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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技术力量提升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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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蓝皓璟广西报道
为更好地发挥专家在土壤污染防
治、重金属污染防治、固废和危险
废物环境管理、化学品环境管理方
面的技术支撑和指导作用，广西壮
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结合土壤环
境管理工作职能，牵头组建广西土
壤环境管理专家库。经征集与筛
选，141名专家通过遴选，被纳入广
西土壤环境管理专家库。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
厅公布 的 首 批 土 壤 环 境 管 理 专
家名单中，141 名专家分别来自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环 境 保
护部环境规划院等权威专业科
研 机 构 ，以 及 自 治 区 内 外 的 高

等 院 校 及 企 事 业 单 位 ，涵 盖 了
土壤环境管理工作涉及的专业
和行业领域。

专家们学术造诣深，熟悉土
壤、重金属、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危险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等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领域的相
关政策、法规，掌握国内外相关领
域最新理论和技术动态，具有丰
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对土壤污染
防治的科研、技术和管理工作能
提出权威性意见。

广西将充分借助行业专家的
技术力量，进一步优化土壤环境
管理工作，提升广西土壤环境保
护及污染防治的技术水平。

投资220万元，覆膜5.5万平方米

临澧生活垃圾场库区雨污分流
本报见习记者文萍 通讯员

周秋明 汪金娥临澧报道 湖南
省临澧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场填埋库区雨污分流项目正式
竣 工 ，标 志 着 临 澧 县 今 年 又 一
重大民生项目建成。项目工程
于 今 年 1 月 正 式 动 工 建 设 ，5 月
全 面 竣 工 并 投 入 使 用 ，施 工 覆
膜总面积为 5.5 万平方米，投资
总额 220 余万元。

临澧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场位于县城区北面安福镇农丰村
境内，距县城 5.5 公里。项目设计
占地面积 268 亩，使用期限 20 年，
库容 153 万立方米，日处理城市
生活垃圾 170 吨，渗滤液处理系
统日处理能力为 100 立方米，已
于 2012 年 1 月投入运行，覆盖城
乡 8 个乡镇的 121 个村和社区。

这 一 分 流 项 目 旨 在 切 实 降
低垃圾无 害 化 处 理 的 环 境 保 护
风 险 ，有 效 提 高 现 有 渗 滤 液 处
理 能 力 ，从 源 头 上 减 少 渗 滤 液
产生量。

场 库 区 雨 污 分 流 项 目 工 程
的雨水流向及导排以水泵抽出
为主，膜上雨水自流为辅。项目
工程的全面竣工将给填埋库区
带来极大的便利与效益。一方
面，可有效去除库区异味，降低
除臭灭蝇药剂的使用量，以减少
运行成本。另一方面，有效降低
了渗滤液总量，减少污水处理年
运行费用。同时，项目通过减少
暴露的作业面，可降低蚊蝇的孳
生与恶臭气体的散发量，减少扬
尘及轻质垃圾飞扬等问题。

和水、大气的污染不同，土
壤一旦被污染，后果将“天长地
久”。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
滞后性的特点。由于污染物在
土壤中难以迁移，使得其不像
在大气和水体中容易稀释。日
积月累之下，污染物沉积，且治
理修复难度高、见效慢。土壤
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
污染源的方法还不够，有时要
靠换土、淋洗土壤等方法才能
解决问题。

正因为土壤污染的治理修
复难度大，预防土壤污染，保护
好现有土壤的洁净，是“土十
条”提出的防治思路。防患于
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土壤污染
是重中之重。

兵法言，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全面、准确掌握土壤污染状
况是开展土壤污染防治与监管
工作的重要基础。2005 年~2013

年，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
部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初步掌握了全国土壤
污染的宏观总体情况。为获取
权威、统一、高精度的土壤环境
调查数据，建立国家土壤环境
信息化管理平台，全面实施“土
十条”提供了科学依据。

然而，土壤污染防治监管
基础薄弱的问题依然突出。由
于土壤污染状 况 详 查 工 作 刚
启动，一些地区对辖区内土壤
具 体 的 污 染 情 况 尚 未 做 到 系
统、全面掌握，涉及一些地区
的农用地安全利用、污染地块
开 发 监 管 等 具 体 措 施 的 实 施
对 象 和 范 围 难 以 落 地 。 土 壤
环境例行监测布点虽然基本完
成，但从实际运行到信息形成
还需一个过程。

此外，还要重点解决加强
监测基础能力建设、明确开展

重点行业区域监测、夯实技术
支撑、加强质量综合评价、提升
信息化管理水平并完善制度创
新，推进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等问题。这就要求相关部门
迎难而上、大胆创新，真抓实
干、积极探索。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级市污
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地区，江
苏省靖江市积极创新，正逐步
建 立 规 范 的 污 染 场 地 环 境 监
管 全 过 程 管 理 模 式 。 靖 江 市
在土壤监控、评价体系中敢为
人先，其经验与成效值得各地
借鉴和学习。

解决土壤污染问题不可能
一蹴而就。开展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既要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
更要具备打持久战的耐心。只
有强化土壤污染防治监管能力，
才能补齐掌握全国和重点区域
土壤环境状况的突出短板。

强化监管 补齐短板
◆张春燕

■动态掌握企业环境状况

创新监控体系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级市污染场地环境监
管试点地区，靖江正逐步建立规范的污染场

地环境监管全过程管理模式。从今年初开始，靖
江对在产涉重企业试点开展环境质量动态监管，动
态监控重点企业全生命生产周期厂界内及周边土壤环
境质量状况。通过创新模式，落实企业土壤环境污染
防治责任，防范新增污染，保障用地安全。靖江积累

了哪些经验，在管理模式上有哪些创新，本期特刊
发相关报道。

近年来，江苏省靖江市加大电镀
行业专项整治力度。2015 年建成电
镀集中区，实现了全市电镀企业的集
中生产、统一治污、统一管理，改变了
过去电镀企业零散分布、生产技能
低、环境管理水平欠佳的局面。

谈及动态监控基本思路，靖江市
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是希望通
过对电镀集中区开展现场调研，详细
记录园区在产企业信息，建立在产企
业环境信息档案。二是根据企业产
污排污特点，明确其对环境的污染途
径、方式、因子。在厂界内、厂界外周
边设置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空
气监控点位，全面监控企业及周边区
域环境质量状况。以启动动态监控
工作为起点，通过连续监控，动态评
估 在 产 企 业 场 地 环 境 污 染 变 化 趋
势。三是根据多次监控结果及污染
变化趋势，筛选特征污染因子，开展
特征污染因子源解析，落实企业应承
担的污染责任。

“动态监控布点很有讲究。”靖江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动态
监控布点分为厂界内和厂界外监控
布点。其中，厂界内根据企业生产布
局，在易产生污染生产区、污水管线

及污水处理区设置污染监控点位，要
求布设不少于 3 个土壤采样点，设置
不少于 3 口地下水监测井、两个环境
空气采样点。

而厂界外则是以厂区外 500 米
卫生安全防护范围为监控区域，由近
至远布设土壤及地下水监控点位，按
东南西北 4 个方向，距离厂界向外 10
米、50 米、200 米布设土壤采样点，设
置 1~2口地下水长期监测井。

同 时 ，在 企 业 废 水 排 污 口 上 游
100 米设置 1 个采样断面，排污口下
游 50 米、100 米、500 米设置 3 个采样
断面和采样点，采集河道水样及底
泥。在企业厂界外上风向设置 1 个
采样点，在下风向设置两个采样点。

以 华 晟 重 金 属 防 控 有 限 公 司
为例，公司及周边区域将设置 24 个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监 控 点 、6 个 环 境 空
气监控点，周边河道、排污口、雨水
排 口 也 将 设 置 12 个 水 样 及 底 泥 监
控点。

对于各个采样点，靖江还将委托
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常规例
行检测，土壤采样点一年度一次，地
下水采样点、空气采样点和河道采样
点分别为一季度一次。

■构建快速应急响应机制

创新评价体系

■建立污染场地信息档案

创新监管体系

据了解，靖江在现场采样、样品
快速筛测和实验室检测的基础上，分
析确定场地目标污染物，通过不同用
地方式（敏感用途和非敏感用途）下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和风险表征，确定
了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风险不可接
受的污染物质，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场
地分类监管以及后续再开发利用方
式，建立了场地优先管控名录，明确
了场地环境管理要求，最终形成了

《江苏省靖江市涉重企业遗留场地环
境调查报告》。

为分析土壤环境质量恶化的原
因，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采取有效
的对策措施，实现对自然环境质量的
管控，靖江还建立了土壤环境质量
监管评价体系，主要是以启动动态
监控机制时，第一次监测结果作为
企业厂界内及厂界外环境质量现状
值，并作为评价企业场地环境污染的
依据。

同时，将多次动态监测结果与现
状值、最近一次监测结果进行对比，
以点对点、因子对因子的方式进行逐
一对比评价，进行变化差异显著性评

价，表征变化趋势。开展环境质量状
况评价时，对照现有国家环境质量标
准，利用单因子法、综合指数法评估
环境质量；按照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技
术方法开展现状性评估，以人体健康
风险为表征指标，评估企业厂区在现
状情况下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根据环境质量变化趋势评估结
果，靖江将根据评估变化趋势情况，
以改善、恶化表达变化趋势，对于出
现的恶化现象，根据恶化程度、速度
等对其严重程度进行表达；实时分
析变化原因，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
机制。

华晟重金属防控有限公司作为
土壤污染防治动态监管的首个试点
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有效控制
和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配合靖江
市战略合作单位环境保护部南京环
境科学研究所开展电镀集中区土壤
环境质量动态监测评估工作。对监
测的各类数据动态分析成因，一旦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制订并实施相应的
防控及治理措施。

在土壤污染防治分类监管试点方面，靖江逐步
完善企业基本信息，实行“三个一”的动态监管模式，
建立“一企一档”，绘制平面图，标记排污环节，登记
污染治理情况，形成详尽台账档案。实施“一企一
策”，对涉重企业开展场地调查，编制调查评估报告，
根据调查结果制订工业场地控制性管理方案并执行
到位。严格“一企一责”，全面细化企业责任、乡镇责
任和环保部门责任，同时明确每个企业的环保责任
人和环境监察员，确保土壤环境管理各项法律责任
落到实处。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开展污染场地环境监管
试点工作之初，靖江就组织对化工、电镀、涉铅等行
业已关停并转、破产、搬迁和即将搬迁的企业进行全
面排查，对工业企业场地名称、地址、面积、可能污染
物、现有监测数据、场地所有权人、计划用途、现有监
管措施等基本情况逐项了解，基本摸清了工业企业
场地污染概况。靖江市工业污染场地主要涉及化
工、电镀、涉铅等行业，其中化工企业 18 家、铅酸蓄
电池企业 6 家、铅盐制造加工企业 19 家、电镀企业
38家。

靖江市环保局还专门委托权威咨询机构编制在
产涉重企业环境质量动态监管工作方案。筛选确定
重点监管企业清单，明确监管的环境要素、监测方
案、监测因子、频次，研究环境质量状况监管综合评
价方法，提出应对响应机制和对策措施，分析确定环
境责任区域。同时，对停产、搬迁、关闭企业遗留场
地实施跟踪监督管理，建立工业企业场地档案，对工
业场地开展评估污染风险等工作，并综合评分，实施
分类管理，确定优先修复、重点监管场地清单，采取
有效管理措施，确保生态安全。

在典型涉重企业污染场地调查评估的基础上，
靖江结合试点地区情况和目前已有场地相关环境监
管系统，明确信息系统所需具备的功能，设计污染场
地信息库表单，开发污染场地档案管理系统，完成信
息录入，形成了格式化、规范化的涉重污染场地基础
风险信息档案库。系统具有信息获取、动态更新、信
息处理、信息分析输出等功能。

据悉，系统同时可实现档案管理功能，主要包
括企业基本信息、场地基本信息、主要产品信息、主
要原辅材料、场地土壤环境、场地地下水环境、场地
地表水环境、场地大气环境、敏感受体信息等。

为后续全面掌握靖江各类污染场地数量、分布、
类型、污染程度、开发利用计划、敏感保护目标等基
本信息，实现动态、规范化管理，同时降低风险源管
理成本，有效提高污染场地环境管理工作的效率和
时效性，靖江还形成了《靖江市涉重企业污染场地数
据库平台研究报告》。

下一步，靖江市相关政府部门将建设土壤环境
信息管理系统，及时监控电镀集中区及周边安全防
控区域、敏感点环境质量状况，适时评估污染变化趋
势，对污染增速过快且整改措施效果欠佳的企业，经
评估后发出停产整顿通知。对整顿后仍未有改善的
企业，依法责令停业、关闭，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马上就评

编者按

靖江动态监管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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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莉 通讯员朱锦清

“谁污染，谁付费”是环境
管理必须始终坚持的最基本
原则之一。通过实施污染者
付费制度，利用经济手段从源
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人
们对污水处理收费已经习以
为常，而对城镇生活垃圾处理
则置身事外，似乎每个公民只
管扔垃圾，却不需要为其处理
付费，最终导致了垃圾围城等
不良后果。

湖南省发改委、住建厅和
财政厅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
求严格执行《湖南省城镇生活
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在
全省范围内，所有产生生活垃
圾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个体经营者、城市居民
和城市暂住人口以及各类营
运交通工具，都应按规定缴纳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对征
收到的相关费用全额缴入财
政，实现收支两条线，专项用
于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
占和挪用。

这一办法还规定，城镇生
活垃圾处理收费原则上按产
生的生活垃圾量计收，但可以
对不同的收费对象采取不同
的 计 量 办 法 ，并 实 行 政 府 定
价。具体收费标准由所在市、
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环
卫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
政府批准后执行。对征收难
的问题，这一办法允许城镇人
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确定，并
提供了与城镇供水价格合并
计收、按营业收入或营业面积
计收及按营运交通工具核定
载重吨位或座位计收等几种
可以选择的方式。

笔者以为，湖南省发改委
等部门联合在全省范围内推
行城镇生活垃圾收费处理是
历史性的进步。社会管理必
须遵循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
基本规律，只有把像“谁污染，

谁付费”这样的基本原则执行
到位，才能约束许多居民过度
膨胀的消费观，从而践行绿色
生活，并确保产生的生活垃圾
得到妥善处理。虽然这种收
费管理政策落地还会面临很
多问题，比如价格高低如何确
定 ，什 么 是 最 佳 的 收 费 载 体
等。但只要迈出了实质性的
一步，就可以边实践边完善。
只有让每个市民意识到要少
买少扔，少给环境增添负担，
践行绿色生活才有望大面积
推行，并取得成效。

对城镇生活垃圾的处理
要树立产业概念。城镇生活
垃圾的组成复杂，需要细致分
类，并为分类收集到的各种用
途的生活垃圾打造合适的流
通平台和处置终端。这些都
需要资金投入，以保证城镇生
活垃圾的收集系统和消纳系
统相匹配，使物质循环使用。
为此，湖南省的城镇生活垃圾
收费处理管理办法，规定对收
费不足以补偿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和处理成本的部分，应当
由当地政府适当补助生活垃
圾处理单位和企业。

对城镇生活垃圾进行收
费管理不是加重个人或家庭
的负担，而是其应承担社会责
任的回归。放任污染行为而
不收费，实际上是在纵容污染
行为，鼓励制造更多的生活垃
圾，不利于人们环境意识的培
养。政府兜底处理城镇生活
垃圾，一是资金压力大，二是
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因为
那些生活水平高、垃圾产生量
大且支付能力强的市民反而
享受了更多的财政补贴。

有鉴于此，对城镇生活垃
圾处理进行收费应成为一项
基础性的环境经济政策，以获
得适量资金加强体系构建，将
城镇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影响
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