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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县樱桃沟位于素有“小江南”美名的
汉中盆地，这里气候湿润，景色秀美。经过农
村环境连片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后，樱桃沟
已成为当地一个颇具人气的特色景点。

家住樱桃沟的文女士 6 年前将自家房屋
改成了客栈，随着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她不
断 完 善 客 栈 的 居 住 条 件 ，营 业 收 入 年 年 上
涨。文女士的家里还有两亩多地，父亲每年
培育的樱桃树挂果后，能给家里带来上万元
收入，生活条件在一天天变好。

文女士告诉记者，樱桃沟这几年的变化，
来自于前些年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当时，
村里将污水管网进行了统一铺设，还在每家
建立了简易的三格式化粪池，杜绝了农村污
水横流的现象。垃圾也被要求统一收集、集
中处理，村子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据了解，樱桃沟是陕西省最大的樱桃生
产基地，每年 3 月樱桃树开花，漫山遍野雪白
一片，总会吸引大批游人前来旅游观光。到
了 5 月，红红的樱桃挂满枝头，十分诱人。西

乡县目前已发展樱桃近两万亩，成为全国三
大樱桃产地之一。樱桃沟连片种植樱桃 1.23
万亩，年产樱桃逾 3600 吨。

在樱桃沟景区莲花社区 6 组有一处占地
7.7 亩的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这项工程采
用“三格式化粪池预处理、管网统一收集、人
工湿地集中处理、尾水综合利用”的模式。

每户村民家里产生的生活污水经管网收
集后，首先进入化粪池，再经 19 立方米的隔油
池过滤掉上层残留油脂，下层污水进入调节
池均匀水质后流入厌氧池进行降解处理，随
后从厌氧池出水，流经总面积 835 平方米的
一、二、三级人工湿地进行深度降解处理，达
到污水处理排放二级标准后进入稳定塘综合
利用。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 232.36 万元，设计日
处理污水量 250 吨，已配套建设污水收集管网
1600 米，可以实现雨污分流。这片湿地虽然
采用了“人工湿地+稳定塘”工艺，但在充分考
虑景区农家乐污水排放特征的基础上，又特
别设计了前端污水隔油设施，确保了餐饮产
生的油污能够科学收集。

这套污水处理系统自 2014 年 5 月运行以
来，较好地解决了当地 106 户居民及农家乐生
活污水收集处理问题。通过实施环境连片整
治，莲花社区及所在的樱桃沟景区山青、水
绿、地净、景美，游客纷至沓来，更好地带动了
莲花社区农家乐的发展。截至目前，莲花社
区经营农家乐的家庭已达 69 户，从业人员 600
余人，农家乐已成为莲花社区经济创收的支
柱产业。

2014 年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两年行动计划
以来，西乡县积极整合涉农项目资金，累计投
资 4.1 亿元，持续推动生态立县、建设美丽幸
福西乡重大部署，大力实施环境整治、生态绿
化、美化亮化、文化提升工程建设，促进美丽
乡村建设升级提速。

目前，西乡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生
态旅游建设初具规模。60 个连片整治村生活
垃圾基本实现日产日清，樱桃沟景区莲花村
创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已通过复核，江榜
村被农业部评为“一村一品示范村”，农村面
貌不断得到改善，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农村
环境整治示范点。

环保占市县政府综合考核比重由5分提高到16分，考核指数更加全面

汉江盈盈清水向北流
2015 年，出境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

本报讯 位于汉江南岸的汉中市南
郑县，承担着汉江水质保护的重任。近
年来，南郑县委、县政府创新工作方法，
不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为实现汉
江流域污染防治和汉中市创建省级生态
文明示范城、环境保护模范城的目标做
出持续性努力。

据南郑县副县长夏绍铭介绍，南郑
县被列为 2012 年~2014 年农村环境连片
整治示范县。3 年来，南郑县先后在 12
个镇 71 个村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
范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1.89 亿元（其中专
项资金 3600 万元）。

汉江流域污染防治、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任务庞杂，单靠专项资金难以取得
实效。为此，南郑县积极创新，建立了政
府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群众积极投
入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整合多个项目资
金向示范村倾斜投放，重点实施“绿化、
亮化、美化、净化、硬化”五大工程。

南郑县财政每年将 20%中央生态补
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生态环保治理项目
奖补，以考核促整治。采用“县上补一
点，镇上贴一点，驻镇单位、商户、群众出
一点”的筹资模式，保障和支持镇村垃圾

清扫、收集、转运和处理设施建设。
2014 年 3 月，南郑县率先在全市

成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县委书
记任第一主任，县长任主任，县委、县
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分管领导任副主
任，县政府办、县国土局、县农业局、县
水利局、县环保局等 12 个部门的工作
人员为成员，统筹协调推进全县生态
文明建设各项工作。

两年来，南郑县以生态文明建设
委员会为依托，持续推进重污染企业
污染防治，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和运营，开展扬尘治理、锅炉拆
改、油气回收治理等多项工作。

此外，南郑县建立了“以奖促治、
以奖代补”“月检查、季考评、年考核”
等常态化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全面统
筹实施南郑县生态文明建设及汉江流
域污染防治、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清
除城乡垃圾整治旅游环境工作。全县
上下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
配合、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格局，有力地保障了全县生
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和落实。

王青 朱丽波吴举

本报讯 为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地水质，汉中市南郑县积极推进污
染减排工作，加快淘汰落后产业产能，推
进工业、农业、生活等污染源治理，加强
汉江流域污染防治工作。

2015 年，南郑县化学需氧量、氨氮、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4 项主要污染物均
有不同程度削减，与 2010 年相比，分别
下降 22.5% 、7.7%、34.3%、6.8%，圆满完
成“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任务。

狠抓工业污染治理和产业结构调
整。南郑县实施了陕西中烟公司汉中卷
烟厂废水治理中水回用、南郑县同利源
茧丝绸有限公司废水治理中水回用等治
理工程，关停了南郑县中梁建材有限公
司、胶东水泥公司等 3 家水泥生产企业
共 7 条机立窑水泥生产线，督促江南油
脂有限公司、天汉油脂有限公司完成了
两条浸榨生产线落后产能淘汰工作。

加大城市生活污水治理力度。南郑
县督促汉中市江南污水处理厂加快建设
进度，目前，江南污水处理厂已建成部分
的污水日处理能力约为 3.375 万吨，有效
解决了大河坎片区城市生活污水直排汉
江的问题。

深入推进农业养殖污染治理。“十二
五”期间，南郑县共完成 8 家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3 家养殖专业户污染治理任务，
完成两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关停工作。

南郑县加大污染源监督管理力
度，严格落实管理减排。加密重点污
染源监管频次，加强对重点排污企业
在线自动监测设施运行和联网情况的
监督检查。加强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监
管，全力推进黄标车报废淘汰工作，大
力削减机动车氮氧化物新增量。

日前，南郑县环保局环境监察人
员对辖区内个别养殖企业养殖废水、
生活污水利用排洪沟直接外排，污水
流入地表水体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
查处。根据《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
治法》等相关规定，南郑县环保局依法
认定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及时向县公
安机关进行了移送。

近年来，围绕“绿水、蓝天、青山、
宁静”四大工程，南郑县水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空气质量稳定向好，生态环境
不 断 优 化 ，声 环 境 质 量 达 到 市 控 标
准。濂水河（阳春桥断面）、冷水河（胡
家营大桥断面）、南湖、红寺湖 4 个监
测断面均符合Ⅱ类水质标准，城镇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达
100%。2015 年，南郑县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达到 284天。

南郑县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
定良好，为净一江汉水、保一方净土、
护一片蓝天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青 朱丽波吴举

本报记者肖颖 通讯员马成军 付荔
荔汉中报道 汉中市西乡县地处汉江上
游，为保一江清水北送，西乡县扎实开展
汉江流域污染治理工作。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在燃煤锅
炉拆改方面，西乡县一方面做好去年奖
补资金的兑付，另一方面再次拉网式排
查，摸清底数，及早安排，确保 10 月底前
完成燃煤锅炉拆改任务。在防治扬尘污
染方面，西乡县环保局会同住建部门开
展建筑工地防尘措施落实情况专项检
查。今年一季度，西乡县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为 51天，同比增加 4天。

推进北部花岗岩矿山环境整治。从
元月初到春节前，西乡县环保局对北部
矿区进行排查，逐个矿点拍摄资料，摸清
问题。提请县政府印发了《北部矿山环
境整治方案》，明确时间节点和各部门工
作职责。对存在的问题分类施策，强力
整治，符合生产条件的，责令开展生态恢
复治理工作；对未完成环保竣工验收的，
责令停产整改，限期完成环保验收；对废
渣处置不规范的，依法从严处理。

西乡县环保局推动环保大检查发现
问题的整改落实，将问题再次梳理，制定
详细整改方案，明确包抓领导和整改时

限。截至目前，西乡县共下达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30 余份，对两家企
业采取了查封、扣押生产设施设备的
强制措施。同时，对石材工业园区整
治成效进行巩固和再提高，加强监督
检查，遏制污染反弹。

西乡县以农村环境整治为重点，
扎实开展汉江流域污染治理工作。着
手建立农村环保长效机制，草拟了农
村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办法，修订了秸
秆禁烧考核办法，从制度层面规范农
村环境管理工作。扎实开展清理城乡
垃圾整治旅游环境工作，联合县创建
办对各乡镇垃圾污染现状进行暗访，
下达督办通知，限期整改。

同时，西乡县环保局还认真做好
县域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加强空气自
动监测站运维，每天及时对外发布信
息。每月对牧马河、汉江等 5 个断面
和城区饮用水水源进行监测，监测项
目从 15 项扩至 23 项。完成县城建成
区 57 个网格噪声监测、堰口镇等 3 个
镇的空气质量监测和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监测。完成尧柏水泥公司等 7 家重
点企业监督性监测，为 4 家企业提供
了监测服务。

南郑县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

有效解决生活污水直排问题

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实施五大工程

南郑71个村开展环境连片整治

西乡加强饮用水源地监测

监测项目从15项扩至23项
西乡县投资4.1亿元建美丽乡村

乡村美了村民富了

◆肖成

近年来，汉中市全力实施“绿水、蓝天、青山、宁静”四大环保工程，着力改善环境质量。截至
今年 4月底，全市优良天数共72天，同比增加6天；汉江、嘉陵江出境断面水质分别达到地表水Ⅱ类、
Ⅲ类标准。图为蓝天白云下的汉江风貌。 李仁义摄

四月中旬的汉中，山峦起伏，绿意盎然，
明艳的山桃花和梨花时时映入眼帘，目之所
及的汉江恰如流动的翡翠。这样的美景，正
是近年来汉中市环保工作成绩的生动体现。

讲政治 保水质

每年与各县区政府签订目标责任
书，实行重大环境问题“一票否决”制

保护汉江良好的水质，既是汉中自身保
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和“引汉济渭”供水安全的历史责
任。近年来，汉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汉江
水污染防治工作，把汉江水环境保护作为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将保护汉江水质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来抓。

2014 年 1 月 8 日，汉中市委、市政府召开
汉江流域污染防治 3 年行动动员会，制定了汉
中市汉江流域污染防治 3 年行动计划和年度
推进计划。计划用 3 年时间，实施“绿水、蓝
天、青山、宁静”四大环保工程，并提出了省
级、国家级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创建目标。

汉中市政府每年与各县区政府签订环境
保护目标责任书，实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
重大环境问题“一票否决”制。自“十一五”
起，市委、市政府将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
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和水、气、声三大环境质
量指标纳入市县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环
境保护考核在市县政府综合考核中所占权重
由“十一五”时期的 5 分提高到“十二五”时期
的 16 分，由考核环境质量指数扩展到考核更
加全面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汉 中 市 严 格 落 实“ 党 政 同 责 ”“ 一 岗 双
责”，把环保督察纳入纪检、监察部门日常工
作，形成失职追责的高压态势。市政府成立
环保综合督察组，由过去的“督企”转变为“督
政”与“督企”相结合，不定期开展巡回督察、
问政督察，对问题突出的县区，公开约谈党政
主要负责人，督促县区落实“一岗双责”，不碰
生态红线，守住安全底线，使环境保护工作真
正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调结构 促转型

实行重点区域产业负面清单，实施
188个污染减排项目

在汉江流域污染防治 3 年行动计划中，汉
中市成立专门机构，落实工作责任，实施目标
考核管理。3 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全市累计
投入 45 亿元，实施各类治理项目 579 个，水环
境 质 量 明 显 改 善 。 汉 江 出 境 断 面水质化学
需 氧 量 、氨 氮 平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11 毫 克/升 、
0.266 毫克/升，优于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嘉
陵江出境断面水质优于地表水Ⅲ类水质标
准，全市14个国、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达100%。

在严把项目审批关方面，汉中市抓好关
键环节，实行重点区域产业负面清单，坚决防
止新的污染源产生。“十二五”期间，汉中市大
力实施结构减排，对水泥立窑、化工、冶炼、砖
瓦等 111 家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企业实施淘
汰关停，拆除燃煤锅炉 400 余台，淘汰黄标车、
老旧车逾 3 万辆。实施污染减排项目 188 个，

累计削减化学需氧量 17628.3 吨、氨氮 3234.3
吨 、二 氧 化 硫 24201.9 吨 、氮 氧 化 物 10085.3
吨 ，较 2010 年 分 别 下 降 12.89% 、12.72% 、
9.00%、10.15%，超额完成陕西省政府下达的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
调水必须先治源，为确保一江清水永续

北上，汉中市做出了牺牲。“黄姜被誉为‘药用
黄金’，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但由于生产工
艺落后，黄姜加工中产生的污染问题一直比
较严重。为整治污染，汉中市决心彻底关停
不合格的黄姜皂素生产企业。截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不达标的 15 家黄姜厂已全部关闭。”
汉中市城固县环境监察大队队长张磊介绍。

勤监管 严执法

严格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加强汉江
水质监测预警

除淘汰落后产能外，严格监管执法也成
为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利器。

加 强 源 头 监 管 ，严 格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管
理。汉中市严格控制“两高一资”新建项目上
马，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污染严重的
项目坚决拒批，对达不到总量控制要求、污染
严重的项目坚决限批，对水、大气环境质量影
响较大的项目坚决不批。近年来，先后对 21
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实施停产整顿，对 5 个
重大项目限批，拒批污染严重的拟建项目 20
多个，从源头上减少了环境污染的发生。

加强汉江水质监测预警，及时掌握环境
质量状况。汉中市大力支持环境监测、防控
执法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不断加大投入，污
染物自动在线监控系统逐步完善，预警监控
能力得到提高，汉江、嘉陵江流域水质监控断
面达到 55 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成也使汉
江、嘉陵江干流县区跨界断面水质考核制度
得以顺利实行，已初步建立了水质污染付费
赔偿机制。

加强重点污染源日常监管。汉中市将医
药、化工、氮肥等重点废水排放企业纳入重点
污染源监管名单，各县区环保部门每月现场
监察一次，每月开展一次监视性监测，督促企
业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
达标排放。

在严格监管的同时，汉中市环保局围绕
损害群众健康和影响汉江水质的突出环境问
题，扎实开展环保专项执法行动。市环保局
会同发改、安监等部门连续 8 年开展整治违法
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持续
开展医药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重点行业企
业环境专项执法检查。连续两年开展“绿水、
青山、蓝天、宁静”环保专项执法检查，对发现
的偷排、超标排放等突出环境违法行为，一律
按上限处罚，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加大突出环境问题的督察力度，深入开
展明察暗访活动。汉中市人大组织人大代表
对全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等情况进行重点执
法调研，督促有关县区政府、部门采取措施解
决环境问题。联合新闻媒体开展明察暗访活
动，加大监督力度，震慑企业违法排污行为。

汉中市强化环境风险管理，不断提升应
急响应和快速处置能力，妥善处置突发环境
污染事故 10 件。宁强“3·22”柴油泄漏污染事
故发生后，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环境保护部的科学指导下，汉中市县两级快
速响应、果断处置，采取筑坝拦截、围挡吸附、
清淤断源等手段，科学治污，经过 10 天艰苦努
力，潜溪河全线稳定达标，确保了嘉陵江不受
污染。今年市政府还下发紧急通知，要求进
一步加强危化品车辆运输安全管理和突发环
境事件防控处置工作，确保不发生类似事故。

“十三五”期间，汉中还将继续围绕循环
发展、生态宜居的战略定位，大力实施生态立
市、产业兴市、文化名市、项目拉动、城镇带动
和创新驱动六大战略，持续抓好汉江流域综
合治理，把汉中建设成为宜居宜业、民富民
安、和谐和美的幸福家园。

陕西省汉中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境内

有汉江和嘉陵江两大水系，水资源总量219.8亿立方米。汉江发

源于汉中市宁强县，境内流长275公里，流域面积1.96万平方公

里，流经全市11个县区。

2015年，汉中市汉江出境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嘉

陵江出境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全市14个国、省控断面

水质全部达到水功能区划标准。汉中市是怎样确保一江清水北

上的？记者走进陕西汉中，一探究竟。

◆本报通讯员马成军 李奕慧记者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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