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 4 . 20
神州风物12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完完颜颜文文豪豪

4 月 12 日，武汉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从东湖岸边望去，湖面上水雾朦胧，远处绿树高
低起伏，犹如一幅山水画。

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温降水过程，江城的
气温比前几日下降了近 10 摄氏度，突来的降
温，没有打消游人赏湖的兴致。

在 100 公里长的东湖绿道上，两旁的水杉
树，沿着湖岸和湖心延伸，年轻的夫妻推着婴儿
车，大学生三五成群地骑着共享单车，景区电瓶
车上载满了说着外省方言的老人，户外爱好者或
跑步或徒步，绿草茵茵的湖畔，不时传来一阵阵
欢声笑语。

东湖，这个中国最大的城中湖，近年来水质
逐渐改善，风景变美，还湖于民，成为武汉市湖
泊保护与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新样本。

从臭气熏天到鸟语花香

东湖的东北岸边，新修的环湖绿道，弯弯曲
曲地绕着一个小村庄，路两旁盛开着红色的、紫
色的小花，湖畔披上了绿衣，几只铁皮小船，静
静地泊靠在一小片芦苇荡旁。

这个鸟语花香的湖光村，常有骑着单车的年
轻人经过，乘着电瓶车赏湖的游客在此驻足。

不过， 8 年前，这里的环境曾让东湖首任
“民间湖长”柯志强感到担忧。 2010 年， 36 岁
的柯志强，组织起一支两三百人的湖泊保护志愿
者队伍，花费数月时间，走遍了东湖 100 多公里
的湖岸线，对排污口和污染源进行地毯式搜查，
用纸、笔和镜头记录下了东湖污染情况，编写完
成了《东湖大调查报告》，递交给武汉市政府。

那时，当走到接近湖光村的地方，柯志强远
远就闻到一股臭味，走近才发现村里有几处养猪
场，污水猪粪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湖中。

在武汉大学附近的半侧山湖边，柯志强和志
愿者发现一个 2 . 5 米宽的排污口，污浊的黑水
全部流入湖中，每天排污量高达 2700 吨。

如今，湖光村的养猪场早已迁走，昔日的臭
气熏天，变成今天的鸟语花香，排污口也全部得
到治理，柯志强成为东湖变美的见证者。这些
年，武汉致力于做足做好水文章，全面退渔、全
面截污、湖内清淤、生态修复……东湖水质在逐
渐好转，有望重回昔日的一池清水。

2017 年 6 月，东湖国控点水质情况发布，
水质整体转变为可供游泳的Ⅲ类、部分子湖达到
可作为饮用水源的Ⅱ类标准，实现 40 年来最
佳。

在 33 平方公里的东湖，沿湖的绿道，串联
起东湖的听涛、磨山、落雁等沿岸景区。这更是
一条文化绿道，把历史上的传说故事连接起来，
这里有屈原泽畔行吟，刘备磨山祭天，鲁肃沙洲
葬马，李白湖边放鹰。

湖边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林立，
对岸的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美术馆，更为东湖增
添了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

湖北省档案馆的档案显示，生于 1888 年的

周苍柏，在 41 岁时慧眼相中东湖风景，零敲碎
打般购置湖边无数小块荒地，又多次登门从杨显
东手中无偿得到磨山，并立“海光农圃”牌坊于
湖边，栽种树木花草装点农圃。

这位中国现代著名银行家、实业家、爱国民
主人士的宏愿，是把“海光农圃”办成“湖北花
园”，让广大民众有一个四季景色优美的旅游休
闲胜地。他也被后人称为“东湖之父”。

1949 年，时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周苍
柏，主动将“海光农圃”献给了国家。这年 9 月
24 日，经请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意，按照民
族资产阶级政策，“海光农圃”作为民族资本经
济被接收，更名“东湖公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曾在湖畔漫步， 1954 年朱德
在东湖视察时挥毫题词：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
将比西湖强。

毛泽东的东湖情结

4 月的东湖北岸，一排排笔直的水杉树，挺
立在岸边，离岸不远处的一片小山坡上，几棵百
岁以上的高大樟树，茂密的枝叶掩映着一排白墙
小楼。

早春时节，小山坡上红梅、黄梅、白梅竞相
开放，在历史上因此得名“梅岭”。 1958 年 7
月，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青年教师戴复东、吴庐
生夫妇，接到一项绝密任务，在此处选址设计一
组专作接待用处的建筑群。

3 年后，这个外观朴素的建筑群投入使用，
招待部分被编为梅岭一号，随行人员住处编为梅
岭二号，小会堂与游泳池连体部分编为梅岭三
号。如今的梅岭一号，变成了毛泽东故居陈列
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是毛泽东在东湖
宾馆的主要办公、起居之所。这排小楼里，曾产
生过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见证了共和国历史上
的重大事件。

毛泽东一生钟爱东湖，将东湖称为“白云黄
鹤的地方”。 1953 年至 1959 年，在梅岭一号建
成之前，他就曾多次下榻东湖宾馆南山甲所。

他曾在东湖宾馆感慨：“这里有长江，夏天
可以游泳，东湖的樟树、桂花树、竹子风景真
好，四周的柳树、水杉树甚多，对岸是老鼠尾、
远处是中山亭，那边是珞珈山，茂密的树林里是
武汉大学校址，东湖真好！”

据东湖宾馆相关资料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毛泽东从 1953 年 2 月 16 日起至 1974
年 10 月 12 日，共下榻东湖宾馆 48 次，每次居
住时间短则十天半月，多则达半年之久。东湖宾
馆成为继北京中南海之后，毛泽东居住次数最
多、时间最长的地方，并享有“湖北中南海”的
美誉。

更早的时候，青年毛泽东就推崇诗人屈原和
楚文化，学生时代曾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
用颜体手抄《离骚》全文。革命年代，武汉是毛
泽东成为卓越军事家的起点，他在武昌都府堤
4 1 号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

1965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 29 日，毛泽东下
榻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每天散步从梅岭一号到南
山甲所，从甲所走到百花，再沿东湖边慢慢转到
水榭回梅岭一号，借以思考国际国内大事。

在东湖宾馆居住期间，这位领导人，经常深
入生产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接见干部群
众，指导了湖北水利建设、农业生产以及钢铁、
机械、纺织等工业的兴建和发展，决策一大批重
大建设项目，提出过修筑三峡大坝和“南水北
调”的构想，作出炮击金门的战略决策，并以国
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作《三告台湾同胞
书》……

毛泽东故居陈列馆的一角，一副乒乓球拍和
两只乒乓球，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墙上挂着一
幅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打乒乓球的老照片。上世纪
70 年代，他利用小小乒乓球推动了大大的地
球，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
局。

在东湖的那些年，毛泽东与朝鲜领导人金日
成共植中朝友谊树，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共进晚
餐，接见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多哥共和
国总统、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首脑…… 64
个国家的 94 批客人，国家元首和各领域代表
团，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足迹。

陈列馆的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毛泽东与邓
小平握手的照片。那是 1974 年 9 月 4 日，毛泽
东在梅岭一号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时，与邓小平
握手的场景。

彼时，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首次来武汉见毛
泽东。毛泽东当着中外媒体称赞“小平同志绵里
藏针，柔中有刚，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东湖生态变化的见证者

东湖宾馆的对岸，武汉大学北倚东湖水，南
靠珞珈山。武大西北角的一片土地上，坐落着中
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的办
公楼， 84 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所研究员
曹文宣，已经在这里度过了 63 个春秋，也亲眼
目睹了东湖的变迁。

1955 年， 21 岁的曹文宣刚从四川大学生物
系毕业，顺长江而下，来到东湖边上的水生所，
从事鱼类动物地理学、生态学及保护的研究工
作，此后数十年，他的足迹遍布各大高原、平原
湖泊，搜寻鱼类标本，研究湖泊生态。

如今，这位老人对东湖最美好的记忆，仍停
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东湖曾是武汉 6

家自来水厂的水源地，湖的东北边一大片芦苇
荡，站在长天楼上，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野
鸭、大雁在湖面上飞起，“在三年困难时期，
划个小船，去湖里捞螺蛳、捉小虾，每天都能
捉到一两斤小虾。”

到了 1972 年，东湖开始放养青鱼、草鱼
等四大家鱼，年投放鱼苗 250 万尾以上。几年
后，湖中的水草被草鱼吃光，藻类大量繁殖，
逐渐演变成富营养化湖泊。武汉自来水厂的水
源地，从东湖改为长江。

在曹文宣记忆中，东湖水质开始恶化的另
一原因，是东湖与长江的隔绝。在历史上，东
湖原为通江湖泊，通过青山港与长江连接在一
起，湖水夏涨冬落，冬天枯水期，湖底有机污
染物经紫外线照射，得到降解，让水生植物恢
复。第二年，湖底植物经光合作用重新萌发成
长，吸收湖中的氮、磷等元素，从而缓解水质
的富营养化，维持着湖泊生态系统的平衡。

1957 年，青山港武丰闸改建以后，东湖
与长江隔绝，水位完全受到人为控制，致使东
湖生态的平衡逐渐被打破。

曹文宣提供的资料显示，上世纪 70 年
代，东湖每逢夏秋季节蓝绿藻“水华”大量发
生，水质浑浊发臭。到了 80 年代，水质继续
恶化， 1985 年以来，夏秋季节出现的蓝藻
“水华”近乎消失，外观上看似有改善，实际
上水质、生物指标并未彻底改善。

上世纪 60 年代初，东湖有 29 科 53属 83
种水生植物，到了 90 年代初期减少到 52种，
2013 年全湖仅调查到水生植物 14种。东湖的
鱼也未能幸免，上世纪 60 年代东湖有鱼类 79
种，现在不到 20种。

水生所一层的水生生物博物馆，展示着白
鲟、白鱀豚等灭绝物种标本以及各类稀有鱼类
标本，为中小学校提供科普教育。

遗憾的是，如今，当一群群好奇的学生，
走进博物馆，从标本文字中了解曾经生存于东
湖中的鱼类的时候，几十米外的湖中已经没有
了那些鱼的踪迹。

让曹文宣感到欣慰的是，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尊重自然、谋求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从
中央到地方，重拳出击推动环境保护和生态修
复。

党的十九大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要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
化建设新格局。 2018 年 1 月 4 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
湖长制的指导意见》，对湖泊的保护作出了顶
层设计，提出开展湖泊生态治理与修复，“积
极有序推进生态恶化湖泊的治理与修复，加快
实施退田还湖、退渔还湖，逐步恢复河湖水系
的自然连通。”

“百湖之市”的湖泊保卫战

武汉这座城市，因水而兴，却也因水而
忧。历史上，随着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
人湖关系紧张，人进湖退，武汉市的湖泊，跟
湖北省甚至全国的湖泊一样，也曾遭遇过数量
减少、湖面缩小的变化。

湖北省湖泊局综合监管处处长张笑天介
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千湖之省”湖北
100 亩以上的天然湖泊有 1332 个；因围湖造
田，上世纪 80 年代水利部门做的湖泊普查显
示，全省百亩以上的湖泊剩下 843 个；而到了
上世纪 90 年代，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城市建
设导致一些城市内湖被填平、侵占， 2012 年
全省百亩以上湖泊仅为 755 个。

一份基于遥感数据的研究论文显示，受围
湖造田、围湖养殖、围垸防水、围湖造城等历
史因素影响，武汉市辖区内湖泊水域面积，从
1973 年的 1170 . 84 平方公里，减少到 2015 年
的 856 . 27 平方公里， 42 年间减少了 314 . 57
平方公里，这期间武汉市中心城区的湖泊水域
面积，从 148 . 90 平方公里变为 99 . 94 平方公
里。

在湖泊遭到侵占的过程中，东湖也未能幸
免。湖泊遇到的危机，也削弱了城市的蓄洪排
涝能力。过去一些年份，六七月的暴雨经常给
这座城市带来严重的内涝，水漫街道，楼房被
水浸泡，江城治水变得刻不容缓。

近年来，武汉市把“防洪水、排涝水、治
污水、保供水”的“四水共治”，当做重点工
作任务，下大功夫推进江城治水。

事实上，早在 2012 年 9 月，湖北省就颁
布了《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次年在全国率
先组建省级湖泊局， 2014 年在全省推行了湖
长制，由省市县地方行政首长担任湖长，在湖
泊保护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在探索湖长制过程中，武汉市开始得更
早。全市在 2011 年就推行了湖长制，并于次
年在全市推行民间湖长制，让有志于湖泊保护
的民间人士参与湖泊保护，作为对官方湖长的
一种有效补充。

据张笑天介绍，从 2014 年开始，武汉又
对全市 166 个湖泊划定“三线一路”的保护范
围，由蓝线(水域线)、绿线(绿化用地线)、灰
线(外围控制范围线)和环湖道路组成，蓝线、
绿线之内不得任意开发，灰线内的建设要与滨
水环境相协调。

为了确保湖泊一个不少、水面一寸不减，
武汉对各区的绩效考核实行“违法填湖一票否
决制”，“三线一路”作为认定违法填湖的基
础依据。

在这个“百湖之市”，政府和社会公众对
湖泊的保护有着一致的目标，两者在治理湖泊
污染、修复湖泊生态上形成了一种合力，共同
打响一场“湖泊保卫战”。

2009 年 11 月，世界湖泊大会在武汉召
开。这之前，柯志强通过当时流行的论坛、网
站和社交平台，借助媒体的力量，向武汉全市
征集湖泊生态环境调查的志愿者，他最初预计
只能找来 10 多人，最后却来了 1000 多人。

这是一次全市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湖泊调
查行动，有三口之家年轻夫妻带着 3 岁孩子，
有 70 多岁的老人，从大学、中小学涌来的学
生、老师，写字楼里走出来的白领，老街里的
退休工人……

那几个月里，武汉市中心城区 40 个湖泊
的岸边，出现了一支支 5 人或 10 人一群的小
队伍，沿着湖边一步一步走，一笔一笔记录，
用脚步丈量着每个湖泊的湖岸线，书写着湖泊
的生态和环境现状。

一旦发现有排污口等污染湖泊的问题，志
愿者们就拍下照片，记录下来，向政府相关部
门反映。

在世界湖泊大会期间，由社会力量参与的
40 个湖泊的调查报告和湖泊图片，在大会展
厅做了展览。

如今，柯志强建立的“绿色江城”民间环
保组织，已经有了 1 万多名志愿者，参与武汉
市湖泊的保护与治理，对湖泊现状的调查也覆
盖了全市 166 个大小湖泊。

过去 13 年，梅涛一直在用镜头记录着武
汉湖泊的变化。这位 54 岁的摄影记者，生于
武汉，长于武汉，跟其他武汉市民一样，对东
湖有着深厚的感情。

每年的春夏秋冬，他都会背上相机，把东
湖的美定格起来，也感受着近五六年来东湖环
境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梅涛的记忆中，以前武大东门附近的风
光村，很多开餐馆的游船漂在湖中，污水直接
往湖里排，东湖听涛景区的鲁迅广场，一到周
末扔的全是垃圾，连接听涛景区、落雁景区和
磨山景区的道路狭窄，常见机动车拥堵一路。

这些年，东湖景区经过大力度治理，让梅
涛看到了东湖变美的一些场景。湖中的餐馆游
船消失了，景区广场变干净了，机动车开进了
东湖隧道，路面修成了供市民徒步和骑行的绿
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跑到东湖拍摄婚纱
照……

一个更大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梅涛在东
湖的景区，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外省方言，刚开
始涌入的游客来自广东、广西和贵州，后来又
加入了河南和河北方言。东湖一年四季展示着
它独特的魅力，冬季去东湖梅园看腊梅，春节
前后看白梅、黄梅， 3 月下旬去樱园赏樱花，
4 月到牡丹园看牡丹， 5 月赏杜鹃花， 6 月赏
荷花……如今，去东湖赏花，已经成了武汉市
民和外地游客的一种时尚。

毛泽东一生钟爱这个湖，能不保护好么？

相关资料显示，毛泽东

从 1953 年 2 月 16 日起至
1974 年 10 月 12 日，共下榻

东湖宾馆 48 次，每次居住时

间短则十天半月，多则达半

年之久。东湖宾馆成为继北

京中南海之后，毛泽东居住

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

并享有“湖北中南海”的美

誉。

近几十年来，人进湖退，

武汉市的湖泊，跟湖北省甚

至全国的湖泊一样，也曾遭

遇过数量减少、湖面缩小的

变化。在湖泊遭到侵占的过

程中，东湖也未能幸免。

近年来通过治理，东湖，

这个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水

质逐渐改善，风景变美，还湖

于民，成为武汉市湖泊保护

与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的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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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梅岭毛泽东故居陈列馆外，毛泽东与东湖宾馆的文字介绍。

摄影: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武汉市东湖，樱花园晨曦。摄影：李桂发(湖北省档案馆馆藏图片)

▲武汉东湖梅岭毛泽东故居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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