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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柳江千里行”之源头探秘（十一）

水源保护之谜

“一江两治”的难题如何解？

3 月 23 日，当我们正在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采访之时，柳州却发生了
一件喜事，这件喜事涉及一份协议。那
么，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协议？为什么要签
这个协议？

水是生命之源，因此
人类总喜欢逐水而居，并
孕育了不少古老而管用的
爱水治水智慧。

我们在贵州省从江县
采访时，该县文史专家梁
全 康 给 我 们 讲 述 了 “ 刚
边”壮族乡的故事。

“他们的先辈多是从
广西迁过来的。”梁全康告
诉我们，这是一个十分亲
水的壮族聚落，“刚边”就
是壮族“江边”的意思。
流经此的三百河也是都柳
江的支流，他们祖辈都靠
这条河的灌溉种田为生。

“他们有一个叫‘跳
水节’的节目。”梁全康
说 ， 这 是 他 们 的 “ 情 人
节”，一般农历六月中旬举
行。每逢节日时，附近村
寨同胞欢聚在三百河畔，
通过举行“百杯煨酒石”
祭祀、跳水选亲、壮歌对
唱、划三板船、戏水表演
等活动，欢庆民族传统节
日，其中最热闹的当属跳
水选亲活动。

活动现场，青年男女
们以三百河为界，分别坐
在河流的两岸对唱情歌。
双方你来我往，如果青年
男女中有情投意合的，男
青年就走到跳台上，纵身
跳入三百河，以示诚心。
然 后 男 青 年 会 游 到 河 对
岸，迎接心爱的姑娘，并
接受大家的祝福。

真可谓“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
水一方”！

我们在采访中还了解
到，不论是苗族、侗族，
对水源的保护都有严格的
要 求 。 比 如 在 侗 族 古 歌
中，有很多反映侗民的生
存理念和传统观念，其中
贯穿着万物有灵、自然崇
拜、天人合一等丰富的生
态智慧，构成了侗族先民
对自然的关怀与尊重。例
如，侗族古歌有这样的唱
词：

世间谁是主人翁？
侗家祖辈教孩童：
山河是主人是客，
做客之人应谦恭，
别把山水撕破碎，
百孔千疮天不容，
多给山河添锦绣
少让人间受灾凶
……
这些对自然万物的崇

敬和朴素的情感，在我们
溯源柳江的过程中，到处
都能听到、看到。比如，
独山用海花草、马尾树对
水源地的涵养，红豆杉组
对 红 豆 杉 王 的 敬 仰 与 爱
护；三都敬霞节对水神的
崇拜；榕江以“榕树”和

“ 都 柳 江 ” 的 和 谐 共 生，
形成良好的自然生态为县
名……

而在苗族古歌里，枫
树是其祖先蚩尤的鲜血所
幻化的树木。爱屋及乌，
苗族对树木的保护意识可
谓十分强烈。我们在从江
县岜沙苗寨采访时，当地
的村干部告诉我们，岜沙

人认为，以前是茫茫的大
森林保护了岜沙祖先，因
此岜沙人自古以来敬树、
护树，定下严厉的寨规，
乱砍伐一棵树木要罚“三
个一百二”（即一百二十斤
猪肉、一百二十斤米、一
百二十斤酒） 供全寨人食
用，以儆效尤。

在岜沙，每出生一个
孩子，父母都要为其种上
一棵“生命树”苗，并精
心护理其长高长大。直到
这个孩子长大老去之后，
其子孙就砍下这棵“生命
树”做成棺木装尸下葬，
然后在墓穴上又种下一棵
树，表示逝者永生。

在岜沙，我们的记者
李俊还亲自上阵体验了一
把此处苗族特有的镰刀理
发的习俗。岜沙的男人平
时通常用镰刀将头下部的
头发剃掉，只留下上部的
头发，并蓄留编成发髻。
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发髻
也是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
树。

在与柳州隔河相望的
八洛村，我们也发现类似
的故事。

“在小河、农田等进
行 违 法 捕 鱼 者 按 ‘ 三 个
120’（120斤猪肉、120斤
大米、120斤米酒） 承担违
约责任；毁坏国家保护的
古大珍稀植物、引发森林
火灾 10亩以上者按‘三个
66’（66 斤猪肉、66 斤大
米、66斤米酒） 承担违约
责任；引发森林火灾 10亩
以下、在公益林区烧炭开
荒者按‘三个 33’（33 斤
猪肉、33斤大米、33斤米
酒） 承担违约责任；往河
边、水沟、村庄周围乱倒垃
圾，乱砍伐林木、乱猎捕野
生动物者按‘三个 12’（12
斤猪肉、12斤大米、12斤
米酒） 承担违约责任。”这
是张贴于八洛村村委会宣
传 栏 的 《八 洛 村 村 规 民
约》里的内容。

一江清水向东流，铺
展护水新画卷。

八洛村村委会主任李
江平告诉我们，八洛村的
村民若有破坏森林、水源
的行为，不仅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后果，还要按照村
规民约加码处罚。这些年
来 ， 村 里 多 次 发 生 村 民

“违约”之事，都被依规处
罚。“因为生态环境是全村
共享的，谁破坏了生态环
境，谁就要出肉、出米、
出酒请全村人用餐，以求
原谅。”

渊渟岳峙，霁月光风。
站在八洛码头，看着

对岸的山水，我们充满感
恩。带着感恩之心，我们
回 到 了 广 西 ， 回 到 了 柳
州。那么，在广西境内特
别是柳州市范围内，我们
又将探寻到哪些与源头一
样又不一样的故事呢？请
关注下期报道。
全媒体记者 李广西
赵伟翔 李俊 李书厚
宋美玲 报道摄影

是的，爱护这条江，她必
然会有回响。柳江水质连续三
年保持全国第一，就是最好的
证明！

一路走来，我们认识到，
“母亲河”的回应，不仅仅是两
岸百姓爱水护水之功，更是以
现代科学践行古老治水理念的
结果。

比如说“河长制”“林长
制”。

“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
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
态。”我们走访的所有柳江支
流，都立有河长制的牌子。有
人开玩笑说，以前的河长是

“龙王”，现在的河长是“龙的
传人”。如何将这“传人”的活
干好，也在考验着每位河长的
责任心与能力。我们在采访中
了解到：

——从江县扎实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各项工作， 2022 年
从江大桥、四寨河大桥地表
水国控出境断面和都柳江停
洞地表水州控断面水质优良
率 100%；

——榕江县开展了“一河
一策”的治理，压实 483 名河
长职责，聘请 780 名护河员公
益性岗位；

——三都水族自治县，制
定实施了 《三都水族自治县村
寨人居环境治理条例》 和 《三
都水族自治县都柳江渔业条
例》 等地方性法规，强化生态
环境治理和保护；

——独山县共有生态护林
员 4000多名，他们根据林长制
网格化管理要求，对全县森
林、草原、湿地、自然保护地
和风景名胜区实行网格化精细
管理。

……
我们从生态环境部官网了

解到，在 2020年 1月至 12月国
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
状况排名中，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位居第八，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位列第二十五；在
2021年 1月至 12月国家地表水
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
中，黔东南州位列第四，黔南
州则是第二十三名；去年，黔

东南州排名第三，黔南州为第
二十三名。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
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
于道。”2000 多年前，《道德
经》这样赞美水。

守护一江清水，是考验，
更是责任。排名或许有变化，
但治水的决心不会变。只要久
久为功，持续发力，柳江两岸
各族群众必将收获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幸福感。

当我们望着勃勃生机的江
面，更加感慨柳江的无私，养
育着勤劳智慧的两岸人民，孕
育了多少朴素而又值得回味的
故事。

在源头寻访过程中，我们
还发现，不仅是官方的合作，
千百年来，民间也就是生活在
柳江 （贵州称都柳江） 边的各
族人民也多有爱水、护水和保
护水源林的行动，共同保护这
一江水的生态安全，有的还演
变成习惯法或有趣的节庆活
动。这又有哪些生动的故事
呢？

木排、码头、文化、民族……一路走来，我们越来越
感受到，柳江是“玩跨界”的高手。

喜事，也和“跨界”有关。
3月 23日，《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 柳州市生态环境局

跨流域跨区域联合执法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
在柳州签订。

我们从柳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协议》 以柳江流
域为重点，意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厉打击跨流
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协议》
明确：两市 （州） 生态环境部门将建立联席会议、信息通
报等合作机制，合作内容包括跨市州界断面、市州界分水
线联防联控，跨区域环境违法行为联合查处，重特大环境
突发事件联合处置等方面。

治水为什么要“玩跨界”？
柳江作为一条跨界河流，破解“一江两治”乃至“一

江N治”难题，是必须攻克的课题。这从《柳州市柳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的立法过
程，就可见一斑。

“为了让立法更符合实际，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率队，
从柳江源头的贵州独山到下游的梧州市，全程调研 1000
多公里河段。”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俊曾告诉我们。

后来，《条例》 第十七条就跨区域合作有了明确规
定：“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跨县

（区） 行政区域联防联控、联合应急处置、监管信息共享
等机制。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与柳江流域上
下游的市、自治州联防联控合作，开展跨行政区域水污染
的联合监测、联合检查和联合执法，建立健全监测数据共
享、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预警和联动等机制，共同排查环
境风险源，建立风险源名录，落实应急防控措施，保护流
域生态环境。”

“做好柳江上游的生态环境管控工作，严厉打击跨流
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局长袁刚
说，将与柳州市共同维护好柳江流域水环境安全。

携手共护母亲河，希望通过全方位的合作，这条深沉
又生生不息的大江，在新时代唱出更美妙的赞歌。

神秘的“跳水节”创造奇迹的诀窍

采访组与榕江县有关人士座谈采访组与榕江县有关人士座谈

33月月2323日日，《，《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 柳州市生态环境局跨流域跨区域柳州市生态环境局跨流域跨区域
联合执法合作协议联合执法合作协议》》在柳州签订在柳州签订。。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吴梦吴梦 摄摄

杨家湾村污水处理项目工程简介碑杨家湾村污水处理项目工程简介碑

↑都柳江从三都
县城穿城而过。

←都柳江上的冷
水沟水库。

→采访组成员体
验镰刀理发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