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4
日，记者在现
场看到，益阳
大通湖经过
治理后，又恢
复了一湖碧
水的模样。
记者 卜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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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湖是湖南最大内陆养
殖湖泊，不过却因高强度投饵等
原因生病了。

2015年9月， 益阳市水文局
监测发现大通湖水质为劣Ⅴ类；
同年10月，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核
实该区域水质为劣Ⅴ类。2015、
2016年，大通湖在国家考核地表
水水质断面时， 被评定为劣Ⅴ
类， 被生态环境部专题督导、省
政府专题约谈。

监测结果一经公布，便引发
热议，为什么曾经可直接饮用的
湖水恶化如此之快？

“大通湖水污染问题既有长

期积累问题，又有企业短期掠夺
式经营问题。” 益阳市大通湖副
区长、 河坝镇党委书记刘文介
绍，大通湖水污染问题是因为高
密度养殖、高强度投饵投肥导致
湖体生态损害，同时企业大肆捕
捞螺蚌等底栖动物谋利，破坏水
生态系统，影响了水质净化。

“小时候水很清， 可以游泳。
水喝着甜甜的， 用湖水炖鱼特别
鲜美。”今年50岁的王先生从小就
在湖边长大，他告诉记者，后来大
通湖开始大规模养殖， 投了大量
饵料下湖， 从1989年后就不敢下
去游泳了，水一天比一天浑浊。

退养、截污、疏浚、增绿，“水下荒漠”蜕变“水下森林”

“洞庭之心”大通湖再现碧波荡漾
湖水清透，丛生的水

草柔柔地在水底摇曳，恍
如“水下森林”。

“现在湖里有7种睡
莲，预计纯利润可达1万

元-2万元/亩。现在水净了，鸟儿飞回来了，我们也有了新的
出路。”益阳大通湖区村民感慨道。

大通湖享有“洞庭之心”的美誉，从2016年开始，益阳大
通湖区坚持把大湖治理作为全区重点工作来抓，全面落实退
养、截污、疏浚、增绿、活水和生态修复等措施，水质得到了明
显改善。大通湖也由“水下荒漠”变成“水下森林”，回到过去
水草鲜美、鸟飞鱼跃的动人模样。 ■记者 卜岚

去年大通湖水质
总体评价为V类

据悉，2019年大通湖水
质总体评价为V类， 全年总
磷均值为0.122mg/L， 同比
2018年0.215mg/L明显下降，
其他指标均值均达标。

水质变优，生物多样性
逐渐显现。轮叶黑藻、苦草、
穗花狐尾藻等水生植物已
达17种之多； 螺蚌等软体动
物贮量增加， 由2016年的全
湖4万余吨保有量已增至近8
万吨。

此外，2018年冬季回归
候鸟约10万只， 单一种群超
过1万只，包括骨顶鸡、小天
鹅、 鸳鸯等17种国家保护名
录鸟类。2019年 11月-12月
调查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
鸟类小天鹅2090只、 白琵鹭
12只， 湖南省罕见鸟类赤嘴
潜鸭4只，其他水鸟15种。

4月14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
大通湖发现，湖边绿树成荫，湖内众
多鸟类栖息繁殖，一派水清、草绿、
鸟飞翔的生态绿色景象。

刘文说，之前这里都是养鱼，即
便最好的时候，纯利润也就2000元/
亩。“去年养鱼投肥投饵导致氮磷含
量高，造成严重污染，去年下半年我
们不得不转型种植水生植物。”

“你看， 这个池子约为20亩，现
在养的都是睡莲， 有红花的、 白花
的、蓝花的等等。”刘文表示，睡莲效
益很好，预计每亩纯利润可达1万元
-2万元， 苦草纯利润为3000-5000
元。 目前水草植物达到了30-40种

水生植物， 预计到年底水草养殖规
模将达到6000亩。

益阳市大通湖区委副书记、区
长胡国文介绍， 从寸草不生到水草
摇曳， 大通湖区成立了市治理工作
组，着重从截污、垃圾治理、大型养
殖退出、清淤清废、禁捕、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等七个方面推
进大通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回忆起曾经的“洞庭之心”，王
先生感慨万千。 他指着眼前这一湖
碧水笑着说，“现在好了，湖里开始种
种草、打捞垃圾，我们村民也一起从
狩鱼者，变成了守水者。肉眼可见的
漂浮物少了，这里也成为了景观。”

【回顾】 高强度投饵，“洞庭之心”病了 【转变】 养殖退养后，大通湖水“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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