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长沙市红星社区公园，湖水浑浊不堪。 记者 龚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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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因水而名，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曾考证，清水塘、左家塘、侯家塘、仰天湖
等在历史上都曾是水光滟潋之地，而今了无痕迹。

2007年，长沙市出台了《长沙市市区地表水体保护(蓝线)规划(2006-2020)》，
这一规划曾被视为保护水体的纲领性规划。 但是， 此后城市的水域仍一步步被侵

蚀，后湖在规划中也被划入保护蓝线之中仍难逃噩运。
对此，长沙市规划局总工程师王慧芳9月17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蓝线规划较为

宏观，缺少细则。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规划没有被执行的遗憾。记者另从长沙市水务局
获悉，目前长沙正在制定新的水体保护规划，拟将蓝线规划具体化。 ■记者 汤霞玲 黄定都

长沙水体保护规划已出台5年，后湖为何仍难逃噩运

市规划局：原规划没可行细则
新的水域保护规划拟出台，目前正对市区水域进行普查

!!!!!!!!!!!!!

一个行将消失，一个不断“长大”

两湖变迁折射保湖窘局
长沙的湖到底何去何从？本报记者特地探访新世纪来最幸福的湖———月湖和最凄惨的湖———红星水库，试图通

过它们的变迁管窥长沙水体保护的历史，也以此折射保湖窘局。

远景

“原有规划有待细化”

2007年出台的《长沙市市区地表
水体保护 (蓝线)规划 (2006-2020)》按
“原生态和原址等容等面” 两大保护原
则， 对长沙556．33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七道、十二片、十五点、十二渠”的46道
水系空间实施全面保护。 其中后湖属
“十二片”之一，红星水库则在“十五点”
范围。当年该规划出炉时，曾被视为长沙
水体保护的纲领性文件， 但随后渐渐悄
无声息。记者查阅该规划发现，后湖所在
的岳麓渔场确定保护面积为68公顷（约合
1020亩），与如今现有的面积相去甚远。

当年就已担任长沙市规划局总工程师
的王慧芳， 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她告诉记
者，城市水体保护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
及到枯水期、汛期、蓝线内涵的定义方式等
方面。比如做蓝线规划时尺度很大，做出来
的规划也很“宏观”，只是定了一个框架和方
向，并不细致。在蓝线的框架下面，并没有具
体可行的细则。

“多头管理，责权不明”

“有了具体规划才能明确界限，落实权责，
最后规划才能落地。”王慧芳说。

她还告诉记者， 现在长沙水体保护和管理
分了很多部门，水利局是水的行政主管部门，所
有关于水的事务都能管； 环保局是保证水质不
受污染的部门；而规划，只能按照城市整体规划，
确定保护水域。一旦出了问题，首先必须要调查。
调查的主体有可能是水利、环保、规划、城管的任
一家。调查查出问题，才能找到责任主体，然后按
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整改。

“各个职能部门和广大市民应该达成一种共
识，执行规划需要各个部门的分工合作，落实规划
是每个部门和每个市民都要努力的。”王慧芳说。

同时，记者从规划局获悉，遇到水体侵占时，只
有报建审批了的项目才归规划局管，如果没有报建
审批，规划局就难以管辖。而后湖此次填埋事件恰恰
是未经报批的。

新保护规划近期将出台
城市水域保护将具体化

而另一个好消息是，目前长沙市水务局正在对城区
水域进行普查，有望在今年年底分析统计出全市区域水
面率并予以公布，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沙首次对市
区水域的普查，这次普查将打破原有的多头管理局面，由
水务局牵头各单位参与。

长沙市水务局总工室主任陈忠良告诉记者，此次调查
旨在为《长沙市城区水域保护规划》出台做准备，市区内一
公顷以上的水面、5公里以上的河道将进行走访、 测量等，
确定边界线、 保护范围与管理范围， 从而进行更合理的保
护， 目前已完成中期成果， 预计两个月后能出台征求意见
稿。

“以后，所有涉水的项目都要水务局签署意见。以前的蓝
线规划内容单一，在具体的区域有局限性，执行力度不是很
严格。新的规划出来以后，项目有了更加严格的申请审批程
序，城市水域保护也更加具体化。”陈忠良说。

楼盘挤占、垃圾填埋
城南最大水库几近消失

【探访】红星水库的命运则折射出了长沙水体的
整体悲剧。

9月13日下午4点30分， 记者来到位于新韶路的
红星社区公园，这里是原来的红星水库所在地。映入
记者眼帘中的公园水域，水的颜色呈黄泥色。

年过五旬的陈斌容是住在旁边的中建五局宿舍
区的员工家属。她说，自己住在这里已经20多年了，
当初水库除了灌溉农田，还养有鱼，夏日更是有人在
其中游泳。老人们一直叫它“绿洲”。后来水库被外面
运来的土一步步填埋， 水库边的小路被拓宽成新韶
路，其余的一些地方则栽上了树。在水面的西部，则
是利用原有渣土建成的小土坡。 附近居民周女士更
是对记者说，“水库变水塘再变水池， 眼看着水体不
断萎缩，可惜了。”

【破坏】1958年， 为灌溉井湾子附近农田而修建
的红星水库，是当时城南最大的水库之一；20世纪80
年代开始，周边单位开始往水库里倒垃圾，水质开始
变差；21世纪初，长沙城区向南拓展，水库周边被楼
盘挤占，附近楼盘的渣土全部填埋在水库里；2004年
到2006年时，四周的渣土不断蚕食水面，导致四分之
三的水面区域被填埋；2006年下半年，长沙的水利部
门表示，红星水库完全失去自净功能；2007年9月，因
为水质污染， 长沙市水利局提出同意废弃红星水库
并予以注销；2010年3月10日，红星水库拟建40余亩的
社区公园，并保留10亩水面。

每月来一次全湖水体循环
月湖已成长沙第三大湖

【探访】 9月13日下午3时许， 记者驱车来到三一大道
与万家丽路交界处的月湖公园。尽管天色阴沉，冷风拂面，
还不时飘着一丝雨滴，但依然有不少市民在这里休闲、游
乐。市民李先生已年近六旬，当天他和病友是骑着三轮车
从长沙残疾人康复医院来的。

李先生说，月湖所在地原来是一片农田，4年前他就
来过这里，那时候湖大体已经挖成了，里面蓄了水，但是
周边配套还没有。

四年后，湖边已经绿树掩映、杨柳依依，各色花草
点缀其中，走在公园小道里，还有轻音乐从旁边绿化带
里传出来。除洪山余韵、月舞潇湘、长堤春柳等9大景观
外，公园里还配备有各种休闲娱乐设施，湖东边还专
门开辟了垂钓区。记者看到有人正在拿着钓竿悠闲地
等着鱼儿上钩。

【保护】月湖公园综合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吴
展鹏向记者介绍道，长沙月湖公园于2006年建成，公
园总占地面积为1003亩，其中景观湖水面积为600余
亩。为保证月湖水质的清澈，公园专项建设了水质
循环处理并水源补充系统， 日处理水能力为3万立
方米，每月可对全湖水体进行一次循环处理，可常
年保持湖水水质达到景观三级用水标准， 针对季
节性干旱缺水时期提前启用水源补水系统， 从浏
阳河取水适量补充湖水。 2007年的蓝线规划统计
数据显示，在蓄水的湖泊中，月湖以30.3公顷排名
长沙第三位。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