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2
2019.05.10 星期五 责编:马新萍 电话: (010)67164950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zkyb@sina.com

四川成都市高新区整改敷衍应付

绛溪河水质恶化严重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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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晓星

福建作为数字中国思想的
起源和重要实践地，以“生态
云”创新应用为引领，为“数字
生态”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日前，生态环境部与福建
省人民政府签署《共建“数字生
态”示范省战略合作协议》（以
下简称《协议》）。一方面，力求
通过部省合作共建，建立高层
推进机制、部省合作联席会议
制度及交流分享机制，构建福
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新模式；另一方面，充
分发挥福建改革“试验田”作
用，力争将福建“生态云”创新
应用打造成为全国标杆，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示范的
应用成果。

实现生态环境大
数据向生态文明大数
据转换

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
用数据决策，必须在“生态云”
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数据资源
获 取 能 力 和 数 据 质 量 把 控 能
力。因此，《协议》提出，2020
年前实现全省范围的生态类数
据资源全面共享开放，完成生
态环境大数据向生态文明大数
据转换。

仔细梳理《协议》发现，这些
整合了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
数据的生态文明大数据，将用于
建立绿色发展绩效评价考核指
标体系、探索开展“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生态环境向好指数”

“生态文明指数”等应用研究。
“到 2023 年 ，福 建 将 整 体

形成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
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和对应的数字支撑
体系。”福建省相关负责人表示。

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态
环境治理全新体系

“力争 2020 年前，在全国率先开启以数据深度挖
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环境治理新模式。”
这是《协议》中提出的关于共建“数字生态”，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要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
基础设施建设，加深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
和研究。

据了解，福建将加强走航车、小微站、超级站和卫
星遥感、无人机等环境监测物联网的建设，充分考虑加
快 5G 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尽快形成天、空、
地、海、地下一体化的环境监测体系。

同时，《协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提升基于“生态
云”平台的网格化监管、企业环保档案、一市（事）一会
商等治理方式的应用研究。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公众
和企业需求，丰富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促进形成
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生态文明大数据公共服务体系。

福建提出，力争在 2020 年前，在全国率先开启以
数据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环境治
理新模式。

构建用生态文明大数据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体制机制

充分利用大数据开展环境形势综合研判、环境容
量与承载力分析、环境风险预测预警等，可以为经济社
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策制定、规划计划编制、
舆论分析研判引导等提供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撑。

基于此，福建提出，今年将启动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科技成果海峡转化平台，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成立数字生态研究院（福
建）和专家委员会，开展生态数字仿真、生态环境监管
智能化、大数据模型构建和算法研究。

据了解，生态环境部将支持建设一批数字生态重
点实验室，与福建省联合组建科研攻关队伍，共同开展

“数字生态”相关课题和项目的研究。同时，福建省优
先参与生态环境部信息化项目试点和示范，作为固定
污染源、“互联网+政务”“互联网+监管”等项目的试点
省或示范省，先期探索形成试点经验。

本报讯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
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现场督
察发现，成都市高新区督察整改敷
衍应付，沱江支流绛溪河水环境质
量恶化严重。

长期不合理开发利用
和部分地区重点工作推进
不力，沱江水环境质量下
降明显

绛溪河是沱江的重要支流，全
长 71.5 公里，其中 44.2 公里在成都
市高新区境内。

2017 年 第 一 轮 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察反馈指出：沱江是长江重要的
一级支流，由于长期不合理开发利
用和部分地区重点工作推进不力，
水环境质量下降明显。流域内 534
个 乡 镇 中 413 个 未 建 成 污 水 处 理
厂，其中 77 个重点镇仅 15 个建成污
水处理厂。

四川省整改方案明确：实施《沱
江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规 划（2017—
2020 年）》，集 中 开 展 沱 江 污 染 治
理，实施小流域还清行动，2018 年 8
月底前编制绛溪河等小流域水质达
标方案，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沱江
流域相关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成都市整改实施方案明确：编
制绛溪河等小流域水质达标方案，
2018 年 7 月底前完成成都市高新区

（东区）12 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2018 年 12 月底前完成成都市高

新区绛溪河 6 条支流 48 万立方米河
道清淤。

工作安排部署不力，
整改进展严重滞后，表面
整改问题突出

整改工作安排部署不力。督察
发现，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意见后，成都市高新区党工委、管
委会一直未对绛溪河流域水污染防
治和督察整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2018 年 8 月，成都市召开专题约谈
会，指出 2018 年 1 月至 7 月绛溪河
流域主要污染物浓度不降反升、水
质同比恶化，以及成都市高新区乡
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缓慢等问
题，并明确工作要求。但是，成都市
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仍未引起重
视，仍未对有关整改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整改进展严重滞后。成 都 市
高新区绛溪河流域水质达标方案
应 于 2018 年 8 月 底 前 印 发 实 施 ，
但 截 至“ 回 头 看 ”进 驻 时 仍 未 完
成；污染防治工作推进无序，全区
12 个 乡（镇）的 18 座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均 未 按 整 改 方 案 规 定 时 限 建
成 。 截 至“ 回 头 看 ”时 ，仅 建 成 处
理 能 力 总 计 为 6700 立 方 米/日 的
15 座 一 体 化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三 岔
镇 、草 池 镇 、石 板 凳 镇 等 3 座 污 水
处 理 厂 仅 完 成 主 体 工 程 的 50% ；
加 之 部 分 乡 镇 管 网 不 完 善 ，区 域

内每天 7000 余吨生活污水直排环
境 。 另 外 ，应 于 2018 年 底 前 完 成
的绛溪河支流芦葭河、毛家河、金
鸡沟等 6 段（条）河渠 48 万立方米
的 清 淤 工 作 至 今 尚 未 开 展 ，仅 对
河道垃圾和漂浮物开展清理。

表面整改问题突出。由 于 未
按 整 改 要 求 建 设 污 水 处 理 厂 ，成
都 市 高 新 区 三 岔 镇 为 应 付 督 察 ，
修建简易三级沉淀池对场镇生活
污 水 进 行 处 理 。 现 场 督 察 发 现 ，
所 谓 的 三 级 沉 淀 处 置 ，就 是 在 3
个 钢 丝 框 内 填 装 满 碎 石 ，然 后 依
次 放 置 在 污 水 沟 内 ，对 流 经 的 污
水 进 行 过 滤 ，实 际 上 根 本 起 不 到
任何治理效果。

绛溪河水质恶化严重。监测数
据显示，绛溪河水质从 2016 年的综
合水质Ⅲ类下降为 2018 年的Ⅳ类，
其中，2018 年 4 月水质首次出现劣
Ⅴ类，总磷、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同
比 2017 年分别上升 85%、39%，同比
2016 年分别上升 167%、148%，形势
十分严峻。

高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统筹部署不力，相关部
门和乡镇落实整改责任不
到位

成都市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统筹部署不力，相关部门和乡镇落
实整改责任不到位，督察整改工作
敷衍应付，表面整改问题突出。

本报讯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3 日，中央第
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四川省绵竹市新市
工业园区开展“回头看”，发现该园区磷石膏消
减不到位，部分企业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对地
下水造成严重污染，没有达到督察整改要求。

磷化工企业密集，大量淋溶水
未经处理直排沱江支流石亭江

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绵竹市磷
化工企业密集，共计 11 个不规范堆场堆存磷
石膏约 2000 万立方米，大量淋溶水未经处理
直排沱江支流石亭江。

四川省督察整改方案明确提出：重点推进
德阳、绵阳磷化工企业和磷石膏堆场整治，完
成 24 个磷石膏堆场整治；强化涉磷工业企业
环境监管，安装总磷监控设备 100 套。德阳市
整改实施方案明确提出：2018 年 12 月底前，绵
竹市涉磷企业新增磷石膏实现“产用平衡”，对
达不到产用平衡的企业实施限产措施。

部分企业环境问题突出，周边
地下水污染严重

磷石膏消减未达预期。据统计，2018 年 1
月至 10 月，四川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龙蟒磷化工公司）产生磷石膏 154 万吨，综
合利用 52 万吨，利用率仅 34%，导致大量磷石
膏长期堆存。

部分企业环境问题突出。此次重点检查
了新市工业园区内的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蟒钛业公司）、龙蟒磷化工公
司、四川省绵竹市三佳饲料有限责任公司等 3
家企业，发现均存在环境问题。其中，龙蟒磷
化工公司违反环评要求，擅自将部分脱镁废水
用于氟洗涤工艺，并将氟洗涤尾水排入无脱氟
工艺的钛业公司污水处理站，导致污水处理站
外 排 水 中 增 加 本 不 应 存 在 的 氟 化 物 污 染 因
子。现场监测发现，该污水处理站外排污水中
氟化物浓度达 5.8 毫克/升，超过地表水Ⅲ类标
准 4.8 倍，大量氟化物违规排入石亭江。龙蟒
钛业公司污水处理站未对污水池采取密闭等
防护措施，未对污水处理中产生的废气进行有
效收集和处理，致使污水站周边刺激性气味浓
烈；同时，钛业公司堆场堆放约 40 万吨电石

渣，无任何“三防措施”。三佳饲料公司长期违
规使用燃煤，仅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
间就达 1.3 万吨，造成大量二氧化硫和烟粉尘
排放，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另外，15 万吨硫
酸氢钙项目磷矿石原材料堆场防尘不到位，作
业车间无降尘措施，厂区粉尘无组织排放严
重。检查还发现了龙蟒磷化工公司、三佳饲料
公司存在的擅自改变农业灌溉用水用途、擅自
占用石亭江河道等问题。

经调查，龙蟒钛业公司因偷排渗滤液废
水、热电锅炉超标排放、在线监控设施不正常
运行、渣场渗滤液废水外溢应急处置不到位等
问题，2017 年、2018 年被当地环境保护部门行
政处罚 3 次，其中 2018 年 8 月发生的渗滤液偷
排案件已被公安部门立案调查。龙蟒磷化工
公司因违反环保“三同时”制度，2018 年被当
地环境保护部门行政处罚。三佳饲料公司因
磷矿石堆场防尘措施不到位等问题，2017 年、
2018 年分别被当地环境保护部门行政处罚 2
次和 1次。

周边地下水污染严重。11 月 12 日，督察
人员对新市工业园区污水总排口到龙蟒磷化
工公司磷石膏堆场之间，石亭江滩涂上的 11
个坑洞积存污水进行了采样监测，其中 10 个
总磷浓度超过地表水Ⅲ类标准，最高达到 77.7
毫克/升，超标 387.5 倍。监测数据显示，2017
年 12 月以来，三佳饲料公司磷石膏堆场地下
水总磷浓度全部超过地表水Ⅲ类标准，最高超
标达 569 倍；11 月 12 日采样监测显示，三佳饲
料公司磷石膏渣场地下水 1 号监测井总磷浓
度 13.3 毫克/升、氨氮浓度 5.47 毫克/升，分别
超标 65.5 倍、9.9 倍，2 号监测井总磷浓度 11.8
毫克/升、氨氮浓度 5.58 毫克/升，分别超标 58
倍、10.2倍。

绵竹市党委、政府对督察整改
工作重安排部署，轻督促落实

绵竹市党委、政府对督察整改工作重安排
部署，轻督促落实；绵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
委会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不到位，工作敷衍
应付；原市环境保护局、水务局等部门对新市
园区磷化工企业监管不力、执法不严，导致磷
石膏消减未达预期，部分企业违法行为长期存
在，周边环境污染严重。

本报讯 2018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对四川省泸州市开展现场检查，发现该市督察整改工作不力，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重点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大量污水直
排长江。

沱江流域部分地区重点工作推进不力，水环
境质量下降明显

泸州市位于长江上游，是长江与其一级支流沱江的交汇处。
2017 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指出：沱江流域部分地区重
点工作推进不力，水环境质量下降明显，部分应提标改造的污水处
理厂未按期完成，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

四川省整改方案明确：要以实施岷江、沱江等流域水污染防治
规划为重点，加快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泸州市整改
方案也明确：要建立健全污水处理行业监管机制，强化运行管理，
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部分重点
企业违法排污问题严重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泸州市江阳、龙马潭、纳溪
3 个片区紧邻长江及沱江，常住人口约 152 万人，因城市污水处理
能力不足，超过 60 万人的生活污水只能通过乡镇和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收集处置。但目前乡镇和农村污水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仅约
1.6 万吨/日，导致该区域大部分生活污水直排环境。检查还发现，
泸州市城东、城南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均为 5 万吨/日，但进
水化学需氧量浓度长期低于 100 毫克/升，生活污水有效收集率不
足 50%，服务区域内大部分截污支管缺失，部分街道和乡镇雨污合
流、混流问题严重，已建成的污水管网混接、错接、破损、堵塞等问
题十分突出。

因支管入口过滤隔栅长期被杂物堵塞，导致龙马潭区老鹰坵
市政排污渠每天有近千吨污水直排长江，污水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浓度分别高达 470 毫克/升、21 毫克/升、4.78 毫克/升，均超过
地表水Ⅴ类标准 10倍以上。

部分重点企业违法排污问题严重。现场检查发现，泸州老窖
股份有限公司是泸州市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罗汉酿酒基地
污水处理站实际进水化学需氧量浓度长期高于设计处理浓度，导
致生化池漂浮大量死泥，加之加药系统老旧，药剂混合不均匀，污
水处理设施长期不正常运行。

且因管网破损，部分污水直接渗漏外排至市政排污渠，渗排污
水化学需氧量、总磷、悬浮物浓度分别高达 345 毫克/升、27.5 毫克/升、80 毫克/升，均超过
行业直接排放标准限值，化学需氧量和总磷浓度分别超标 2.45倍、26.5倍。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罗汉酿酒基地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应送锅炉焚烧处置，但企业
从未按此执行，而是将其混入生活垃圾后由市环卫所送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且没有处置
协议和转运联单。2018 年 1 月，企业通过立春机械设备公司与龙马潭利民环卫服务部签
订污泥外运填埋合同，但未对处置情况进行跟踪，后者实际将污泥直接倾倒至苗圃基地，
带来环境污染隐患。

此外，与罗汉酿酒基地一墙之隔的泸州国粹酒厂将生产废水直排厂区雨水管网，最终
经市政排污渠排入长江，污水化学需氧量浓度高达 1700 毫克/升。

泸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督察整改工作重视不够，落实不力
泸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督察整改工作重视不够，落实不力；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不够，推动不力，全市大量生活污水长期直排长江及沱江；对重点工业企业环境监管不
到位，导致违法排污问题长期存在。

▲福田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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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竹市新市工业园区敷衍整改

部分企业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泸州老窖
污水处理站
生化池漂满
死泥。

◀磷矿石堆
场防尘措施
不到位。

本报记者李涛西安
报道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日前印发了《陕西省青山
保卫战暨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行动“乱采乱挖”整
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以进一步规范
全省青山尤其是秦岭范
围内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秩序，切实保护秦岭生态
环境。

《方案》的整治重点
包括：未依法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擅自从事矿产
资源勘查、建设和生产的
乱采乱挖现象；安全设施

“三同时”手续不完备的
乱采乱挖现象；不按照批
准的安全设施设计进行
建设、生产的乱采乱挖现
象；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
扩壶爆破、掏底崩落、掏
挖开采、“一面墙”开采等
落后工艺的乱采乱挖现
象；相邻采石场采矿许可

范围之间最小距离不足
300 米的乱采乱挖现象；
尾矿库回采再利用未履
行审批手续的乱采乱挖
现象；打击非法采矿、越
界采矿和破坏性采矿等
活动，查处在河道、自然
保护区、水源保护地等区
域非法采砂、取石、取土
等行为。

《方案》要求，相关部
门要坚持从严监管落实
铁腕执法，对全省青山尤
其是秦岭范围内发现的
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及规定的乱采乱挖现象，
在责令限期整改的同时，
要通过上限处罚、没收违
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列入“黑名单”、媒体
曝光等措施，严厉打击非
法违法行为。对明知故
犯、屡禁不止、拒不执行
监管指令的，依法依规从
严从重查处。

陕西整治乱采乱挖现象
切实保护秦岭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