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坚 05
2019.07.22 星期一责编:赵娜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gongjian@163.com

“荷花基地搞得好，我们在家
门口就能挣到钱。”桂林雁山区大
埠乡陶家村村民李凤兰说。

近两年，陶家村的荷花节声
名鹊起，曾出现一天挤进万名游
客的盛景。这源于桂林市投入农
村环保专项资金 5.01 亿元，重点
对漓江流域农村环境进行综合
治理。

“以前，污水横流、垃圾乱倒
的现象普遍存在。现在，洗衣服

洗菜的生活废水都通过管网集中
收集到污水处理站处理，每天村
里还有保洁员来收垃圾。”李凤兰
说，如今村里不仅整体生态环境
变好了，还吸引了很多游客来休
闲旅游。人气旺了，日子更有奔
头了。

此外，漓江沿岸实施了景区
化改造、水体开发工程、护岸建
设，打造了湖心亭、长廊、杨柳岸
等景观，内外兼修，实现水岸同

治。沿岸所有 12 个乡镇全面完
成改造提升，建成休闲绿道 100
多公里，打造了以漓江两岸生态
旅游示范带为代表的 8 条乡村
生态景观精品线路，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业收入达 300 亿元，广
大群众已成为生态文明红利的第
一分享人。

经过不断努力，多年来作为
桂林市饮用水水源地的漓江，水
质达标率为 100%，所有国家考核

水流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Ⅱ类
标准，水环境质量一直稳居全国
前列。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
考核中连续 5 年荣获全国第一，
连续 18 年位居广西第一。

近日，广西印发《桂林漓江生
态 保 护 和 修 复 提 升 工 程 方 案

（2019-2025 年）》，提出到 2020 年
漓江干流国控点优于Ⅲ类水质比
例达到 100%、黑臭水体消除率达
到 100%、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到 100%，漓江流域生态环境指标
将全面提升，桂林人持之以恒的
绿色坚守终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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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漓
江水清了不少，白
鹭也越来越多。”
40岁的筏工陈徐
文说。

站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
漓江边，放眼望
去，不少河段清澈
得可见河底水草，
不时有白鹭在江
边飞起飞落。

当地人自豪
地说：“漓江水真
是越来越清了，生
态 也 越 来 越 好
了。”

湖北省十堰市紧盯建筑工地、渣土运输、道路扬尘等重点领域，集
中实施扬尘污染防治攻坚战役。各工地认真落实扬尘防治“6 个 100%”
等 措 施 ，安 排 专 人 清 扫 施 工 道 路 ，不 间 断 地 对 路 面 进 行 洒 水 压 尘 ，
确保路面干净潮湿，物料全部覆盖。图为一辆洒水车在北环路改造
施工现场进行洒水降尘。 薛乐生摄

图为漓江美景。

打破藩篱，开启漓江管理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漓江管理存在条
块分割、多头执法、排筏无证无序
经营等问题。对此，桂林明确提
出“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筹各
方利益”的工作思路。

近 日 ，桂 林 漓 江 风 景 名 胜
区综合执法部门对漓江干流净
瓶 山 桥 至 桂 磨 大 桥 水 域 开 展

“ 四 乱 一 脏 ”巡 查 整 治 ，重 点 对

这一水域非法经营的“黑筏”进行
打击。

执法人员巡查至港建大桥水
域时，发现有“黑筏”正在违法载
客经营。因夹河河滩水浅，执法
快艇无法到达，执法人员立即使
用跟进的执法排筏，通过前后包
抄方式围堵“黑筏”。经过数小时
努力，最终将“黑筏”依法收缴。

在当天执法行动中，执法队
伍收缴“黑筏”1 张、其他违法违
规排筏 1张。

近年来，漓江风景名胜区管
理委员会执 法 部 门 深 入 推 进 漓
江 风 景 区 执 法 体 制 改 革 ，不 断
将“四乱一脏”整治工作推向制
度 化、常 态 化 ，有 效 保 护 了漓江
风景区的生态环境和旅游交通

秩序。
桂 林 市 委 书 记 赵 乐 秦 介 绍

说，桂林市整合水利、交通、安全、
物价、财政等 13 家部门的功能职
能，组成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制定《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2013-2025 年）》，破解
了漓江流域生态治理“多龙治水”
的管理体制问题。把破除制约漓
江生态保护的体制机制问题作为
突破口，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

生态优先，住家船民全部上岸

“十里漓江岸，家家开餐馆”，
曾 是 桂 林 当 地 人 的 一 句 调 侃
之言。

过去 10 年中，漓江两岸的渔
餐馆数量不断增加，油烟、餐饮残
渣、废水给漓江的生态环境带来
巨大压力。

此外，桂林人依山傍水生活

方式的养成由来已久，漓江的住
家船民从祖辈开始在水上生活，
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生活废水直
接排入漓江。

对此，桂林政府使出了绣花
功夫开展污染源治理。目前，桂
林市已建立 漓 江 游 船 环 保 准 入
标 准 ，对 漓 江 游 船 进 行 全 面 提

档 升 级 ，不 达 标 的 全 部 退 出 ，
108 艘 游 船 已 全 部 实 行 星 级 管
理；市区沿岸及洲岛鱼餐馆违规
搭建已全部拆除；漓江沿岸养殖
场已全部迁移；161 艘住家船全
部 清 理 ，112 户 船 上 人 家 全 部
上 岸 喜 迁 新 居 ，结 束 了漓江城
市段千百年来存在的水上居住

历史。
廖云彬就是 112 户上岸船民

之一。看到伏龙洲岛上祖屋被夷
为平地，他万般不舍。

但想到不久后将建成的生态
绿地公园，廖云彬颇感欣慰：“我
打 了 半 辈 子 鱼 ，1957 年 走 上
岛 。 现 在 桂 林 市 要 大 变 样 ，要
搞 美 丽 一 点 ，我 们 伏 龙 洲 不 带
头，那桂林市怎么美得起来呢？
我们都愿意搬。”

水岸同治，“生态+”效应不断显现

◆本报见习记者韦夏妮

提高废铅蓄电池回收率应疏堵结合
◆罗岳平 张振华钟静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学术争鸣学术争鸣

本报讯 太湖 44981 亩围网养
殖设施近日全部拆除完毕，并通
过了市级验收，太湖围网正式成
为历史。

2018 年 4 月，江苏省苏州市
政府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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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9 月底，太湖围网拆除
现场签约完成，相关部门对太湖
围网拆除资料进行了核对，按照

“ 一 证 一 档 ”原 则 进 行 整理和归
档，并制定了《太湖围网设施移交验
收、处理和拆除验收操作办法》。

目前，除预留标志桩以外，太
湖围网养殖设施已经全部拆除。
相关区以及太湖渔管办将听取专
家意见建议，继续推进后续湖区
综合治理和渔业转型升级，探索
新型捕捞模式，努力走出一条太
湖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省太湖渔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取消太湖围网养殖后，将实行

“人放天养”的生态增殖模式。此
前，在太湖大闸蟹“人放天养”生
态修复区，666 万只中华绒螯蟹
蟹苗被成功放流。

为进一步了解放流蟹苗的生
长过程，省太湖渔管办每月对放
流点的蟹苗进行一次监测，掌握
放流蟹苗生长规律，为在全太湖
水域规模增殖放流蟹苗积累数据
信息。最近的监测结果表明，放
流的蟹苗生长情况良好。

在监测基础上，省太湖渔管
办将每年科学合理地增殖放流一
定数量的中华绒螯蟹。一方面，
有利于保住太湖大闸蟹的优质品
牌，让太湖周边居民吃上太湖大
闸蟹。另一方面，有利于恢复太
湖水域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促进
水生生态系统的平衡。

李苑 黄溢

本报记者蒋朝晖 见习记者
陈克瑶昆明报道 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理州”）紧
紧围绕洱海保护治理的总体目
标，坚定不移实施“三禁四推”，加
快推进农业绿色生态转型发展，
坚决打好打赢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攻坚战，并取得阶段性进展和实
质性成效。

近年来，大理州全面实施农
业面源污染减量行动，强力抓实

“三禁四推”：禁止销售使用含氮
磷化肥，禁止销售使用高毒高残
留农药，禁止种植以大蒜为主的
大水大肥农作物，推行有机肥替
代化肥、病虫害绿色防控、农作物
绿色生态种植和畜禽标准化及渔
业生态健康养殖。

2018年，洱海流域化肥、农药
使用量为1.4万吨、282.2吨，分别比

2015年减少 47.8%、16.7%。目前，
洱海流域内有 40632 户农户自愿
签订禁种大蒜承诺书，推广使用
商品有机肥 1.7 万吨。已实施水
稻、烤烟等绿色生态种植 18.3 万
亩，稻渔综合种养示范 6300 亩，
发展水果、中药材等常年生作物
5.75 万亩。累计建成有机肥加工
厂两座、畜禽粪便收集站 25 个。
今年上半年，共收集处理畜禽粪便
7.75万吨。

下一步，大理州将重点抓好
加快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抓实
含氮磷化肥和高毒高残留农药禁
售禁用、加大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力 度 、加 快 高 标 准 农 田 及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建 设 等 7 方面重点工
作，加快推进洱海流域农业高质
量发展，确保流域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提质增效。

太湖围网全部拆除完毕
大闸蟹将采用“人放天养”生态增殖模式

本报讯 安徽省合肥市生态
环境局、合肥市水务局近日联合
印发《合肥市入河排口普查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成立普查工作办
公室，对合肥市市域范围内所有
排口开展全面系统普查工作，建
立完善排口管理档案。

如何保证排口全面普查的进
行？合肥市主要采取徒步现场排
查的方式，逐一排查所有通过管
道、沟、渠、涵闸、隧洞等向合肥市
各级河流直接排水的排口，所有
通过河流、滩涂、湿地等向合肥市
各级河流间接排水的排口。

码头、工业聚集区、城镇等人
工开发强度大的沿河带要作为排
查工作重点，既从岸边查排口，也
从城市发展、管网铺设、工程建设
等方面调阅资料排查线索，全面
查清可能存在的各类排口。

对容易出现的排查盲区（如
水下、桥下、草丛下、码头下等隐
蔽区域），要采取无人船监测、水
下 机 器 人 等 方 式 ，确 保 排 查 实
效。对可能存在暗管、渗坑、裂缝

等偷排行为，要积极运用热红外
成像、探地雷达、管道机器人等技
术，必要时采取工程机械措施。

合肥市将按照“有口皆查、有
水皆查、应查尽查”的要求，精心
组织开展市域范围内河道、重点
湖库全覆盖、无死角的排口普查
工作。通过普查，合肥市将全面
真实掌握全市河流排口的分布、
分类现状情况，建立完善排口管
理档案，为下一步开展溯源整治
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目前，合
肥市生态环境局和市河长制办公
室已成立入河排口普查工作办公
室，合署办公。

下一步，合肥市计划用 1 个
月时间完成普查，2019 年底前基
本完成溯源整治工作。

此外 ，合 肥 市 将 把 普 查 专
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纳入 2019
年 水 污 染 防 治和“河长制”工作
情况考核。对工作滞后、弄虚作
假、漏报瞒报等情况，市政府将给
予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
责任。 李孝林

合肥全面普查市域内排口
年底前基本完成溯源整治工作

本报记者董若义济南报道
山东省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滨海
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严
控新增围填海造地，除国家重大
战略项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
海项目受理、审查。

《方案》确定，强化自然岸线
管控，将自然岸线保有率指标分
解到沿海各市、县（市、区）政府。
对自然岸线保有率不达标的地
区，暂停受理和审查该区域新增
占用自然岸线的用海项目。填海
造地用海占用大陆自然岸线的，
占用自然岸线的该宗填海按照征
收标准的 120%征收海域使用金。

《方案》指出，要加快处理围
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对合法合规
的围填海项目，在《国务院关于加
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
的通知》下发前，已确权登记并完
成围填海的，由沿海各市、县（市、

区）政府监督指导海域使用权人
集约节约利用，并进行必要的生
态修复；已确权登记但尚未完成
围填海的，沿海各市、县（市、区）
政府监督指导海域使用权人最大
限度控制围填海面积，并进行必
要的生态修复。确需继续围填
的，经沿海各市、县（市、区）政府
审查，按程序报省政府审核同意
后实施，并报自然资源部备案。

在 海 洋 生 态 保 护 方 面 ，《方
案》明确要把全部海洋开发利用
活动纳入海洋生态红线管控，落
实常态化监督机制，对非法占用
红线区域的围填海项目进行全面
清理。加强养殖用海管控，实施
县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9 年
12 月底前编制出台省、市养殖水
域滩涂规划，设定发展底线。实
行滨海湿地分级分类管理，组织
实施“蓝色海湾”“渤海综合治理”
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全部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纳入生态红线管控

山东严格保护海洋资源

大理强化洱海面源污染治理
实施“三禁四推”，促进污染减量

本报讯 735 个采样点位，7 月
31 日前完成任务。时间紧，任务
重，面对 2019 年河北省国家网土
壤环境监测采样工作的双重挑
战，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采样队
伍奔赴全省各地。

“在承德市丰宁，为采集一个
国家质控土壤样品，我们开越野
车跑了近 400 公里，从早晨 8 时到
下午 6 时整整 10 个小时才完成工
作。”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
员祝铭和队友徒步翻越了 4 个山
头，才找到精准的土壤采样点位。

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赵
乐向记者介绍说：“国家网土壤环
境监测采样任务点位数量庞大，

采样信息详尽，要求精准度高。
采样点位往往交通条件差，自然
环境复杂。既要按期完成任务，
又要严控采样质量，难度不言而
喻。”

为做好采样工作，河北省环
境监测中心组建了以土壤监测部
为主，各部门和各驻市环境监测
中心协同配合的土壤采样队伍。

为确保采样信息准确无误，
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安排专人进
行土壤环境监测业务系统审核，
对不合格或有质疑的样品信息随
时联系采样人员进行重采或信息
修正。

周迎久 张铭贤

跋山涉水采样忙
河北全力推进国家网土壤环境监测采样工作

铅蓄电池的使用量大，但
废铅蓄电池的回收率一直不
是 很 理 想 ，由 此 带 来 了 不 少
隐患。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随意倾倒废酸液，污染土壤
和地表及地下水；二是非法冶
炼，危害周边环境。

鉴 于 此 ，我 国 对 非 法 收
集、转运废铅蓄电池保持了高
压打击态势。特别是在今年 1
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
印发《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行
动方案》，要求以提高废铅蓄
电池规范收集处理率为主线，
完善监管体系，有效遏制非法
收集处理废铅蓄电池造成的
环境污染。

笔者以为，提高废铅蓄电
池的回收水平应疏堵结合。

所谓疏，一方面是推广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督促铅蓄
电池制造企业依托销售网络，
按“售一收一”模式，使废铅蓄
电池逆向流回制造企业；另一
方面是鼓励持证的收集企业
开动脑筋，多管齐下，扩大业
务量，提高盈利水平。

堵则是针对地下收集废

铅蓄电池活动。废铅蓄电池
具有较高的资源价值，非法企
业对其虎视眈眈。作为争抢
对象，通过堵来切断利益链是
治本之策。包括两种途径，一
是打击非法运输；二是严管冶
炼企业，不得接收无合法手续
的废铅蓄电池。没有了买卖，
就杜绝了地下收集。

对某个具体的区域而言，
废铅蓄电池的产生量是相对
稳 定 的 ，业 主 至 少 有 4 种 选
择：一是返回制造企业，二是
交给有证的收集企业，三是交
给 地 下 收 集 者 ，四 是 随 意
丢弃。

实际工作中，地下收集者
往往胜出。究其原因，在责任
追究还不严厉 的 情 况 下 ，利
益 成 为 主 要 驱 动 力 ，谁 出 的
价 格 高 ，谁 的 经 营 方 式 灵
活 ，业 主 一 般 就 把 废 铅 蓄 电
池 卖 给 谁 。 要 想 改 变 这 种
局 面 ，一 是 加 强 宣 传 教 育 ，
使 业 主 清 楚 选 择 的 后 果 ，主
动 规 避风险；二是严格执法，
让地下收集者无处藏身，彻底
斩断毒流。

要提高废铅蓄电池的规

范收集率，疏比堵难。疏主要
靠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和持证
收集公司，他们在没有价格优
势的情况下抢夺货源，与地下
收 集 者 竞 争 ，自 身 再 怎 么 努
力，胜数也不是很大。堵主要
针对铅蓄电池的地下流动，因
为是非法的，只要卡在关键节
点 ，就 能 让 地 下 收 集 者 知 难
而退。

堵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
是禁止非法运输转移。按九
部委行动方案，生态环境部和
交通运输部应在 2019 年年底
前修订《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
理 办 法》，完 善 转 移 管 理 要
求。非法收集的废铅蓄电池
如果没有了运输通道，积压后
就会暴露，此属于治本之策。
二是由生态环境部门和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再生铅
企业的管理，查处无证、不按
规 定 执 行 危 险 废 物 转 移 联
单 制 度 、非 法 接 收“ 倒 酸 ”电
池 等 违 法 行 为 。 非 法 收 集
的 废 铅 蓄 电 池 没 有 了 销 售
渠道，地下游击队自然也就一
哄而散了。

对洄游的鲑鱼等，天敌在
后面再怎么追捕，收获也不会
很大，只能逼着鱼游得更快。
而有经验的人在变窄的通道
设捕捞点，下网就有成果。

对废铅蓄电池收集的管
理是同样的道理。几支队伍
同场地争夺有限的资源难分
伯仲，但堵在关键节点，让非
法的通不过，矛盾会逐步得到
化解。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
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尽快规
范对废铅蓄电池的收集和转
运，以消除环境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