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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碧水之间在碧水之间，，写写3030余载坚守余载坚守
■记者 林旭东 见习记者 张宇青

碧绿清澈的湖水悠远无尽，湖畔鸥鸟翔集，水草丰美。一汪碧水连接着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串联起子孙后代的民生福祉。在平湖，有一位治水

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他就是平湖市“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杨继抗。

今年58岁的杨继抗与“水”打交道已有30多年。30多年来，杨继抗与水结缘，是碧波清泉的守护者，是改善水环境的领跑者。他首创稻田退水

“零直排”、水产养殖尾水“三池两坝”治理等治水新模式，让平湖大地水长清、岸长绿。今年9月，得益于出色的治水成绩，杨继抗成功入选嘉兴撤地建

市“40年·40人”先锋人物。

生于江南水乡的杨继抗始终做着一个关于
“水”的梦，梦里有小桥流水、白墙黛瓦、枕河人
家……从大学所学的水产专业，到后来的治水
事业，杨继抗的一生，都围绕着那一汪碧水。

大学毕业后，他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和水产
相关。但由于当时河道污染严重，内塘养殖的
水体不符合相应的条件。这该怎么办？那就从
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杨继抗迈出了他治水生涯
的第一步。水产养殖尾水“三池两坝”治理模式
的推出，就是得益于杨继抗在这个阶段的经验
积累。

十年积淀，在沉浮中炼心，杨继抗与“水”注
定会再次相逢。2012年，在全市建设污水管网
之际，杨继抗进入市水务集团工作，出于对工作
的认真负责以及对治理污水的决心，他从头学
习相关专业知识，对管网材料严格把关，可以说
管道铺到哪里，杨继抗的脚步就跟到哪里。“污
水管网建设好可以有效减少河道污染，因此管

网的质量是重中之重，我们在建设管道时还不
定期对材料进行抽查，并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
从源头把控工程质量。”杨继抗说。

只有走在治水一线，才能做好生态修复，换
来平湖绿水长清。2017年，杨继抗被抽调至平
湖市“五水共治”办担任常务副主任，杨继抗真
正开始直面“五水共治”，担起了治水的重任。
一上任，杨继抗就接过了剿灭劣V类水的任务。

用一年时间剿灭劣V类水，这是杨继抗到
岗时的郑重承诺。虽然早已将平湖全市范围内
的河网分布图以及河道整治清单了然于心，但
是杨继抗依然放不下心，每天最关心的话题就
是河道水质。

回忆起那段治水时光，杨继抗坦言，这是他
治水以来压力最大的时刻，也是治水以来最有
拼劲的时刻。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杨继抗
没有一句怨言，他牵头对全市 3224条河道开展
三轮地毯式排摸，彻底排摸清劣Ⅴ类水分布情

况，初步排查出劣V类水体 389个，后续排查劣
V类水体 61个，全年完成剿灭劣V类水体 450
个。在清剿过程中，杨继抗挂图作战，建成“一
人一图五清单”，重抓“截、清、治、修”四个环节，
同时抽调251名市级机关干部担任治水督导员，
定点定人跟踪剿劣项目。

当时排摸出的劣V类水体有不少在市区，
因为河道两边都有民居，河道长时间没有清淤
从而导致水质逐渐变差。有一次对市区广福园
浜河道的河床进行清淤时，由于河堤坍塌，造成
临河民房小院围墙下沉开裂。居民们得知后，
都非常关心施工人员的安全。杨继抗说，在河
道清淤时，他们担心清淤影响河两岸居民生活
的同时，河两岸的居民也担心他们的安全，这让
他感到那段时光虽然繁忙，却也充满了温暖。

也正是这段时间，如杨继抗这般的治水人
夜以继日地努力，平湖终于在 2017年 9月全面
完成剿劣任务。

与水结缘 誓把污水变“清流”

践行承诺 治水脚步铿锵有力
治水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杨继

抗也反复面临着治水时的各种挑战。在水务
集团工作期间，杨继抗经历了污水管网建设三
年计划、城区阳台污水收集三年行动、“清三
河”行动等，为后续的治水工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也让他更加了解污水，懂得如何更加治
理好污水。

2018年，我市推出城镇污水“零直排”建设，
进行雨污分离。2021年，在城镇污水“零直排”
的基础上，我市又推出稻田退水“零直排”，探索
出了生态拦截沟渠“前后双+”的治理措施，创新
了“田—沟—河—圩”系统化治理，着力解决农
业面源污染问题。一边治理污水，一边开展生
态修复，在我市全面改善河湖环境的道路中，杨
继抗始终践行着自己“治水匠人”的承诺。

治水永远面临着新的挑战，杨继抗始终保

持着学习的姿态，在一次次治水实践中武装自
己，不断创新着治水的新途径。

在治水过程中，杨继抗发现，每年的 6至 9
月，河道内的总磷含量都会季节性反弹，严重影
响河道水质。经过多方求证调研，终于找出了
问题所在——农业面源污染。原来，每年的6至
9月正是水稻播种生长的阶段，平湖稻田众多，
大量富含农药化肥的稻田水流到了河流里，造
成了总磷含量的季节性反弹。

面对农业污染的问题，杨继抗在前期试点
建设稻田氮磷生态拦截沟的基础上，率先提出
稻田退水“零直排”，创新提出“田—沟—河—
圩”系统化治理，从源头上解决农业的污染。在
稻田退水“零直排”中，杨继抗先从“田”开始做
文章，蓄好稻田里的水，也就完成了“零直排”工
作的一半。杨继抗引导农民加强稻田的田埂，

加强农田的保水性，同时在稻田出水口设置两
道小闸门，使稻田的蓄水能力更加精准。沟则
在其中扮演着连接河、圩的纽带，经过“沟”的净
化沉淀之后，再将水排到圩区与断头浜、生态塘
中储蓄，当稻田需要用水时则从中抽取，实现了
稻田用水的有机循环。这一模式助推了农业的
绿色发展，也为周边地区农业绿色化发展提供
了参考。

30多年，杨继抗看过平湖的每一池湖水、每
一条河浜，“30多年的治水生涯已经让我跟治水
捆绑在了一起。”说出这句话时，他的眼中充满
了对治水的决心与担当。30多年的治水长跑没
有动摇杨继抗治水的信念，反而将他真正培养
成了一名敢于治水、善于治水的战士。如今平
湖良好的水生态以及水环境，正是对如杨继抗
这般的治水人最好的回报。

为民初心 碧水长清造福一方
平湖有着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美景，纵横

交错的河道宛如城市的脉络，赋予了这座城市
独特的生命力与魅力。平湖人也天生与水亲
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水”在平湖人民的
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早先河道的

“脏、乱、差”，使得居民逐渐远离河流。让老百
姓重新拥抱家乡的河流，是杨继抗的最大心愿。

要使河道变清，就要改善河道的整体水环
境，于是“碧水绕镇”等项目在杨继抗的牵头下
纷纷有序推进。就这样，杨继抗又在河道内种
起了“绿化”。碧绿的河道内生长着各种水生植
物，在增加河道自净能力的同时也成为了一道
别样的风景，河岸两边的绿化乔木，更是让平湖
的河道展现出了生机勃勃的一面。如今，有的

市民会沿着河边绿道跑步健身，也有的市民会
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美好的时刻。“现在水环
境好了，河边的口袋公园、绿道也越来越多，看
到人们又能聚在水边，享受着治水带来的变化，
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杨继抗说。

30多年的治水，让杨继抗成了水生态修复
治理的“环保匠人”，也让百姓享受到了环境变
好带来的福利。曹桥街道的曹兑港曾经水污染
严重，经过水环境整治后，这里的水变清了，环
境也变得越来越好。2020年，碧波荡漾的曹兑
港吸引了合木赛艇俱乐部的目光，将赛艇项目
带到了村里，由此曹兑港上又多了一道独特的
风景。此外，位于钟埭街道的北庄浜同样在治
水的影响下，从一条又脏又臭的河流转变为了

令人流连忘返的美景，河两岸的村民看到环境
迎来了大变样，纷纷开启了农家乐，环境变好
了，村民们的钱包也鼓了。

治水，让百姓致富！杨继抗在农业生产上不
断探索新模式，因地制宜采用更科学的灌溉管理
办法，用更少的水收获更多、更好的成果。不仅
如此，这样还能将腾出来的用水空间用来发展其
他优质项目，给平湖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也能
保证其自身污水的处理能力，以此形成一个良性
循环，让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携手并进。

“看到清澈的河流和人们对治水的肯定，是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杨继抗说。30余载坚
守，让平湖的生态之美舒展在一池碧波里，浸润
在繁茂的水草里，绽放在百姓的笑颜里……

从“红船”到“飞船”的筑梦故事
■记者 李雨婷 通讯员 徐冰艳

她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但是一直向星
辰追梦，成功与星辰同行，并带领一批又一
批乡村孩子认识航天、走进航天、爱上航天，
让孩子们从小就知晓“科教兴国”是他们成
长的路径。她就是被誉为“中国民间航天教
育第一人”的姚爱英。

种下一个“梦”

1992 年 8 月，中国航天人成功发射了
“澳星B1”，让当时身为平湖市黄姑中学少先
队辅导员的姚爱英，既为振奋更为感动，想
为孩子们种下一个“航天梦”。

当时，港台的明星风席卷而来，“读书无
用论”也影响了这个小乡村，让姚爱英大为
忧心。

“为什么我们不追科星而要去追歌星
呢？”抱着这个想法，姚爱英在校园内组织开
展了“不追歌星追科星”活动。她发动孩子
们给远在北京的航天科学家们写信，善良的
孩子们还拿出自己的零花钱，声称要给科学
家们“买水果”，336个孩子你一分、我一毛，
最终筹措了181.2元。姚爱英将这笔钱和信
件一起寄给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向科
学家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令人惊喜的是，很快研究院党委就给姚
爱英和孩子们回了信，除了感谢，还邀请他
们去北京参观。航天科学家们的回信让孩
子们异常兴奋，姚爱英也感受到了梦想的力
量在萌芽。

1994年，姚爱英和孩子们应邀参观了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从此之后，黄姑中
学和北京不仅书信不断，姚爱英也前后30次
带着学生们去北京参加学习，一圆“航天梦”。

延续一份“缘”

从1994年起至今，姚爱英坚持不懈组织
和带领孩子们学科星、学英雄、学航天精神，
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希望让孩子们明白科
教成才的意义。

坚持总是会有奇迹，梦想也能照进现
实。2006年 1月，航天英雄杨利伟来到平
湖，与孩子们分享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光
辉历程和筑梦航天的精彩故事，“单向追星”
变成“双向奔赴”。到目前为止，航天科学家
们已先后 35次应邀来到平湖为孩子们再续

“航天缘”。
2006年退休后，姚爱英的“航天教育梦”

走得更宽了。她走出平湖，在嘉兴、温州、金
华等地牵头建起 11个航天科普特色教育基
地，在各地举办科普讲座，并先后出版了《铸
造神剑的人》等多本航天科普书籍，向全社

会讲述航天科学家的故事。
2015年，在嘉兴市有关部门重视推动

下，成立了“姚爱英星星火炬工作室”，指导
嘉兴五县两区 20多所中小学少先队辅导员
的科普工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打下一片“江山”

“普及航天知识、传播航天文化、弘扬航
天精神，仅靠口口相传犹显不够，必须要打
造阵地，让航天精神更加真实可感。”姚爱英
说。

2009年，她提出了在平湖建个“两弹一
星”功勋馆和航天科普馆的建议，得到了航
天人和平湖各级领导的全力支持。最终选
定在独山港镇赵家桥村建立航天科普馆，她
拿出“毕生所学”，参与展馆的规划、布展、内
容的丰富等，令人惊喜的是，不少航天专家
专门为此捐献了很多重要的文献资料，让展
馆更具权威性。

2021年 6月，这个由平湖携手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打造的全国首个乡村综合
性航天科普馆正式启用，姚爱英一直在这里

志愿担任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团队讲出中
国航天的故事，努力让航天精神感染走进这
里的每一个人。

2021年年底，“天宫课堂”中国空间站
迎来首次太空授课，中国航天科普馆成为
浙江省唯一参与的地方馆。今年 6月，还被
评为第六批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
基地。到目前为止，中国航天科普馆已接
待参观研学团队 600多批次，参观人数 9.6
万多。

“航天教育梦”连着“发展梦”，2018年 8
月，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独山港举行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并与独山港幼儿园签署
合作办学协议。“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平湖
把航空航天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未来产
业。2021年，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与平湖市
共同宣布，将携手打造总投资 150亿元的航
天平湖产业基地项目，平湖人的“航天梦”正
照进现实。

如今，已经 72岁的姚爱英仍未“退休”，
她依旧行走在航天科普教育的路上，让全国
各地的青少年都能近距离了解中国航天史，
更好地仰望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