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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还你你一一池池清清水水，，再再现现儿儿时时记记忆忆
菏泽对农村河塘进行治理，让儿时清水再现，让村庄“活”起来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贺

儿时家乡的坑塘你还记得吗？农村坑塘在防涝抗旱、
美化环境、发展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更是许多人美好的
乡村记忆。但是现在不少农村坑塘变成了垃圾场、污水坑，
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痛。今年菏泽市启动“百塘治理”对农村
河塘进行治理，让儿时的清水再现，河塘经过治理发挥了
更大的生态、文化、经济效应。

在牡丹区王浩屯镇西前刘
村，76岁的秧歌队队长刘守军
带领43位队员，在村北的文化
广场上扭起了秧歌。文化广场
旁有一片河塘，河面碧波荡漾，
河堤整齐干净，岸边有刚种植
的小柳树，站在河边让人身心
一下子就舒畅了起来。

“今年夏天之前这河塘可
不是这个样子，可以说是不堪
入目，让人看起来就窝心。”刘
守军告诉记者，原来这是一片
臭水坑，村民都往里面丢垃圾，
坑边堆满了生活垃圾，尤其是
夏天的时候，苍蝇满天飞，臭气
熏天，村民都恨不得绕着走。

在多少人心中，村头小河
流淌，孩子们在河边嬉戏是他
们对家乡的美好记忆。今年夏
天，西前刘村村头这片水域纳
入了菏泽市“百塘治理”项目，
市水利局对这片水域进行了治

理。打通进水渠道，清理了河
塘，划定保护范围，让原来的垃
圾坑变成了清水池。

“通过村塘水生态治理，让
老百姓更多地看到水、用上水、
亲近水，享受水给农村带来的
喜悦和水利改革发展成果；让
老百姓重新唤起儿时的记忆，
觅乡音、忆乡愁、爱乡土，再现
当时在农村坑塘戏水摸鱼的留
恋场景。”菏泽市水利局水生态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彭聃说。

彭聃告诉记者，像前刘村
这样坑塘治理的村庄今年一共
有66个。菏泽市拿出专项资金
355万元，对200个村庄进行20
多天的筛选，在全市范围内选
择面积相对较大、市民要求迫
切、投资少见效快，能给周边老
百姓带来较大实惠的村庄坑塘
率先进行治理，目前已经基本
治理结束。

河塘治理

重新唤起儿时记忆

河塘治理为村民带来了干
净的环境，更引发了生态、文化、
经济多重效益。“自从今年夏天
治理了这片河塘，村里就依靠河
塘建设起了文化广场，极大丰富
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西前
刘村书记刘庆生说，自从有了河
塘和文化广场，村民围着河塘散
步，在广场上跳舞，村里的生活
美了起来。

与西前刘村一样，牡丹区李
村镇高李村的河塘更是水满河
美，这片河塘原来是村头的荒
地，坑坑洼洼，现在治理后的河
塘也是挨着文化广场，旁边就是

整齐漂亮的新农村房屋，河塘治
理与新农村建设完美结合。

河塘的治理还改善了农村
灌溉排涝条件，在菏泽市开发区
佃户屯办事处虎头李社区，记者
看到刚刚治理后的河塘还没有
蓄水。“河塘蓄水之后村北的200
亩农田浇地不用发愁了。”社区
书记李慎余说，村北的200亩地
用现有的几个井灌溉，有时候村
民要排队一个月才能浇上。

怎样才能让河塘发挥更好
的作用，是虎头李社区“第一书
记”刘道兴思考的问题。“村子后
面是杏林，东南是葡萄园，还有

山药，河塘蓄水后还可以打造成
垂钓园，借契机发展乡村旅游是
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刘道
兴说。

借助河塘发展村庄经济是
不少村庄的想法。“距离市区20
分钟车程，我们要打造菏泽第二
个穆里村。”西前刘村书记刘庆
生也有这个想法。“河塘治理虽
是小事，但是却能让农村发展产
生多重效应。结合新农村、重点
镇建设，治一个、成一个、带一
片、长期发挥效益。”菏泽市水利
局水生态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彭
聃说。

一片河塘 让村庄“活”起来

李村镇高李村河塘碧波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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