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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洞离市区不远，每到周末，我
们一家就开车来这里玩，”在铜仁市九龙
洞景区，铜仁市碧江区的陈先生告诉记
者，由于近年来九龙洞景区的开发更加
完善，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

利用暑假到铜仁市旅游的息烽一中
老师欧阳艳则告诉记者，除了独特的洞
穴景观外，关于九龙洞的神秘传说也是
吸引她的重要原因。

位于铜仁市城东 17公里的骂龙溪右
侧观音山山腰的九龙洞风景区，洞内，典型
的卡斯特溶洞景观美轮美奂，洞外，前临的
锦江河风景如画。据了解，九龙洞风景区
由九龙洞景区、锦江景区和六龙山景区3个
部分组成，总面积56平方公里，是峰瀑洞
林融成的生态明珠，被誉为喀斯特地貌
的“百科全书”。1987 年，九龙洞风景区
被列为贵州省首批确定的十大风景名胜之
一，同时也是铜仁市最先开发的溶洞。

九龙洞风景区的建设，是铜仁市创模
民生工程的缩影，也是铜仁创模工程为民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态产品的体现。

铜仁市以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为契机，大力加强辖区内景区建设，发
展生态旅游，带动产业转型发展，增强创
模工作给了普通百姓的获得感。

□多措并举强化景区建设，
严格管控环境质量

铜仁市因汞出名，被称为中国汞都，
但除了汞这张名片外，铜仁市还拥有丰
富的风景资源，如何转型发展，铜仁市充
分利用好自然风光，开发生态旅游。

铜仁市以创模为契机，大力开发九
龙洞风景区生态旅游。不仅带动了经济
的发展，当地百姓也在景区的发展中收
益。“我以前在深圳打工，九龙洞景区
大力开发以后，名气大了，游客多了，我
回家开了农家乐，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景区农家乐老板吴仲勋告诉记者。

为了保护九龙洞景区，铜仁市政府
下了大力气。研究制定了景区保护的措
施和制度，让景区建设和保护有据可依。

铜仁市环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九龙洞景区采取分级保护的措施，
将景区保护分为三级。以九龙洞为核心区
面积约为 2.2平方公里的范围为一级保护
区，在这个区域，各类地貌、植被、水文景观
的原始性与完整性得到完成保护，乱砍滥
伐、开山采石等破坏性活动也被禁止。

二级保护区范围为一级保护区的外围区
域，可以安排游赏活动项目和旅游服务设施。

除分级保护外，还对景区进行开发控
制。明确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范围。上述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划定的生态保育区、特
级景点九龙洞洞顶周边区域、坡度大于 35
度以上的陡峭区域、地质灾害极易发区和
高易发区以及景区内主要自然景点景物本
身等都是禁止建设的区域。

另外，景区还对生物多样性、地质地
貌景观、水域景观、古树名木、名居村寨、
旅游公路进行专项保护。

铜仁市根据九龙洞景区的地质地貌
特点，因地制宜开发不同功能区。如对
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带性、显著的垂
直节理特征的沟谷峰峦开发河谷寻幽、
徒步探险等项目。而对农田旷野进行田
园劳作体验、田园风光游览等项目开发。

在创模过程中，铜仁市严格管控景
区环境质量，在水体环境方面，整治清理
锦江沿岸及上游的污染源，控制排污总
量，对城乡生产、生活污水进行净化处理
后达标排放，改善锦江水域环境。

在土壤植被方面，加强景区植被的保护
和培育，禁止林木砍伐，大力推行植树造林和
退耕还林，坡度大于25度的耕地一律退耕还
林。景区内森林覆盖率应达到80%以上。保
水固土，涵养水源，防止自然灾害和水土流失。

在大气环境方面，改变当地居民能
源结构，并在旅游服务设施内使用电能
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以防止环境空气

污染和砍伐薪柴带来的植被破坏。
在工程环境方面，景区内的工程

设施建设要统一组织，加强施工管理，
尽可能顺应地形，减少道路、管网建设
对土石方的开挖，实现取、弃土的就近
平衡。对工程建设中形成的裸地要及
时覆土、还林，及时清除建筑垃圾，将
施工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
最低程度。景区内交通工具建议使用
环保车，尽量减少有害废气的排放量。

一系列的举措夯实了九龙洞景区发展
的基础，为促进了景区发展建立了保障，九
龙洞景区生态旅游方兴未艾。生态旅游保
住了绿水青山，也带来了金山银山。

□摒弃传统发展模式，以
生态旅游带动转型发展

铜仁市在创模工程中始终秉持为
民造福的理念，不断摒弃传统发展模
式，以生态旅游带动转型发展。

这一典型就是万山，作为中国的汞都，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万山累计产汞和朱
砂3万多吨，上缴国家利税15亿多元。万
山一度被被誉为“小香港”。然而，随着汞
矿资源的枯竭，万山的繁荣逐渐凋敝，2009
年，万山被国家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

承受环境污染之痛的万山，在创
模工程开展后迎来了拐点。万山确定
了“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的
发展战略，走上一条转型发展之路。

据了解，自 2004年以来，万山累计
已经投入两亿元，启动和实施了生态、环
境、地质灾害、重金属污染等多个大型治
理工程，对矿渣、炉渣引起的地质环境污
染进行整治，对矿区地貌景观进行植被
修复，对矿渣裸露区进行绿化。

除投入资金修复生态外，当地政府
不断寻求替代产业，带动万山转型发展。

2016年 5月，前身为万山汞矿公园
的万山朱砂古镇开园，这是中国首个以
山地工业文明为主题打造的矿山怀旧小
镇。古镇里，苏联专家楼、水墨丹青、时
空隧道等20多处景点全部对外开放，其
中千米长的玻璃栈道最为吸引游客。光
怪陆离的灯光，造型逼真的雕塑，幽深狭
长的矿洞，让游客一览卡斯特溶洞的奇
观，感受千年汞矿的文化。

依据生态旅游带动转型发展的思路，
万山充分利用汞矿资源，开发朱砂旅游产
品，将万山汞矿申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建立了万山汞工业文化遗产博物馆。

同时，万山国家矿山公园景区以万
山汞矿遗址为核心，向岩屋坪矿业遗迹
景区、老山口生态休闲度假景区、水眼坪
民俗风情景区和夜郎谷漂流观光景区为
延伸，不断带动周边旅游业的发展。

2014 年，万山特区旅游综合收入
突破亿元大关，生态旅游实现了万山
的华丽转身，被宣布资源枯竭的万山
旧貌换新颜，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在人
们的视野。曾经，万山因汞矿而荣耀，
如今，万山换绿装再次引人注目。

同时，在产业原地转型的思路下，万
山在做强汞化工传统产业的同时，还发
展新材料、新矿产和铝制品、汽车零部件
等加工业。依托“中国汞都”品牌，建立
起了“全国汞化工循环经济示范区”。预
计到2015年，“全国汞化工循环经济示
范区”将实现产值 50 亿元人民币、利
税 5亿元人民币，解决社会就业 4000多
个，到2020年实现百亿产值目标。既要
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曾经承受汞之
伤害的铜仁更能理解这个要求的内涵。
自2012年启动创模工作以来，铜仁始终
把创模作为最大、最好的民生工程。作
为创模工程的重要内容，生态旅游不仅
为铜仁找到了转型发展的捷径，也让百
姓充分享受创模带来的生态红利。借助
这个平台，铜仁市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始终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围绕
构建“一核四区四带“生态安全格局，把
生态优势转变成生态产品、生态产业，推
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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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市依托“创模”推动重金属污染防治

◆梁隽岳植行 余能智

自2012年，贵州省铜仁市启动创模

工作以来，以创模为抓手对重金属污染全
面防治，对各区县的环保部门进行了分工，
专门针对重金属治理开展相应的工作。

集中治锰 净水清流

地处黔湘渝三省交汇处的铜仁市
松桃县，因丰富的锰矿资源与相邻的湖
南花垣、重庆秀山，合称为“锰三角”。

过 去 ，松 桃 河 沿 岸 密 布 的 电 解
锰 企 业 为 当 地 带 来 繁 荣 的 同 时 ，也
让松桃河成为一条黑水河。

经 过 多 年 的 治 理 ，松 桃 河 恢 复
了 本 来 的 面 貌 ，为 下 游 的 洞 庭 湖 ，
送去了洁净的绿水。

去 年 ，松 桃 县 在 木 溪 村 的 河 流
出 境 断 面 建 立 了 水 质 自 动 监 测 站 ，
主要对河流中的锰含量进行全天实
时监控。

“特征污染物总锰，今天的监测数
据是 0.08 毫克每升，而执行标准是 0.1
毫克每升，河水是达标排放的。”记者
与松桃县环保局监测站站长龙梅芬，
在水质自动监测站的仪器面板上，看
到了松桃河的锰含量。

虽 然 有 了 自 动 监 测 站 ，但 龙 梅
芬他们每个月还是要到出境断面取
水 化 验 ，在 启 动 创 模 工 作 至 今 的 4
年 ，龙 梅 芬 的 主 要 任 务 ，就 是 监 测
松 桃 河 ，而 监 测 重 点 ，就 是 锰 含 量
是否超标。

“ 以 前 这 地 方 的 河 水 都 是 乌 黑
的 ，连 螃 蟹 抓 起 来 都 是 黑 色 ，吃 不
得 也 不 敢 吃 。”木 溪 村 村 民 郭 发 群

描述当时的污染状况。
由 于 蕴 含 丰 富 的 锰 矿 资 源 ，松 桃

河 沿 岸 曾 林 立 电 解 锰 企 业 ，5 公 里 流
域企业最多的时候达到了近 10 家，由
于 历 史 原 因 ，技 术 落 后 ，废 水 直 排 松
桃河，河水锰超标 5 倍多。

松桃县环保局局长杨光清告诉记
者：“通过排查我们认为是老渣库的渗
漏，是污染的重要原因。2010 年前建的
渣库，大部分采用的是黏土防渗，在受到
锰渣渗漏液强酸强碱的腐蚀后，时间一
长防渗功能便大大下降。”

从 创 模 工 作 启 动 以 来 的 几 年 里 ，
松桃县已关停或封闭了 10 座老渣库，
投 资 近 1 亿 元 ，用 于 治 理 老 渣 库 的 渗
漏和生态修复。

通 过 截 洪 沟 的 方 式 隔 绝 外 界 水 ，
库 区 内 的 水 通 过 防 渗 膜 来 隔 离 ，利 用
沟 渠 、管 道 让 雨 水 不 再 渗 漏 到 渣 里
去 ，根 据 企 业 的 监 测 数 据 看 ，渗 漏 液
相 比 创 模 之 前 已 降 低 到 三 分 之 一 。
同 时 ，当 地 通 过 污 水 收 集 系 统 回 收 老
渣 库 的 渗 漏 液 ，经 过 处 理 后 用 作 生 产
用 水 ，并 在 被 污 染 的 地 下 水 附 近 ，修
建了污水处理厂。

到 去 年 ，松 桃 河 的 锰 污 染 得 到 了
稳 定 控 制 ，达 到 地 表 水 Ⅲ 类 水 质 ，清
澈的河水在松桃县潺潺流淌。

新建渣场 统一治污

朱砂古镇。

根据铜仁市在创模工作中的摸
排 调 查 ，工 业 渣 场 和 尾 矿 库 的 渗
漏 ，是 铜 仁 诸 如 松 桃 河 这 样 的 河 流
污染的重要原因。

为此，铜仁市积极参照执行 2013
年贵州省出台 的 全 国 首 个 地 方 性 标
准《贵 州 省 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贮
存 、处 置 场 污 染 控 制 标 准》，其中对
重金属企业新建渣库的部分建设标准
严于国家标准。

位 于 铜 仁 市 碧 江 区 的 灯 塔 工
业 园 ，是 贵 州 省 第 一 个 参 照 标 准 建
设的锰行业公共渣库。

大容量、高标准、规范化公共渣
库 的 集 中 建 设 ，提 高 了 土 地 利 用

率 ，有 效 防 止 企 业 各 自 建 设 渣 库 的 多
处污染源带来的环境风险。

渣 库 通 过 PPP 模 式 ，由 政 府 运 用
公 司 化 运 作 ，既 解 决 了 当 地 农 民 的 再
就 业 ，又 充 分 实 现 了 生 态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 渣 库 多 重 防 渗 处 理 能 够 确 保
在 使 用 期 间 和 闭 库 后 相 当 长 时 间 内 ，
不会出现重金属渗漏。

铜仁市环保局副局长罗勇告诉记
者 ：“ 铜 仁 市 的 水 环 境 是 比 较 敏 感 的 ，
一 共 有 四 条 河 流 从 铜 仁 市 出 境 ，针 对
重 金 属 污 染 ，我 们 采 用 集 中 建 渣 库 的
形 式 ，按 照 新 的 严 格 标 准 ，统 一 建 设 、
统 一 治 污 ，来 确 保 将 达 标 的 水 体 交 给
下游。”

新生万山新生万山 生态汞都生态汞都

在 铜 仁 万 山 ，汞 矿 曾 经 带 来 巨
大 的 物 质 财 富 、悠 久 的 工 业 文 明 ，
也给当地留下巨大的环境创伤。

掠夺式开采导致汞矿资源过早枯
竭，贵州汞矿破产 后 ，万 山 单 一 的 经
济 支 柱 也 随 之 坍 塌 ，并 延 伸 出 巨 大
的 维 稳 压 力 ，经 济 社 会 发展出现阵

痛与断层。
对 国 内 最 大 的 汞 工 业 生 产 基 地 ，

被 誉 为“ 中 国 汞 都 ”的 万 山 汞 矿 污 染
治 理 ，以 及 其 生 态 修 复 和 经 济 复 苏 ，
成为铜仁市创模工作的重点之一。

近 年 来 ，万 山 区 在 创 模 工 作 不 断
推 进 中 ，大 力 治 理 历 史 遗 留 下 来 的 汞

土壤治理土壤治理 创模争先创模争先

国 务 院 于 5 月 28 日 印 发 了《土 壤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 》（ 简 称“ 土 十
条 ”），提 出 2016 年 底 前 ，在 铜 仁 启 动
土 壤 污 染 综 合 防 治 先 行 区 建 设 ，重 点
在 土 壤 污 染 源 头 预 防 、风 险 管 控 、治
理 与 修 复 、监 管 能 力 建 设 等 方 面 进 行
探索。

日 前 ，财 政 部 下 达 铜 仁 市 2016 年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专 项 资 金 3.54 亿 元 ，重
点 支 持 铜 仁 市 国 家“ 土 十 条 ”确 定 的
示 范 项 目 和 2015 年 已 启 动 的 重 金 属

污染重点防控区综合防治工作。
铜 仁 市 以 创 模 为 抓 手 ，及 时 成 立

了 土 壤 污 染 综 合 防 治 示 范 区 建 设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组 织 编 制《铜 仁 市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示 范 区 建 设 方 案》《铜 仁 市
汞 污 染 土 壤 及 农 产 品 加 密 调 查 实 施
方案》，完成 922 个点位土壤样品制备
工作。

目 前 ，土 壤 正 结 合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前 期 工 作 成 果 ，按 要 求 积 极 组 织 编 制
项目实施方案，争取尽快组织实施。

污 染 ，在 生 态 修 复 和 环 境 整 治 上 取 得
诸多成效。

铜仁市创模工作中，联合协同发改、
国土、安监、环保、林业等部门，对万山实
施了生态、环境、地质灾害、重金属污染
等多个大型治理工程，已投入资金共计
两亿余元，排除和减少了矿渣和矿石可
能带来的地质灾害、汞污染等。

自 创 模 以 来 ，投 资 1000 万 元 对 梅
子 溪 和 十 八 坑 实 施 了 重 金 属 污 染 综
合 防 治 工 程 ，对 残 留 汞 渣 进 行 固 化 处
理 ，有 效 防 止 汞 渣 污 染 扩 大 。 投 资
2870 万 元 实 施 了 地 质 环 境 治 理 项 目
和 生 态 恢 复 工 程 治 理 项 目 ，新 建 了 7
座挡渣坝、8 道挡渣墙、1 座拦砂坝，修
建了 4 座汞渣渗沥废水处理工程以及
截洪沟、排水管等配套设施。

2013 年，“万山汞矿资源枯竭城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获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批复。这一项目投资 1.2 亿
元，对矿山公园周边区域进行综合治理。

此外，这一区还在采矿废弃区、冶炼
废弃区等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大力开展封
山育林，逐步恢复废弃区生态环境。

近 日 ，记 者 在 原 贵 州 汞 矿 四 坑 看
到 ，原 来 堆 积 如 山 的 矿 石 、矿 渣 已 经
被 厚 厚 的 水 泥 封 盖 ，并 做 了 防 渗 处
理 。 因 为 附 近 的 田 土 此 前 已 受 污 染 ，
有 关 部 门 修 建 了 排 水 渠 把 流 经 的 地
表 水 与 污 染 地 进 行 分 离 ，以 防 水 源 再

受 污 染 ，还 修 建 了 一 个 大 水 池 ，为 周
围群众提供生产生活便利。

杨德才老人原是一名汞矿的井下
工 人 ，他 说 ：“ 早 听 说 汞 会 带 来 污 染 ，
这 些 工 程 实 施 后 ，我 们 就 更 放 心 了 。
大 家 都 在 水 池 里 洗 衣 服 ，孩 子 们 热 天
在 池 子 里 洗 澡 ，没 有 什 么 不 正 常 的 情
况出现。”

针对此前因汞带来的土壤重金属污
染，铜仁市编制了《贵州铜仁典型区域土
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方案》，拟重点
对下溪乡、敖寨乡沿河两岸的 4783 亩污
染耕地进行修复。这一项目已于去年底
上报国家环保部，等待进一步评审，项目
申报总投资 20亿元。

国家环保部将这一区纳入了国家
《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
涉及规划项目 19个、投资近 8亿元。

此外，万山还严厉打击非法采矿、
盗挖矿柱和土法炼汞等违法行为。

副 区 长 杨 德 胜 说 ：“ 近 年 来 ，万 山
区 业 已 实 施 的 治 理 工 程 主 要 针 对 矿
石 和 矿 渣 堆 积 带 来 的 破 坏 ，通 过 工 程
措 施 防 治 它 们 带 来 新 的 水 土 污 染 、挤
占河道、占压土地、淹没农田等。”

万山还利用庞大的汞矿遗址、悠久
的工业文明、多彩的朱砂文化，大力发展
地质矿山旅游和朱砂文化产业。

从卖资源到卖文化，万山对汞矿遗
址进行治理，建成了国家矿山公园。

灯塔工业园区渣场是按照“贵州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修建的示范性渣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