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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整治清单削减印染产能近七成

主要污染物浓度同比下降明显

布匹服装产业是普宁市的支柱产业
之一，而印染工序又是布匹服装产业的
重要链条之一。

2017 年新年伊始，普宁市委、市政
府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新起点，全面
打响练江污染整治“战役”，首役即以印
染行业污染控制为重点。

普宁市环保局局长杨庆伟介绍，印
染企业整治工作核心是“双全面”，要求
淘汰与核减双管齐下。一方面对照国家
规定，列出企业高耗水、高耗能的落后生
产设备清单，全面淘汰落后产能生产设
备；另一方面组织专家对照环评文件和
排污许可证，核定企业可保留的产能清

单，全面封停超产能生产设备。
淘汰与核定清单列出后，普宁市

从环保、经信、水务等部门抽调精干力
量组成 9 个核查组，对全市有牌证印
染企业开展了摸底核查。

该关的关，该拆的拆，该停的停。
对照清单，普宁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
能生产设备，封停超产能生产设备。
环保执法人员还不定期随机抽查企业
整改落实情况，截至目前没有发现一
例企业撕毁封条案件。

据不完全统计，“双全面”整治工作
让普宁全市削减印染行业总产能达
67%以上，直接减少了向练江排放的污
染物。2017 年 1~11 月，青洋山桥跨市
交界断面主要污染指标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磷平均浓度分别为 39.5mg/L、
4.9mg/L、0.48mg/L，与 2016 年同比分
别下降50.9%、7.7%和43.5%。

“现在与江水零距离接触也闻不到臭味了”
广东普宁借整改淘汰落后产能，建设印染园区，推进产业升级

◆陈惠陆

“以前来只愿在桥面上看看，因为
实在是太臭了。现在，与江水零距离
接触也闻不到臭味了。”广东省揭阳普
宁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近日在练江青洋
山桥下指着江面对记者说。

2017年4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向
广东反馈督察意见时指出，汕头、揭阳
两地在练江治理上不积极不主动，工
作进展缓慢，练江环境长期未得到改

善。《广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要求，汕头、揭阳两地要切
实推进练江流域综合整治，遏制水
质恶化，确保水质逐年改善，按期实
现阶段目标。

此后，作为练江上游的普宁
市，举全市之力铁腕治污，狠抓产
业规范、设施建设、监管执法，促
进印染行业绿色发展，推动练江
水质持续改善。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印染企业污染练
江的问题，根据广东贯彻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方案要求，普宁市要加快印染环保
综合处理中心建设，确保流域内所有印
染 企 业 必 须 在 2018 年 底 入 园 ，集 中 生
产，集中治污。

建设集中印染园区，一方面可以解
决印染企业散乱污染难监管的症结。另
一方面也能够保障布匹产业链条的完整
性，为传统产业谋求出路。

在 普 宁 市 占 陇 镇 练 江 村 ，记 者 看
到，几处丘陵间，一片偌大的平地已经
推 整 出 来 ，几 台 打 桩 机 正 在 作 业 。 在

普宁市纺织印染环保综合处理中心施工
现场，普宁市经信局局长杜宏兴介绍，园
区 目 前 供 热 供 气 工 程 已 动 工 ，正 在 进 行
基础建设。

“园区起步区 400 亩，光前期征地就耗
费了大量的时间。”杜宏兴坦言，由于普宁
没有大片土地建设园区，要找一片空地不容
易，眼前这片地，是市里调动各方力量，努力
解决各种问题才征得的。

据了解，普宁市目前已完成整个园区
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案，现正加紧各项工程
的推进，建成后，园区外的印染企业必须全
部集中入园。

巩固中央督察成效
落实反馈整改意见

印染企业集中入园前怎么办？
“严格监管，绝不留情。”杨庆伟介

绍，在园区外企业入园前的这段过渡期，
一方面，对有牌证印染企业实行高压监
管，发现非法排污，特别是私设暗管违法
排污的，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另一方
面，狠抓非法排污整治，加强对无牌证印
染企业的清理清查，发现一个，取缔一
个。同时，健全日常监管制度，巩固整治
成效，严防关停企业死灰复燃。

杨庆伟回忆，2017年3月中旬，普宁市
区污水处理厂附近管网出现部分管段进水
化学需氧量、酸碱度异常。3月22日晚，环
保、公安执法人员进入厂区检查发现，企业

部分生产废水未经处理，通过位于厂区西南
侧一台停用锅炉的除尘脱硫碱液池缺口，排
向锅炉边明渠后，向公司外暗管排放。

据介绍，这是一家经营了 20 多年的印
染企业，企业负责人曾任多年市政协委员，
但在违法事实面前，同样必须接受法律的
严惩。包括企业负责人在内的 4 名涉案人
员被刑拘，当地环保部门对这家企业处以
10 万元罚款，同时报请普宁市人民政府对
企业予以关闭。

据统计，2017年来，普宁市共作出环境
行政处罚、限期整改、责令停止生产、限制生
产 132宗，环保、公安联合查处涉环境违法、
犯罪案件36宗，刑拘142人，行政拘留13人。

建集中园区，集中生产，集中治污

为传统产业绿色发展谋出路

严格监管从严执法

狠抓非法排污整治 健全日常监管制度

安徽省阜阳市近日启动“讲文明、树新风、改陋习”活动，倡导市民
美化环境、清洁过节，移风易俗、文明过节。图为市文明办工作人员在
现场演示电子鞭炮。 中国日报图片网供图

参赛作品主题需与“中国环境新闻”微信与“中国环境”APP的平台
内容相关，题材涵盖评论、H5、短视频、动漫、动图等，不限篇幅、不限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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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媒体创作大赛第三周获奖名单
（1月 15日~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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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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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环保部通报后又见造假事件｜
“数字漂亮”更要“工作漂亮”

《无问西东》火了，环保人能蹭点
啥经验值？

日期

1月 16日

1月 18日

阅读量

4090

3454

金额

200元

200元

环境保护部近日发布《船舶水污染防治技
术政策》（以下简称《技术政策》），旨在防治船舶
污染水环境，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指导环
境管理和科学治污，促进船舶水污染防治和监
管技术进步，推动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环境
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有关负责人就《技术政策》的
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环境保护部出台《技术政策》的背景是
什么？

答：作为重要的交通运输、渔业生产等工
具，船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
要。在运营中，船舶由于动力系统运转、船上人
员生活、装卸货物残留等会产生大量船舶水污
染物，若未进行污染防治，将对水环境造成严重
污染，特别是在长江等内河水域，船舶数量多且
集中，一些水运航道甚至横穿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环境安全隐患较高。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一条“全面控制
污染物排放”提出要“加强船舶港口污染控制”，
既要“积极治理船舶污染”，达到相关环保标准
要求，又要“增强港口码头污染防治能力”，加快
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理处置设施建设。
2017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其第六十一
条增加了一款规定，即“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
舶修造厂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
划建设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转运及处理
处置设施”，为增强船舶污染岸上治理提出了法
律要求。2017 年 7 月，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水利部联合印发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也提出了“控制船舶港口污染，提高
含油污水、化学品洗舱水等船舶污染物接收处
置能力，在重点港口建设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
实现集中处理、达标排放。按照标准要求安装
配备船舶生活污水和垃圾的收集储存设施”以
及“建立统一协调的船舶污染监管机制”等任
务。同时，环境保护部在组织制定《船舶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过程中，认为应将制定实施强制性
的排放标准与指导性的技术政策相结合，通过
技术政策对与船舶水污染防治相关的技术研
发、管理运营等活动进行引领和指导，明确船舶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方略和技术路线。

为加强船舶水污染防治的技术支撑和政策
引领，保护和改善水环境质量，环境保护部联合
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共同组织技术力量制订了

《技术政策》。

问：《技术政策》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船舶水污染防治涉及水域范围、船舶类
别和水污染物类别等多个方面。《技术政策》适
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内
船舶营运中产生的含油污水（船舶机器处所油
污水和油船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水）、生活污水

（包括黑水和灰水）、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和

船舶垃圾的污染防治。
需要说明的是，压舱水、锅炉及废气清洁系统

的洗涤水、除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水和含有毒液
体物质的污水之外的其他洗舱水、除船舶垃圾之
外的其他固体废物（如核废物）、大气污染物和噪
声的污染防治不适用于《技术政策》。

为加强对《技术政策》的正确理解与有效实
施，在第一章总则中给出了含油污水、生活污水、
黑水、灰水、有毒液体物质、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
水以及船舶垃圾的定义。

问：《技术政策》有哪些亮点？

答：《技术政策》体现了全过程污染防治、对接
国际船舶污染防治要求、强化内河船舶水污染防
治、推动岸上污染治理与相关设施建设、加强船舶
环境监管等船舶水污染防治理念，确保船舶水污
染得到严格控制。

一是全过程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除第一章
总则外，按照船舶水污染的源头预防、船上处理与
回用、船上收集与转运、岸上接收与处理的顺序进
行编写，分别介绍管控要求、防治技术和监管措施
等内容。针对船舶生活污水，既考虑实施强制性
排放控制的黑水，也考虑应逐步实施管控的灰水；
既关注污水处理技术的处理效率、稳定性和集成
度、耐冲击负荷等船上适用性特征，也关注污水处
理中污泥产生量的特征，并给出污泥的处置措施。

二是对接国际船舶污染防治要求。充分借鉴
衔接国际海事组织、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和国
际组织的船舶水污染防治要求，除进一步严格我
国现行含油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控制要求，解
决内河排放控制要求宽于沿海及公海的问题外，
还首次与《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
POL）相衔接，规定了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在沿
海的排放控制要求，更新了船舶垃圾分类及其管
控要求，并给出相关技术措施。同时，结合我国国
情，实施大船小船、新船旧船分类控制，对于大船
和新船提出严格的控制要求和技术措施，循序渐
进推动船舶水污染防治。

三是强化内河水环境质量改善。针对含油污
水，提出逐步实现内河水域新建造船舶的船舶机
器处所油污水、全部油船的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
水全部收集并排入接收设施。针对生活污水中的
黑水，首先明确船舶可自主选择“船上收集岸上处
理”或“船上处理即时排放”的处理方式。但对于
4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以及 400 总吨以下且经核
定许可载运 15 人及以上的船舶，要求在内河和距
最近陆地 3 海里以内（含）应收集并排入接收设施
或达标排放，特别是拟向内河排放生活污水的内
河客运船舶，须执行包括总氮总磷指标、控制水平
非常严格的限值。这一要求也与 MARPOL 在波
罗的海的特殊排放控制要求相当，为国际先进水
平。此外，《技术政策》明确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等不得排放生活污水的水域内，船舶应采取措施，
防止生活污水进入环境水体。

四是推动岸上污染治理与相关设施建设。一
方面，通过严格控制客运船舶向内河排放黑水，通

过执行较高排放控制要求倒逼推进船舶黑水岸
上处理；另一方面，由于岸上污染治理涉及多个
部门，须由政府统一协调，因此《技术政策》落实
法律要求，强化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厂
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主体责任，即统筹规划
建设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转运和处置设
施，且宜与其他市政设施衔接，集约高效运行。

五是加强船舶环境监管。船舶作为水上移
动污染源，其污染防治和监控工作具有特殊性，
解决船舶污染问题，关键是严格监督、狠抓落
实，因此，《技术政策》在船舶全过程污染防治的
每一个环节均突出了环境管理方面的要求，推
动 形 成 船 舶 水 污 染 防 治 全 过 程 信 息 化 监 管
体系。

问：《技术政策》要求船舶水污染防治应遵
循哪些原则？

答：《技术政策》要求船舶水污染防治应遵
循预防优先、分类管控、船岸并用、以岸为主、强
化监管的综合防治原则。

一是预防优先，源头减排。污染防治，防在
前，治在后。预防是环境保护的第一要务。《技
术政策》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船舶水污染预防
相关措施要求，从生态设计、管路设置、节水设
备、清洁用品、垃圾分类以及报警装置等方面提
出源头预防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船舶水污染
物的产生，降低环境风险。

二是分类管控，抓大放小。区分沿海和内
河水域，沿海以转化 MARPOL 规定为主，内河
从严控制；区分老船新船，结合船舶建造特点和
国际管理经验，实行老船老办法、新船新办法；
区分主要和次要排放来源，着重监管大船、客船
生活污水排放，重点实施黑水控制。

三是船岸并用，以岸为主。根据我国船舶
水污染物接收和处理设施现状，现阶段船舶水
污染治理仍然采用船岸并用的策略，特别是对

于船舶黑水，船舶可自主选择船上处理或岸上处
理，但是，坚定推动船舶水污染物逐步过渡到岸上
处理为主。明确要求尽快实现内河含油污水岸上
接收与处理，通过严格内河客运船舶排放控制要
求，加快推进生活污水岸上处理。

四是强化监管，督促落实。结合船舶现有环
境监管制度，对船舶提出建立船上水污染物处理
与回用设备管理程序、按规程操作并定期维护与
保养船舶防污染设施、制定船舶垃圾管理计划并
设置垃圾告示牌、做好相关记录等要求，同时推进
建立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监管联单制度。
在船舶排放监测监管方面，要求按规定安装舱底
水报警装置或排油监控系统，研发在线监测监管
技术设施等。

问：防治船舶水污染应采取哪些主要源头预
防措施？

答：首先，鼓励生产企业开展船舶的绿色生态
设计，降低能耗物耗，最大限度地减少船舶水污染
物的产生。其次，含油污水、生活污水、船舶垃圾
应分别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源头预防措施。对于含
油污水，机器处所油污水、油船含货油残余物的油
污水的收集或排放系统，应单独设置，各自专用；
燃油、滑油及其他油类装卸管路的甲板接头处，应
设置封闭式泄放系统的滴油盘；燃油沉淀柜、滑油
柜和其他日用油柜应设有高液位报警装置，防止
溢流。对于生活污水，除经型式认可能够同时处
理黑水和灰水的船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外，黑水
与灰水的收集或排放系统应单独设置；鼓励船舶
采用真空便器等节水装置。对于船舶垃圾，应实
施分类收集、贮存；清洗货舱、甲板和船舶外表面
时，应使用不含危害海洋环境物质的清洁剂或添
加剂。再次，逐步推进不合规老旧船舶淘汰，即剩
余寿命较短的老旧船舶因空间限制、难以承受改
造成本等因素既不能安装船上污水处理装置，也
无法安装收集装置的，应逐步淘汰。

问：船上处理水污染应采取哪些主要技术？

答：对于含油污水，船舶宜安装符合相关法规
及规范要求并经型式认可的油水分离器，采用重
力分离、聚合分离、吸附过滤或膜法过滤等处理技
术及其组合工艺。

对于船舶生活污水中的黑水，船上处理宜采用
膜生物反应器、接触氧化法、电解法、膜过滤、臭氧
消毒、紫外线消毒等技术及其组合工艺，减少五日
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耐热大肠菌群、化学需氧量和
总氯（总余氯）的排放。新安装（含更换）黑水处理
装置的客运船舶，向内河排放处理后黑水时应增加
高效的脱氮除磷一体化处理工艺，达标排放。

对于船舶生活污水中的灰水，《技术政策》鼓
励逐步实施灰水管控，船舶灰水处理宜采用模块
集成处理装置。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宜具有集
成度高、一体化、占地面积小、耐冲击负荷、处理效
果稳定等特点。同时，坚持泥水并重，船舶生活污
水处理宜采用污泥产生量少的技术，应将污泥及

时排入接收设施或排至适用的船上焚烧炉。

问：船 上 收 集 与 转 运 应 该 采 取 哪 些 控 制
措施？

答：《技术政策》主要对收集环节、接收环节
以及推进建立转移联单制度等提出了要求。

对于收集环节，要求实施收集的船舶，应在
船上设置含油污水贮存舱（柜、容器）、船舶生活
污水集污舱和船舶垃圾收集、贮存点。同时，含
油污水贮存舱、船舶生活污水集污舱应防渗防
漏，设置高液位报警装置。船舶垃圾收集和贮
存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保持卫生，
不发生污染、腐烂和产生恶臭气味。

对于接收环节，要求向接收设施转移含油
污水、生活污水的船舶，应设置相应的标准排放
接头。同时，接收设施应设置标准接收接头。

为加强船舶污染物的接收、转运、处置监
管，根据《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2015-2020 年）》（交 水 发〔2015〕133 号）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
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15 号）中相关要求，应逐步建立完善船舶
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监管联单制度。

问：岸上接收与处理主要规定了哪些要求？

答：首先，强调岸上接收与处理设施的统筹
规划与建设。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厂
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要求，统筹规划建设船舶
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转运和处置设施，宜与
其他市政设施衔接，集约高效运行。合理区分
建设重点，港口应建设船舶含油污水接收设施，
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在港口建设船舶含油污水处
理和回用设施。岸上处理处置污泥、船舶垃圾，
宜送交市政设施处置。

其 次 ，明 确 岸 上 处 理 设 施 的 排 放 控 制 要
求。港口码头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向环境水体
排放水污染物应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和排污许可证要求。港口码头建设的
污水接收设施或处理设施排向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的，应执行间接排放标准或满足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的预处理要求。地方政府有更严格要求
的，从其规定。

再次，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推动内河船舶含
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的接收和处理设施建设与
运行。鼓励建设国际公约中要求的其他船舶污
染物的接收与处理处置设施。

问：鼓励研发的船舶水污染防治新技术有
哪些？

答：《技术政策》主要从含油污水处理、生活
污水处理和加强监测监管等方面，提出鼓励研
发的船舶水污染防治新技术。对于含油污水处
理，着重研发结构简单、处理效率高、全自动运
行维护、出水含油量更低的机器处所油污水处
理技术，以及船上安装的沉船防油泄漏设备。
对于生活污水，鼓励研发处理周期短、占用空间
小、无或较少二次污染、运行维护简单、处理稳
定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和技术。如高效膜生物
反应器（EMBR）、黑水和灰水一体化处理技术
等；鼓励研发能够高效脱氮除磷的船舶生活污
水处理技术。对于监测监管，鼓励研发可对船
舶含油污水、生活污水排放实施在线监测并能
控制排放口开关的技术与设备。

加强技术支撑 保护改善水质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有关负责人就《船舶水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规定了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在
沿海的排放控制要求，更新了船舶垃
圾分类及其管控要求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不得排放
生活污水的水域内，船舶应采取措施，
防止生活污水进入环境水体

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厂
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建
设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转运和
处置设施

安装舱底水报警装置或排油监控
系统，研发在线监测监管技术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