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你是某报社记者，请根据“给定资料 3”，以“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活力水

城’”为题，写一篇报道。（20 分）要求：（1）内容具体、全面；（2）语言流畅，有逻辑

性；（3）不超过 500 字。（2017 年国考市地级） 

 

3.B 县县委书记 W 在几次不同场合所做的讲话中都涉及了打造“活力水城”的话题。 

（1）9 月 15 日，在 B 县县委召开的一次会上，W 说： 

古语有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择水而居是人类生存的本能，

利用水资源又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为此，我县要立足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活力

水城”。要按照“碧波映城，城托青山，人在城中，城在画里”的美好愿景，塑造我县的水

系空间，使我们的县城河、湖、湿地合理连接，具有多样滨水公共空间，达到“水丰、水清、

水美、水活”，实现“蓝天、碧水、绿地”相互融合，使“水城”真正充满“活力”。 

（2）穿城而过的南河，曾因乱排乱放，变成了一条“臭水沟”，市民避而走之。10 月 1 日，B

县打响了南河治污战役，W 在治污现场会上说： 

南河治污，我们要采取“河外截污、河内清淤、中水回用、生态修复”的模式，强化“该停

的停，该关的关，该并的并，该转的转”的治污方略，共取缔了 324 家污染企业，使南河变

得河水清澈、绿影婆娑、鱼虾畅游，进而推进包括县内其他二条河流的污染整治。为巩固

“三河”治理成果，加大对水系的保护力度，我们将要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保护与修复现

有水体并适当增加水面，城市水面率达到 10%以上；二是通过工程措施保护“南河”、“北

河”、“梅江河”的生态需水量与流动性；三是保护并逐步改善中心城区水质；四是为市民提

供良好的水体景观和便利的亲水娱乐空间。 

（3）11 月 5 日，W 在“‘水城’如何建设”的座谈会上说：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城”建设不仅要让城市水系发达，水域面积占城

市面积的 10%以上、水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5 公里以上；还要让城内有“活水”。为让“水

活”，通主脉，保供给，建支脉就势在必行。 

目前，璧山城区水域面积已经达到 3400 亩，城区水面比例已经达到 9%。这些都是“活血化

瘀”的效果。我县将强力为水建“安乐窝”。“三河”治理工程，治愈了“南河”、“北河”、



“梅江河”的“动脉粥样硬化”，畅通了水流渠道。 

而各级水库的建设和完善，保证了“活水”有“源头”，供“血”充足。同时，建成“一河

三湖九湿地”，加强对现有水体、水系的保护，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等诸多举措，都有

助于促使总水量“脱贫致富”。届时，“水域面积占城市面积的 10%”将不是梦。 

“大动脉”畅通了，“供血”充足了。水能否“活”的另一关键因素，就是遍布璧山城区“全

身”的“毛细血管”。只有“毛细血管”畅行无阻，才能把“山在城里留、水在城里游”这

一理念转化为现实。按照规划，53 平方公里城区，要建设总长约为 260 多公里水网，才能

达到“水城”水网密度的标准。因此，在“水城”的打造中，我县将加大对水系修建的力度，

使水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5 公里以上。 

(4)11 月 18 日，在欢迎省作协组织的“水与城市”考察团的见面会上，W 说：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都将水作为其作品的意象，如“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水光

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等等。水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保障，更是精神的寄托。 

水之美，在于其能增色添彩。想象一下，水网密布、“一河三湖九湿地”如一颗颗绿宝石镶

嵌于钢筋水泥都市丛林之间。人行其中，耳听“小溪潺潺”，眼见“如蓝绿水”，定会忘记城

市的喧嚣，内心获得片刻宁静。水之美就在于以其声，以其色，以其形，让人逃脱樊笼，复

返自然。 

水之美，在于其能滋养生命。我县将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一概念做出最新诠释。在

满足城市防洪要求的基础上，利用景观、防洪河道等将城中水系连成一体。合理组织水上游

览线路，完善“亲水”设施，增加市民参与度。增加城内景观湖面，提高城区水面率，保持

并净化水质。采取这一系列举措，打出“水城”名片，发展“周未旅游经济”。借此，发展

我县第三产业，增加老百姓经济收入。 

我有一个梦想，希望 3 年后，我县大多数市民走出家门不远，都能够感受到水的灵气，享受

到水生态带来的舒适和愉悦。那时再次欢迎诸位作家来我县感受“活力水城”的魅力。 

 

 

 



 

 

 

 

 

 

 

 

 

 

 

 

 

 

答案： 

打造“水清、水活、水美”的“活力水城” 

     本报讯（记者 XXX）9 月 15 日，B 县县委书记 W 在县委会议上指出我县要打造“水清、

水活、水美”的“活力水城”。要塑造我县的水系空间，使县城河、湖、湿地合理连接，具

有多样滨水公共空间，从而实现“活力水城”。 

    为实现“水清”，B 县从南河治污开始，以“河外截污、河内清淤、中水回用、生态修

复”的模式，以“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并的并，该转的转”为治污方略，取缔 324 家污

染企业。并巩固“三河”治理成果，加大水系保护力度。 

    为实现“水活”，通主脉，保供给，建支脉就势在必行。通过“活血化瘀”，B 县城区水

域面积达 3400 亩，水面比例达 9%。各级水库的建设和完善保证“活水”有“源头”。同时，

建成“一河三湖九湿地”，加强对水体、水系的保护。此外，将加大水系修建力度，使水网



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5 公里以上。 

11 月 18 日，在欢迎省作协组织的“水与城市”考察团的见面会上，W 提出：水之美，

在于其能增色添彩。让人复返自然。水之美，在于其能滋养生命。因此，组织水上游览线路，

完善“亲水”设施等，从而发展我县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关注“天津华图”微信公众号：tjhuatu 

后台回复“时政”可获取最新时政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