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鼋，一种古老的珍稀动物，在地球
上生存了 1.75 亿年，被誉为“水中大熊
猫”。

今年8月，第100只瓯江鼋在滩坑水
电站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站内破壳而出、
平安降生，这也标志着通过人工助孵技
术繁育的瓯江鼋形成种群规模。

瓯江流域是鼋的故乡。20 世纪以
来，受采砂、修路、排污等外界因素影
响，鼋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极度濒
危。为维护水生生态系统平衡、保护生
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
2000年开始，青田在瓯江流域成立全国
唯一的鼋省级自然保护区，滩坑水电站
更是投资建成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站。

2015年，被当地渔民误捕的瓯江鼋
被移交到青田鼋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寄养在滩坑水电站水生生物增殖放
流站进行保护性繁育研究，自此开启了
野生鼋的人工辅助繁育历程。经过7年
精心养育，2022年7月4日，站内仿生态
池里的雌鼋“贝贝”终于迎来了它的“高

光”时刻——连续诞下三窝百余枚受精
鼋卵，并于当年通过人工助孵技术，成
功培育出86只幼鼋。而到了今年，通过
人工孵化技术繁育的瓯江鼋已累计突
破百只。

滩坑水电站早在建设之初就有不
少环保设计，比如投资2亿余元建设分
层取水、生态机组等工程。前者在水电
站引水口设置叠梁门，发电时根据水库
水位情况调整叠梁门数量，只取浅表层
接近自然温度的水，保持下游河道的水
温，维护下游河道自然生态，这项“全国
首创”设计成为此后新建水电站的环保
标配；后者建设装机容量为4000千瓦的
生态小机组，在大机组不发电时也能保
证下游的生态流量。

一库碧水，惠泽于民。如今的滩坑
库区千峡湖生态旅游区凭借着良好的
生态资源优势，被丽水市列为重点发展
的集休闲、度假、养生于一体的旅游胜
地，真正实现了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巍峨群山间，高峡平湖上，滩坑水电站宛如一颗明珠镶嵌在青山绿水间。
作为省委、省政府在欠发达地区实施的重大扶贫工程，浙江“五大百亿工程”之一，滩坑水电站的建设，对于带动库区移民致富，对于优化丽水发

展环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促进我省电网合理布局、缓解电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对于保护生态、发展旅游、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可持
续发展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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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中旬，面对建库以来最
强的梅汛期，滩坑水电站始终服从大
局、科学调度，拦蓄洪峰、削峰度汛，
圆满完成安全度汛重任，再次发挥瓯
江骨干水利枢纽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滩坑水电站历史“暴力梅”记
录中，最大一次发生在2010年6月16
日至27日，流域累计降雨量327.9毫
米，降雨历时264小时。而今年降雨
再创历史新高，流域累计降雨量达
380.7 毫米，降雨时长则为 213 小时，
这意味着降雨更集中、洪峰流量更
大、防汛压力也更大。

“在本轮防汛攻坚战中，电站安
全、精准、高效完成了前后两次开闸
预泄工作，先后8次调整泄洪流量。”
浙江浙能北海水力发电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滩坑水电站建成之
前，几乎每年汛期青田县城都要受淹
进水，自从水电站建成后，下游再也
没有发生过洪水淹没村民住宅的情
况。

滩坑水电站对于防灾减灾的作
用有目共睹，它在减少人民生命财产
损失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截至 2023 年底，电站累计发电
158.36亿千瓦时，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91.09亿元，累计上缴税费22.71亿元，
为浙西南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

电站对于流域的“丰枯”调节作
用也非常明显。作为多年调节电站，
经滩坑水电站调节后，下游径流的年
际、年内分配趋于均衡，尤其是枯水
期水量明显增加。这不仅改善了以
前枯水期瓯江口咸潮上溯的问题，对
于确保下游的供水和灌溉也发挥了
稳定而积极的作用。

作为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五大百亿工程”中“百亿帮扶致富建
设工程”的一项重要工程，滩坑水电
站在浙江浙能北海水力发电有限公
司的精心管理和运营下以实际作为
回应了当年习近平同志对“五大百亿
工程”的殷切期待和要求：打造加快
经济发展的“带动工程”，惠泽百姓、
造福后人的“德政工程”，质量一流、
管理一流、效益一流的“精品工程”。

沿瓯江支流——小溪中游河段溯
流而上，涟涟碧水之上，滩坑水电站巍
然屹立。

自从水库蓄水后，这里便形成了干
流回水长度80公里、水域面积78平方公
里的千峡湖。这片广阔水域，错落着数
百座岛屿、半岛和众多岬角、湖湾，形成
了罕见的高山峡湾风光。

“滩坑水电站建成后，部分地处偏
僻的‘高山村’摇身变为了坐落在千峡
湖畔的‘旅游村’。这几年随着滩坑库
区交通的改善，以及千峡湖得天独厚的
山水风光，我们泉山村也因地制宜发展
起了生态旅游，并取得初步成效。”北山
镇泉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厉春
委介绍。

走进村庄，只见道路整洁、店铺林
立，不少农家乐门前停满了私家车和骑
行摩托。“正是这一库碧水让我们的生
活越过越有奔头。”6年前，村民陈艮兰
放弃了温州的餐饮生意，将自己的房子
改造成农家乐和民宿，如今生意红火，

忙得不亦乐乎。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仅在北山镇，

全镇从事旅游业人口就达300多人，有
民宿、农家乐30多家。近三年，该镇接
待国内外游客超过30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1300多万元。

同样实现巨变的还有张坪村。2022
年以来，该村以“未来乡村”建设为契
机，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老屋修缮
一新。同时，在全镇率先创新闲置房屋
流转模式，打造连片民宿居住区。

“张坪村靠近千峡湖度假风景区，
自然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非常适
合发展生态旅游业。近年来，我们盘活
闲置农家资源，村民得实惠，村集体可
增收，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张坪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土平介绍，
随着千峡湖最美绿道系统的规划建设，
这几天，村里正在加班加点打造骑行驿
站和网红打卡点，为旅客、赛事游客提
供更好的旅游体验。

一库碧水润万家

一库碧水 惠泽于民
——滩坑水电站绘就人水和谐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