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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绿色绘出幸福路
巢湖更美

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肥东县十八联

圩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罗家疃段，仔细察看巢湖水

势水情，听取环巢湖主要圩口分洪及周边湿地蓄洪、巢湖

综合治理情况汇报，了解防汛物资和大堤加固情况。他

强调，要坚持湿地蓄洪区的定位和规划，尽快恢复生态湿

地蓄洪区的行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

一年来，肥东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践行初心使

命，鼓足干劲闯劲，在灾后恢复与重建、绿色发展等方面

积极作为、率先示范，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 彭红玲 陈振 本报记者 文/图

十八联圩位于肥东县长临河镇西北部，规划面积27.6

平方公里，整个区域是十八个圩子，连成一起叫十八联

圩，是巢湖滩涂地。早在2016年发生洪涝灾害以后，肥东

县委、县政府决心彻底改变该区生产生活状况，积极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施“退居退耕退养”三退工程，打

造人工生态湿地。

2020年8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合肥市肥

东县十八联圩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罗家疃段考察。

2020年入汛以后，巢湖水位多次突破历史极值，合肥市率

先启用十八联圩及周边圩区蓄洪。习近平仔细察看巢湖

水势水情，听取环巢湖主要圩口分洪及周边湿地蓄洪、巢

湖综合治理情况汇报，了解防汛物资和大堤加固情况。

他强调，要坚持湿地蓄洪区的定位和规划，尽快恢复生态

湿地蓄洪区的行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

肥东县长临河镇政协联络组组长龚志斌告诉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巢湖大堤罗家疃段的谆谆教诲，犹在耳

畔，“要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做好防

汛减灾和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一年来，肥东县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

的执政理念，迅速开展了灾后重建和生态恢复，让人民群

众的生活恢复正常。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后的一周，长临河镇就开展受灾转

移群众有序返村工作，全方位清理村庄水毁垃圾、无死角

开展卫生防疫消杀、零距离帮助群众安全回家。全面开

展蓄洪区780户受灾户核灾工作，派驻10个工作组、30多

名工作人员，公平、公正、公开做好核灾登记和张榜公示，

实际发放圩口内补偿资金1850余万元、圩口外补助资金

880余万元。

为减少水患，结合“十四五”发展规划，通过群众意见

征集，肥东县全面提高城镇、村庄防洪标准，累计投入约

500万元，新修建长临河新河路（桥）建设工程，完成了星

光干渠等5条道路灾后恢复重建。

截至2021年5月底，肥东县453处水毁水利工程已

全部修复完工并发挥防洪减灾效益，累计投入资金

9171.75万元。

对属于危房的26户81间全部纳入危房改造并完工，

发放灾后重建补助资金36万元，所有水灾受损贫困户已

全部入住新房；发放农业生产救灾补助资金800万元，修

复水毁农田1.1万亩。

“政府不断关心，生活生产恢复很好，我们在家就

种点菜，孩子们都在外面工作，每个周末才回来住两

天。农村现在人少了，但是环境很好，每个村都有清洁

工，生活感觉越来越幸福。”长临河镇长临社区居民丁

善恩说。

完善排涝体系，是防洪防涝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肥

东县对南淝河、店埠河、巢湖等堤防进行加固，实施防洪

排涝工程、低洼易涝区排涝工程，计划分批建设排涝站

19座，加强城市防汛排涝应急管理，全面提标排水管网

系统。

一年来，肥东县长临河镇未发生一起汛情或内涝，今

年夏季圆满度汛，实现了保一方安澜的目标。

一年内未发生内涝汛情圆满度汛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800里巢湖岸边，深情指出，巢湖是安

徽人民的宝贝，是合肥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一定要把巢湖治理

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

肥东县始终践行“生态为本”的发展理念，做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生动践行者和800里巢湖的坚定守护者。

一年来，十八联圩绿色生态保护建设得怎样？

合肥十八联圩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李家政

告诉记者，2020年 7月 19日，十八联圩正式启动蓄洪，当时

的水位蓄增蓄水率大约是1.6亿方，圩区全部被淹没了。

李家政说，这一年来，公司认真贯彻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坚持生态蓄洪区的定位和规划，加快建设，目

前一期受淹的植物，通过自然恢复生长，长势良好；二期重新

按照生态蓄洪区的定位规划进行调整，今年7月底已修复完

成；三期工程，于今年4月底正式开工建设，目前正在稳步推

进，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部的土方工程，明年7月份三期工程

全部完工；四期工程已经纳入水利部150项重点工程。整个

湿地预计2023年全部完成，实际建成后将充分发挥生态湿地

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为巢湖这张合肥最好的名片做出

最大的贡献。

除去十八联圩湿地建设，巢湖之滨的肥东县通过建设污水

处理厂、推广水稻绿色种植、农户厕改等多种途径，打造巢湖治

理的“生态样板”。

2021年2月，长临河镇日处理量达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

正式运营。实现服务人口达2.8万的规模化服务，采用最新的

工艺化处理技术，并由具备专业资质的企业进行专业化运营，

出水水质严格执行城市污水处理厂标准。

肥东县率先在合肥全市推广水稻绿色种植，推进巢湖流域

一级保护区水稻绿色种植全覆盖，确保2021年化肥农药“零增

长”，2022年“零使用”，水稻绿色种植面积1万亩，秸秆、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截至目前，肥东县全面完成巢湖流域渔船和渔民退捕任

务，全县206户渔民已全部退渔转产，累计收船752艘。连续举

办7场退捕渔民就业专场招聘会及2期家政服务员培训班，促

进退捕渔民稳定、高质量就业。

此外，肥东县继续对农户厕所进行改造，以环巢湖1公里范

围内52个较大自然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契机，探索生态净化、管

养合一等改水改厕方法，目前浅溪河、平浒已动工，让人民群众

“方便”真的方便起来。

保护生态“巢湖”明珠更绿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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