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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些城市热衷挖湖造景，占用耕地、破坏生态、乱象丛生的问题，中
央和有关部门去年以来多次提出整改要求。“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实地走访陕
西、河南、宁夏等地，对部分被自然资源部点名督办要求整改的项目进行了探
访。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整改取得了一定成效，挖湖造景歪风得以遏制。与此
同时，一些地方在工程收尾、土地复耕等方面依然有不少问题待破解。

歪风乱象有所遏制
遗留问题尚待破解
——— 部分地区整改“挖湖造景”追踪

今年1月，自然资源部通报2019
年耕地保护督察有关情况时指出：
“2017年以来，有1368个城市景观公
园、沿河沿湖绿化带、湖泊湿地公
园、城市绿化隔离带等人造工程未办
理审批手续，涉及耕地18 . 67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5 . 79万亩。有的甚至破
坏耕地挖田造湖、挖田造河，凭空建
设人工水景。”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少华湖水利
风景区项目，因违法违规占用、破坏
耕地曾被自然资源部通报。记者近日
走访发现，该景区指示牌、路标、项
目介绍牌等已被拆除，部分已被开挖
的湖岸工程停工，水面中隐约可见拆
除后的水泥桥墩痕迹。

当地干部介绍，风景区项目被撤
销后，少华湖已回归蓄滞洪区功能，
占用的139亩基本农田全部复耕；加
之原本用于扩展水面和配套工程的耕
地复耕，累计复耕700余亩。

除了少华湖，渭南市在“秦东水
乡”整治中，还对华阴市太华湖、富
平县石川河、温泉河等5个项目进行
整改，拆除景观设施，恢复蓄滞洪区

功能，复耕复种，回填水面，恢复自
然河道。此外，一些项目被叫停。合
阳县太姒湖等项目以及白水县水系水
景工程、卤阳湖开发区天子湖等9个
未实施项目，均被撤销。

位于宁夏石嘴山市的星海湖，历
史上是自然形成的滞洪区和湿地。
2003年，石嘴山开始实施星海湖综合
整治工程，常年性水面达23平方公
里；黄河水成为最主要的补水源，年
均需补充黄河水约2000万立方米。今
年6月11日，宁夏水利厅停止向星海
湖补黄河水，后续不再补黄河水。记
者绕湖走访时看到，星海湖水位已经
下降，部分区域裸露出一些小岛和滩
涂。

一些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对项目进
行分类处理。河南省提出，对未纳入
规划、手续不齐全的已建成项目，确
需保留的项目加快完善相关手续，补
齐项目建设要件；问题较大的项目重
新研究论证；对前期手续不齐全的在
建项目，一律暂停项目建设，待手续
办理齐全、整改完善后再予实施。

记者走访了解到，各地整改工作
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一些地方出现的
“纠错后遗症”需要高度关注。

——— 一些项目整改后全面停工，
影响民生功能发挥。记者在少华湖走
访时看到，整改后恢复蓄滞洪区功能
的少华湖，其环湖道路并未完成施
工，且处于停工状态。据了解，围绕
少华湖的环湖道路，是分洪蓄滞工程
的一部分，需要完成硬化才能保证少
华湖的防汛功能。但附近村民表示，
少华湖环湖路只修到了一半，现在还
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车辆行
人很难通行。

当地干部介绍，由于被自然资源
部通报整改，少华湖整体规划需要重
新制定，其中涉环湖道路的规划设计
也需要重做，环湖道路的修建因此被
叫停。

——— 部分土地复耕复绿难度大，
出现撂荒。渭南市大荔县南湖已形成
大片水面，湖面西侧一片目测有数十
亩的土地撂荒。南湖所在的石槽乡马
二村村民说，村里被征收土地百亩左

右，原本用于湖面扩大和地产开发；
南湖项目被整改前，这片地已处于撂
荒状态，整改后仍没有使用。

合阳县太姒湖项目被叫停后，原
项目用地已无法耕种。合阳县城关街
道官庄社区6组村民表示，太姒湖项
目征用6组370亩土地，目前全组仅剩
26亩地。湖虽然不建了，但熟土层被
挖走，复耕难度大，恢复需要时间。

——— 一些地方面临较大财政压
力。由于水流动性差、水质不稳定、
湖水自净功能不足，星海湖生态系统
未形成良性循环，更多依靠人工换
水、补水、清淤等方式，每年需投入
大量资金；当地政府决定，今后将中
水作为主要补充水源，但中水治理成
本也不小。

记者了解到，从一些地方最初公
布的项目申报审批和招商信息看，许
多项目采取与社会资本联合开发形式
进行，期望以未来商业开发、土地出
让等形式完成项目回款。但部分项目
整改后，后续资金回笼存在一定困
难。

“我们不支持把黄河水用在这些
方面，对此应当加强监管和规范。”
针对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引黄河水造
人工湖、人工湿地的情况，黄河水利
委员会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水资源处
处长薛建国表示，黄河流域水资源贫
乏，黄河水资源分配，首先要保障工
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

长安大学水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认为，一些缺
水的地方挖掘人工湖，背后是政绩冲
动作祟。

今年4月，陕西省政府成立工作
专班，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脱离实
际造景造湖专项治理工作。渭南市
委、市政府已向陕西省委作出书面检
查。19人被追究责任，其中厅级干部
4人，处级干部12人，科级及以下3
人。

11月2日，陕西省发改委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的意见》，要求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决
策，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严禁实施
“挖湖造景”“移石造景”“过度亮

化”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石英认

为，“挖湖造景”整改，需要对现实
情况具体分析，科学研判。项目如果
已经叫停了，能不能恢复、怎么恢复
都要做精细规划，不能简单“一填了
之”，要高度重视后续遗留问题的解
决。

一些专家也建议，在严格项目审
批、严控类似现象再度发生的同时，
要进一步加快未完成整改项目的督促
落实，妥善解决生态复绿、防洪工程
完工等遗留问题。

李佩成和石英建议，在“挖湖造
景”项目整体叫停后，应尽快对项目
中的违规部分、景观部分和民生需求
部分进行切割；如果地方有实际民生
需求，例如水利蓄洪需求，应尽快重
新进行科学论证，保障民生工程能真
正为民所用。由于一些土地已经撂荒
数年，熟土层遭到破坏，当地政府需
要组织开展土地整理工作，尽快恢复
土壤营养。

据新华社

多地积极整改：

部分项目被叫停 部分项目复耕蓄洪

遗留问题：

半拉子工程、土地复耕难、财政压力大

整改需加速深入推进

后续问题需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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