
括核心区10.6万亩、缓冲区7.4万亩。

核心区、缓冲区渔业退养后，微山县尚有渔业养殖池塘面
积约26.2万亩，其中在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有池塘约
20.5万亩，保护区外池塘5.7万亩。该县积极探索推进南四湖
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集中连片池塘生态化改造。委托山东省淡
水渔业研究院编制了《微山县南四湖渔业绿色发展规划》和
《微山县水域滩涂养殖规划》，明确渔业绿色发展任务目标和
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域范围，依法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
区。创新实施“外封闭、内循环”的渔业园区养殖模式，建设

“三池两坝”养殖尾水生物处理系统，通过沉淀池+过滤坝+曝
气池+过滤坝+生态净化池，将物理沉降、填料过滤、曝气氧
化、生物同化等集成一体，对养殖区沟渠进行生态改造，实现
养殖尾水循环回用。2020年以来，全县累计实施池塘生态化
改造5万亩，改造后的池塘围堰加高，防洪能力提升至50年
一遇。试点区投产后河蟹亩产量达300余斤、增长50%，生
态、经济效益显著，渔民积极性大幅提高。

北方最大淡水鱼

养殖基地再获新生

鲁苏豫皖53条入湖河流合力守护南四湖流域

本报记者 万德龙

2022年7月，微山
湖旅游区获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2023年，
南四湖流域水污染综合
整治三年行动收官，微
山县域内 6 个国控断
面、20条入湖河流水质
均值达到地表水Ⅲ类标
准；2024年 5月，全省
第一家生物多样性体验
地在微山县落地；2024
年11月底，摄影爱好者
在微山湖高楼水域首次
记录了丹顶鹤栖息的图
像资料，刷新了微山湖
区鸟类新纪录……过去
的几年，一项项纪录在
此诞生，这是对南四湖
湖区生态保护和自然保
护工作的肯定，更是我
市对“一泓清水永续北
上”承诺的有力践行。

南四湖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又称微山湖，是全
国第六大、山东省第一大淡水湖，面积1266平方
公里。南四湖流域地跨鲁、苏、豫、皖四省34县
（市、区），流域总面积达到3.17万平方公里，共有
53条入湖河流，而在微山县境内入湖河流多达29
条。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重要的调蓄湖泊和输
水通道，微山湖水质要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这对微山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入湖河道及湖区水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能拍到丹顶鹤，是我的荣幸。这证明了济宁
市对微山湖生态保护工作，已经达到了新的高
度。”11月28日，在微山湖采风的沛县摄影家鲁老
师首次记录到丹顶鹤在微山湖的视频和图片，而
由他拍摄的两只丹顶鹤在一片浅水滩起舞、鸣叫、
觅食的场景，刷新了微山湖区鸟类新纪录。

目前，微山县已构建湖区、湖滨缓冲带、河流
入湖口—入湖河流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厂尾水湿
地等全方位河湖生态保护修复体系，建设人工湿
地水质净化工程15处，建成人工湿地6万亩，保护
修复原始生态湿地10万亩。通过开展环南四湖
大生态带建设，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大鸨、
白鹳，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白枕鹤、灰鹤、鸳鸯等
数百万只候鸟每年都会在南四湖湿地相聚。随着
南四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青头潜鸭、小天鹅等候
鸟变“留鸟”，正式加入济宁生态大家庭。

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

在南四湖湿地相聚

南四湖南北长约125公里，东西宽约5至25公里。
除了湖区面积大、南北狭长等地形难题，在53条入湖河
流里，还有大批属于“插花地”，即管理相互交叉的土地，
这对于执法工作提出了挑战。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微山
县分局水环境科副科长柴伟强介绍说：“好比眼前的小
魏河，其上游就属于滕州市张汪镇。2021年4月，我们
在这里建设了南四湖流域小魏河入境检测站，并委托第
三方机构进行地表水水质自动实时监控，一旦发现水质
问题就会进行区域联合执法。”

“为构建南四湖流域联防联控体系，我们建成了由
35个水质自动站组成的监控体系，实现入境、入湖、国控
断面水质实时监测、共享联动、及时预警。通过预警在
先、防范在前、监督前移，及时联动处置水质异常情况。”
柴伟强说，借助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对断面实时超
标、临界超标、日均值超标等情况，提醒乡镇查找原因，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月均值超标。

为强化区域联合执法，微山县与周边5个县区建立
边界河湖治理“五联”机制，与周边8个县（市、区）16个
断面签订《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书》，对断面开展日常巡
查，及时与市局、上游县市区汇报对接河流季节性断流
等情况。南四湖入湖河流水质明显提升，跨界区域水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强力推进环南四湖大生态带建设，建
设人工湿地和修复保护原生态湿地15处16万亩，实现
对水质“二次净化”，增强了水体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
有效保障了南四湖水质稳定达标。由此，环南四湖生态
屏障进一步巩固，生物多样性得到全面恢复，水生植物
74种、鱼类78种、鸟类298种。

联合执法破解“插花地”困局

生物多样性全面恢复

南四湖承接了周边53条河流的来水，河湖水质
稳定达标压力巨大。2008年，微山县按照省环保厅
流域治污策略，建成了山东省第一个人工湿地——
新薛河湿地示范工程。从那时起，我市持续贯彻流
域治污策略，建成了微山岛等一批人工湿地。

“目前我们所在的区域就是微山岛湿地，微山岛
是南四湖下级湖的湖中岛屿，面积约9.6平方公里，
岛内人口约1万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市生态
环境局微山县分局工作人员介绍说，近年来，微山县
因地制宜建设了微山岛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3000m3/d）和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并在污水处
理厂末端配建表面流尾水湿地，利用湿地对污水处
理厂达标外排水进行再次处理，消减点源污染。同
时，按照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技术指南要求，清
退环岛周边缓冲带的鱼池，减少对湖区生态的影响，
在自然恢复的基础上，实施必要的生态修复措施，补
齐受损生态功能。另外，建成环岛的湿地生态带，形
成环岛湿地生态屏障，消减面源污染，做到岛内水污
染治理的三重保障和生态容量的提升。

“当前，我县正在开展冬春季水质保障工作，开
展了日常巡河以及水质监测预警工作。做好冬季污
水处理（站）稳定运行，督导巩固雨污分流及城镇黑
臭水体清零成果，做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联运工
作。”柴伟强介绍说。另外，市生态环境局还着力排
查城镇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环保设施整治运行
情况，对恶性水草进行清除，做好雨前突出预防（抽
提雨水管网、降低管道液位避免溢流、清理水闸前坝
积存污水）工作，并同步开展涉水企业排查。

在污水处理厂末端

配建表面流尾水湿地

“我们日常工作中最常用的是济宁市智慧环
保平台系统，其中生态环境业务监管督导调度平
台、南四湖及南水北调全链、用电监管系统这三
个子系统是比较典型的。现在看到的是南四湖
及南水北调全链预警系统，通过对南四湖及53
条入湖河流、断面进行大数据分析，工作人员可
以实时对河流断面的水质情况有效监管。”济宁
市生态环境局微山县分局智慧中心副主任种惠
向记者介绍说。

种惠还介绍了该系统的其他功能。用电监
管系统，是对辖区内90多家重点排污单位和涉
VOC的企业，通过监控企业的用电量来监控企
业的运行和治污情况，执法人员可以直观地看
到每天的用电量及各个工序点位的用电量，如
果企业用电出现问题，系统会出现预警并第一
时间联系网格员到现场核查处理。网格化子
系统则汇集了72名网格员，他们每天在自己的
辖区内进行巡查，一旦发现问题会通过手机智
慧环保App上报，工作人员再根据问题审核标
准，判定该事项是否有效，有效则提交通过，完
成一整个闭环。此外，该平台还有一个独立的
系统，就是视频监管。“我们对全县200多家涉
尘企业的涉尘点位，安装了 900 多个视频监
控。日常巡查中，如果发现问题，左键抓图，通过
二期系统推送给相关网格员，并到现场进行核查
处理。”种惠说。

智慧环保平台实时

对水质情况有效监管

摄影记者 李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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