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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

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战略任务。好学才能上

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

靠学习走向未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领导

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大兴学习之风的要

求，我们组织专家学者编撰《“三读”丛书·开卷有

益》，作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陶冶情操、提高修养、

增强人文底蕴的“口袋读本”。设“今、古、人、文、译”

五大板块，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工作重点，根据不同

的主题，遴选古今中外的精彩文章、经典语录、精美

诗词等汇编而成，丛书全年 12辑。

编 者

2013年 1月



敬 启

为了编好这套《“三读”丛书·开卷有益》，编者

遴选了不少当代作家的精彩文章。图书出版前，浙

江人民出版社积极与作者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热

情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由于条件所

限，还有少数作者无法取得联系。现丛书已出版，凡

拥有著作权的作者一经在书中发现自己的作品，即

请联系我们。我们已将录用作品的稿酬保存起来，

随时恭候各位作者来领取。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号
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室

邮政编码：310006
联系电话：（0571）85102830
电子邮箱：wzj@zjcb.com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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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水共治”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鄢
姻 夏宝龙

水，不仅是资源要素，也是文化元素，是文明之

源、文化之源。治水历来是兴国安邦的大事。中华民

族几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除水

害、兴水利的治水史。水文化直接触及人们的灵魂，

浸润着人们的心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

情操、精神意志和智慧能力。水文化的价值在于它

让人们懂得热爱水、珍惜水、节约水。

抓“五水共治”倒逼转型，是由客观发展规律、

特定发展阶段、科学发展目的决定的。水是生产之

基，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决定了什么样

的水体水质，治水就是抓转型；水是生态之要，气

净、土净，必然融入于水净，治水就是抓生态；水是

*摘自《人民日报》2014年 1月 22日《以“五水共治”的
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一文和夏宝龙 2013年 10月 31日在湖
州考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时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加。

002 



生命之源，老百姓每天洗脸时要看、口渴时要喝、灌

溉时要用，治水就是抓民生。可以说，“五水共治”是

一石多鸟的举措，既扩投资又促转型，既优环境更

惠民生。抓治水就是抓改革、抓发展，意义十分重

大，任务迫在眉睫。

浙江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但我们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很好地处理人与水、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水不仅不能承载起发

展，反而会成为我们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 今

石”。治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是倒逼转型升

级的主抓手，抓治水，就是对浙江未来负责，对子孙

后代负责。各地要充分认识省委提出以治水为突破

口推进转型升级的战略意图和深刻内涵，发挥治水

的倒逼作用，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动好

“外科手术”，调好“内部机理”，内外兼济，治好“病

根”，推动转型发展。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淘汰落后

产能，腾出环境容量，留出发展空间，推动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敢打必胜，

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推进治水，努力走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新路。

003 

以
﹃
五
水
共
治
﹄
的
实
际
成
效
取
信
于
民



开
卷
有
益
姻

治
水
︵
二
︶

松花江休养生息的有益启示鄢
姻 周生贤

松花江休养生息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遵

循规律、道法自然；恢复生机、提升活力；系统管理、

综合治理；控源截污、优化结构的基本原则，认识上

日益深化，措施上不断丰富，实践上快速推进。松花

江休养生息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对其他地方推

进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具有重要启示。

尊重自然规律，促进人水和谐。江河湖泊是有

生命的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发

展的净化功能，用人文关怀善待它们，在人类减少

污染和破坏的情况下，可以让它们重新恢复生态平

衡，使自然生产力得以再发展。这是自然规律。尊重

自然规律，树立人水之间和谐相处新观念，把水环

* 摘自周生贤：《关于松花江休养生息情况的调查》，
《人民日报》2011年 8月 2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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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承载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模、布局和速度的基

础，实现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恢复系统生机，提升

系统服务功能，并不是遥不可及，而是大有作为。

坚持政府主导，落实目标责任。江河湖泊水污

染防治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各级政府。水污染防治目

标能不能实现，防治责任能不能落实，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以及严

格的考核问责。必须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推

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严格落实辖区内水污染防

治责任制，完善考核机制，扩大考核范围，进一步推

动江河湖泊休养生息的政策实施。

注重规划先行，保障投入到位。流域规划是开
今

展水污染防治的实施蓝图，资金投入是做好水污染

防治的主要基础，治污项目是水污染防治的重要保

障。水污染防治必须科学谋划，提高编制水平，在规

划编制、实施、监管等方面，充分发挥国务院有关部

门、地方政府的作用。要努力形成“政府引导、市场

推进、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积极筹措资

金，增加政府投入，及时开工建设治污项目，高质量

完成各项规划项目，保障已建成治污设施正常运

行，切实发挥减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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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经济结构，采取综合举措。让江河湖泊休

养生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整体突进、全

面防范、综合治理、多管齐下。一是发挥整体优势，

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水污染防治大协作格

局，形成治污合力。二是加快转变流域、区域内经济

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绿色经济，

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水环境保

护的双赢。环境保护是发展道路、经济结构、发展方

式和消费模式问题。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

保护才能有坚实的基础。三是执行严格的环境保护

制度和排放标准，严把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控制

污染物排放，既扬汤止沸，又釜底抽薪。四是切实推

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农村连片整治，因地制

宜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通过努力，大幅度降低农业和农村污染对

江河湖泊污染的贡献率。

严格环境监管，确保饮水安全。环境保护是重

大民生问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必须加强饮用水

水源地监管，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执法专项检

查，加大对重大环境风险源的排查整治力度，加强

上下游的统一协调，确保水环境安全。只有时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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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环境权益放在心上，公众才会时刻把环境保护

放在心上。

建立长效机制，强化科技支撑。让江河湖泊休

养生息不仅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在部门合作方面，形成政府主导、环保统

筹、多部门联动机制，加强分工协作。在环境经济政

策方面，探索建立有利于水污染防治的政策措施，

出台优惠电价、经费补贴、“以奖代补”等办法，开展

流域生态补偿及跨界污染赔偿。在环保科技方面，

加强科技攻关，着力突破一批提高治污水平的关键

技术和共性技术。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必须充分发挥
今

现代科技这支“奇兵”作用。

007 

松
花
江
休
养
生
息
的
有
益
启
示



开
卷
有
益
姻

治
水
︵
二
︶



古
荫

山
川
颂
第
七
十
三

荫

郑
国
渠

荫

渐
︵
浙
︶
江
水

荫

游
钓
台
记



开
卷
有
益
姻

治
水
︵
二
︶

山川颂第七十三鄢
姻（西汉）董仲舒

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

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

循谿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止之

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

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

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

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此之谓也。

【作者简介】

董仲舒（前 179—前 104），哲学家、思想家、教
育家。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

*原文及译文选自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
繁露》，中华书局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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