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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穿越水源地整治工程完工

西安“一地一方案”保水源安全

本报讯 记者近日在陕西省
西安市周至县黑河水源地沿线看
到，108 国道公路临水一侧新建
了高度 15 厘米的拦水带，靠山一
侧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混凝土浇
筑的水池，设有高约 1 米的不锈
钢围栏，挂着醒目的红色“应急
池”警示牌。

这是为了解决交通穿越水源
地问题，降低环境污染风险而建
设的工程，随着这一工程的提前
顺利完工。水源地保护多了一份
环境安全保障。

记 者 了 解 到 ，位 于 西 安 市
周至县的黑河水源地是西安市
最主要、最大的水源地。108 国
道公路在金盆水库水源地保护
区内穿越而过，210 国道也穿越
西 安 市 另 外 一 处 水 源 地—— 沣
河水源地。穿越水源地保护区
内 的 道 路 交 通 ，事 关 百 姓 饮 用
水 安 全 ，一 旦 发 生 危 化 品 运 输
车 辆 事 故 泄 漏 ，会 对 水 环 境 安
全构成潜在威胁。

为了让水源地更安全，西安

市水务、交通、环保等多部门启动
了交通穿越水源地整治工程。这
一工程主要对穿越路段交通安全
设施进行完善。工程完工后，可
通过应急沉淀池、拦水带及渡槽
等设施，收集路面及桥面因事故
造成的危化品泄漏，最大限度降
低次生水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概
率，确保水源环境安全。

在多部门共同努力下，历经
44 天奋战，西安市交通穿越水源
地整治工程比计划工期提前半个
月顺利完工。

今年以来，为强化水源地管
理，西安市环保、水务部门联合，
按照《西安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狠抓
落实，督促各相关区县政府、开发
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按照“一个
水源地、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
原则开展保护整治工作。同时，
要求举一反三，对西安市水源地
进行深入排查，构建长效管理机
制，全力保障群众饮用水源安全。

王双瑾

本报讯 工业固废对生态环
境构成安全隐患，是近年来浙
江省桐乡市环保部门重点监管
对象之一。

自今年 3 月打响“清废攻坚
战”以来，桐乡市环保局各环境
保护所兵分多路，持续对辖区
内相关企业开展固体废物管理
专项执法检查，进一步强化企
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做好全
市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规 范 化 管 理
工作。

记者近日跟随桐乡市环保
局环保六所执法人员来到位于
经济开发区（高桥街道）的中国
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记者在公司占地 1200 多平
方 米 的 危 险 废 物 储 存 仓 库 看
到，囤放的废旧塑料包装桶、废
铁皮包装桶、废荧光灯管等不
同种类的危险废物都有属于自
己的“一方天地”，环氧地坪、导
排渠道、集液池等基础设施均
按相关标准进行配备。

厂区内，多套烘干系统正

在高速运转，设备轰鸣声隆隆
作响，运输管道纵横交错，刚刚
烘 干 的 污 泥 被 存 储 至 规 定
区域。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解释，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在加入
相关药剂后，污染因子被吸收
并产生的污泥经烘干系统处理
后，厂区内每天因生产废气产
生的污泥可减量 40%左右，大大
降低了企业处理污泥的成本。
目前，公司已上马 3 套污泥烘干
系统，总计投入近 1000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烘干后产
生的污泥中所含的有效成分与
企业生产原料成分十分相似，
因此烘干后的部分污泥可通过

磨粉、回收，混合到原料中进行
循环利用，从而进一步降低污
泥处置成本。

桐乡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 强 势 推 进“ 清
废 攻 坚 战 ”，使 全 市主要工业
固废基本做到合法处置和规范
管理，实现一般工业污泥、危险
废物处置信息化监控，危 险 废
物 持 证 经 营 单 位 和 污 泥 处 置
单 位 联 网 监 控 率 达 100% ，省
控 以 上 危 险 废 物 重 点 单 位 和
年 产 生 100 吨 以 上 污 泥 重 点
单位联网监控率达 100%，进一
步提升工业固废环境监管执法
能力。

臧志攀

桐乡加大力度打好清废攻坚战
从严监控一般工业污泥和危废处置

本报讯 陕西省渭南市近日
召开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动员会，总结回顾前期工作，安排
部署重点任务。

渭南市今冬将聚焦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汾渭平原大
气污染防治交办问题整改和《渭
南市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要求，
紧盯散煤治理、“散乱污”企业综
合整治和“油、路、车、尘”整治 3
个关键领域，区域整体推进，强化
工作措施，加强执法监管，不断提
高综合治理能力。聚焦统筹推
进，建立联防联控体制，强化信息
协作共享，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
联动。

为确保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落到实处，渭南市
要求各县（市、区）特别是“一把
手”要亲自抓协调、抓进度、抓整
改、抓督办。要从严督导问责，
邀 请 人 大 代 表 、政 协 委员参与，
综合运用排查、交办、核查、专项
督查等方式，对各地空气质量改
善和重点任务进展情况进行日公
布、月调度、月排名、季考核，对工
作 不 力 的 县（市 、区）实 性 严 格
问责。

同时，要求要把民生作为红
线，积极衔接落实冬季供气保障
相关事宜，在营造蓝天白云的同
时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雷军红

突出重点问题 聚焦关键领域

渭南要求各县“一把手”抓治气

为确保一库净水永续北送，按照湖北省委、省政府“乡镇污水治理
全覆盖”要求，十堰市全面启动 23 座乡镇污水处理厂新建工程和 62 座
乡镇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改造工程，出水水质由一级 B 提升到一级 A
以上。图为提标升级改造后的六里坪镇污水处理厂。 薛乐生摄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广西壮
族 自 治 区 河 池 市 环 保 局 获 悉 ，
2018 年 21 个河池市土壤污染综
合防治先行区建设项目的申报材
料顺利通过生态环境部组织的专
家评审，成功入选中央储备库 A
类项目，总投资达 8.54亿元。

2018 年自治区共有 26 个土
壤污染综合防治项目获评 A 类，
总投资 9.55 亿元，其中河池市土
壤污染综合防治项目在数量和投
资额上分别占自治区总量的 81%
和 89%。与国家其他地区相比，
河池市入选 A 类项目的数量和投
资额均明显占优。

河池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河池市探索出土壤污染综合
防治先行区建设新模式后，从项
目设计、项目监管、风险监控体系
建设、技术要求制定和制度建设
等方面着力提高土壤污染综合防
治工作水平。

据了解，河池采取项目前期

调查和设计总承包模式，大幅提
高项目前期设计工作的质量和速
度；制定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技术
要求和管理规范体系，促进项目
高标准和规范化实施；实施“工程
监理”+“环境监理”的双监理模
式，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加强项目
实施期监管和通报，保障各项管
理措施落地。

同时，组建“国家土壤污染综
合防治先行区（河池）建设专家咨
询委员会”。聘请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调查和监测、健康和生态效
应等领域 74 位权威专家，以河池
市土壤污染防治制度顶层设计为
蓝图，从土壤环境调查、分析测
试、风险评估等角度，在减量化、
无害化、资源化、生态化等方面提
供技术咨询、指导和把关。

目前，河池市土壤污染综合
防治工作整体水平显著提高，区
域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

梁玉桥

河池土壤污染防治获中央财政支持
21个先行区建设项目入选中央储备库

本报讯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
区全力抓好今冬大气污染治理，
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不断加大
建设工程扬尘检查力度，强化部
门联动，促进大气环境质量稳步
改善。

槐荫区集中时间、人员对辖
区内逐街逐巷、逐门逐户开展污
染源排查，进一步完善电子档案
和尘源电子图，摸清辖区污染状
况。每周定期对子站周边建筑、
拆迁工地、市政及道路开展巡查，
PM10 数 据 异 常 立 即 赶 赴 现 场 调
查，及时督促问题整改。

槐荫区建委、区环保局、区城
管执法局、区渣土办对重点工程
提前介入，召开扬尘防治现场会，
解读扬尘管理规定，提出扬尘防
治要求。建立部门执法日常联动
检查制度，抽出专人每周对重点
建设工程开展联合检查，重点检
查各类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
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
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
运输“六个百分之百”，发现问题
及时下达限期改正通知。对不落
实防尘措施，拒不整改，或整改不
到位的，出现违规的单位，按相关
规定上限处罚，实施严格监管，并
向社会公开。 季英德 孙娜

平遥因地制宜推进清洁能源改造
已拆除经营性燃煤小锅炉 385台，明年将告别千年燃煤取暖历史

本报记者高岗栓平遥报
道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山
西省平遥县冬季大气污染的主
要因素。今年以来，平遥县委、
县政府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投资 1.8 亿多元，推进散煤
污染治理和清洁能源改造。

平遥县环保局主任科员薛
银平介绍，目前平遥古城内已
拆 除 经 营 性 燃 煤 小 锅 炉 385
台，基本实现了“清零”目标任
务。居民燃煤采暖小炉灶已于
8 月 15 日完成了招标工作，目
前正在进行生物质炉灶安装，
已安装 1600 余台，供暖季前对

间接采暖的居民全部完成安装
任务。

同时，对建成区及周边区
域的3个乡镇、15个村、两个街道
办事处的6000户居民实施“煤改
气”替代工作，目前已完成安装
3817 余户。对建城区外 3~5 公
里范围内未实施清洁能源采暖

的居民，确定了 24 个洁净煤配
送点，对这一范围内居民开展
洁净煤统一配送工作。

平遥县县长石勇表示，尽
管今年平遥在大气污染防治方
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但是目前古城里还有一部分居
民由于电力负荷不够，还不能

实施“煤改气”或“煤改电”，今
年 冬 季 采 暖 只 能 使 用 洁 净 型
煤。不过令人欣喜的是，目前
县委、县政府已经和山西省电
力公司取得联系，并达成电力
增容共识，明年，平遥古城全部
居民将彻底告别千年燃煤取暖
的历史。

改革开放初，水产品市场
是最先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
经济的。太湖围网养殖区成
为全国首批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吴林坤参与过建设围网、
整治围网，到如今拆除围网，
见 证 了 太 湖 大 闸蟹围网养殖
30年的历史。他始终带着深厚
的感情去推进围网拆除工作。

拆除公告刚发布时，有部
分养殖户上访。但是，签约时
没有百姓再上访。

“ 大 闸 蟹 养 殖 产 业 没 有
了，百姓从开始的不理解到理
解 ，再 到 支 持 。 这 个 转 变 是
400 位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共
同努力的结果。”吴林坤说，补

偿政策符合大多数养殖户的预
期，加上管理部门的大量宣传，
最终促成了99.87%的签约率。

今年 54 岁的吴中区太湖
大闸蟹协会会长秦雪荣是一
位地地道道的渔民，从事养殖
25 年了，对太湖大闸蟹这一品
牌有着浓厚的感情。他家的
螃蟹 10 月已经全部卖完，目
前正在办理移交手续。

“拆除掉围网养殖是正常
的，也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喝上好
的水。不能只顾赚钱，水质好比
养螃蟹更重要。”秦雪荣说。

宋炜以前在东山镇做过
村 书 记 ，与 群 众 打 交 道 比 较
多。有一次和同事在现场解
释政策时，养殖户把他们团团

围 住 ，情 绪 激 动 ，火 药 味 十
足。他和同事们没有回避，而
是面对面地沟通，耐心解释，
及时消除养殖户的疑虑。

“我们带着感情去做这件
事情，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多帮
渔民争取利益 ，在 执 行 操 作
时 坚 持 公 开 、公 正 。”宋 炜
说 ，大 部 分 人 环 境 意 识 比 较
强 ，知 道 养 殖 消 耗 的 是 太 湖
公共资源。

渔民们也纷纷表示，为了
太湖的生态环境，国家出台政
策措施进行围网拆除，虽然自
己的收入有所减少，但是从对
绿水青山的保护、子孙后代的
幸福生活角度出发，他们还是
理解支持的。

大闸蟹围网养殖正退出太湖
目前，围网设施移交已经开始，明年 6月底全部拆除完毕

◆本报记者赵娜 李苑

“明年吃不到太湖大闸蟹了，好可惜。”特地从上海开车
到太湖购买螃蟹的钱女士感慨道。

太湖大闸蟹由于肉质肥美，受到许多食客的青睐。钱女
士的感受代表了众多大闸蟹食客的心声。

今年年底，太湖大闸蟹围网养殖的最后4.5万亩也要退
出了。最后一年渔民养殖情况如何？目前围网拆除进展怎
样？记者日前赴江苏省苏州市进行了采访。

取消围网养殖，以后还能吃到太湖大闸蟹吗？

太湖美，美在太湖水。为了
维持这份美，苏州市开展了太湖
围网拆除工作。

今年 4 月 13 日，苏州市人民
政府、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联合
发 布“ 关 于 太 湖 围 网 拆 除 的 通
告”。决定拆除太湖苏州市行政区
域内水域围网，收回养殖使用权。

9 月 30 日晚 11 点 45 分，吴中
区最后一户养殖户签约完成。经
过 130 多天的不懈努力，全区 2.7
万亩、1805 本养殖证、涉及 1701
人 的 太 湖 围 网 拆 除 签 约 工 作
100%完成。

江苏省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吴林坤介绍说：“9
月 30 日是太湖围网拆除补偿协
议签订时限的最后一天。当晚，8
个签约工作点近百名工作人员工
作到凌晨。目前，涉及的 2809 户
养殖户、3005 本养殖证中，只有
两户、4 证尚未签约，总签约率达
99.87%。”

据了解，11 月 20 日开始，渔
民陆续开始移交围网设施。今年
12 月 30 日前移交完成，明年 6 月
底前全部拆除完毕。吴林坤说：

“按照我们的方案，围网设施将移
交给各区政府部门后统一拆除，
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今年是太湖围网养蟹的最后

一年，产量如何呢？
吴林坤表示，今年螃蟹产量

约 2700 吨，产量和往年持平。从
螃蟹规格来说，比去年大一点，品
质好一些。

10 年来，太湖水质总体好于
1997 年以前的水平，保持稳中向
好趋势。太湖东部地区，大部分
时间保持Ⅲ类水质。

东山镇太湖村养殖户潘冬喜
在太湖养蟹有 20 年了，见证了水
质的变化过程。他说：“自 2016
年开始水质转好，不浑浊了，水草
也多起来，白鹭比以前也多了。
今年水质是最好的一年。水质
好，螃蟹长得也好。”

全面叫停围网养蟹，让食客
有了“再无太湖大闸蟹”的担忧。
事实真的如此吗？

吴 林 坤 说 ：“ 取 消 围 网 养 殖
后，计划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增
殖模式。按照湖泊生态容量，政
府部门将在每年春季向太湖投
放蟹苗，进行天然增殖、生态育
肥 ，到 了 秋 季 ，持 有 捕 捞证的渔
民按照相关规定可以在太湖捕捞
出售。”

此外，政府还对一批太湖周
边的池塘进行标准化改造，以保
证其具备培育正宗太湖大闸蟹的
能力，以补充产量。

渔民不能养蟹后，生活出路在哪里？

记者在太湖围网养殖区八区
看到，这里水面干净整洁，白鹭翩
翩起舞。

太 湖 原 来 规 划 是 2020 年 拆
除 围 网 养 殖 ，现 在 提 前 两 年 拆
除。靠水吃水是当地人多年的生
存方式之一，“口粮”没了，以后怎
么办？

潘冬喜正在招待一波从上海
市徐家汇来的客人。他今年养殖
了 30 亩约 6000 斤螃蟹，现在还有
约 1000 斤没有卖掉。在 2008 年
整 改 之 前 原 有 100 多 亩 水 面 养

殖，整改后变成了如今的 30亩。
“客户听到明年不让养殖以

后 ，纷 纷 说 让 我 另 找 地 方 养 螃
蟹。”潘冬喜说道，自己没有文化，
连名字都不会写，小孩还没结婚，
家里有两个老人需要赡养，妻子
身体不好，一年药费需要花费 4
万多元。

在客户的催促下，潘冬喜去
网箱里抓来一箱螃蟹。他妻子开
始熟练地把螃蟹绑好，再装箱打
包。客户随机拿出一只螃蟹放在
称上，足足有 5.7两重。

钱女士就是上海客人之
一，买了 100 多只螃蟹发给新
疆的朋友。“我吃这家的螃蟹
已经 20 年了。螃蟹是真的很
肥美，正宗原汁原味的太湖大
闸蟹。我们用水煮一下，放点
盐，都不蘸料吃。今年都来了
五六趟了，过几天还会再来买
螃蟹。”

潘冬喜是2809户养殖户中
的一员。为保障这些养殖户的
生计，苏州市做了大量工作。

5 月 30 日，苏州市政府、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联合发
布了《关于太湖围网拆除补偿
方案的公告》，随后启动了评
估程序。

吴 林 坤 表 示 ，一 个 15 亩
水面的养殖证可以获得水面

占用补偿费、提前终止合同的
养殖补偿费、生产生活设备设
施的补偿费，以及签约、设施
移交拆除进行的奖励和转产
转业补贴，加起来每户补偿款
约 47.43 万元，加上船只回收
费用，共计 55万元左右。

潘冬喜流转过来一张别
人的养殖证，目前两张养殖证
可 以 得 到 约 110 万 元 左 右 的
补偿金。

吴中区农业局副局长宋
炜表示，目前拆除补偿款已经
发了一半了。等移交时，另一
半也将发放到渔民手中。

虽然养殖证没了，但是捕
捞证还有。不能养螃蟹的渔
民可以在每年 9 月 1 日至 1 月
30 日捕鱼期内捕鱼。但令潘

冬喜担忧的是，禁渔期的 7 个
月他能干什么？

他最理想的去处就是政
府完成标准化改造的太湖周
边池塘。潘冬喜说，池塘是属
于周边农民的，不知道能否通
过流转分一些给渔民。

这 些 养 殖 户 中 ，除 了 50
后、60 后，还有一些年轻人在
从事大闸蟹经销产业。33 岁
的渔民赵志勇虽然年轻，已经
从事养殖业 10 余年了。他表
示，拿到补偿资金后会再创业。

苏州市积极引导渔民转产
转业，多途径开发就业岗位，提
供就业指导服务，开展系列创
业服务和免费技能培训，举办
专场招聘会，并根据当地政策
将渔民纳入社保体系。

渔民为何从不理解到理解，再到支持？

开展排查建立清单
强化部门联动

济南槐荫区

多措并举治扬尘

江苏省苏州
市东山镇太湖村
养殖户潘冬喜正
在为从上海来的
客户抓螃蟹。

赵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