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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一次围着太湖转的时
候，湖边还在清理渔网，今天现场
一看，面貌一新。”站在太浦河边，
上 海 市 人 大 代 表 许 丽 萍 感 慨 万
千。一位浙江省人大代表亦有同
感，太湖的治理任务艰巨，但通过
联防联治，已经能做到“不让一串
水葫芦漂进上海的黄浦江”。

日前，11 位分别来自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人大代
表赴江苏省吴江区、上海市青浦
区、浙江省嘉善县，联合调研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环境协同
治理情况。这也是四地省级人大
代表首次联合调研水环境治理。

“引江济太”，确保水
源地供水安全

太浦河是人大代表们调研的
第一站，代表们从江苏省吴江区登
船驶入太浦河。沿途水况尚好，看
得出此前的治理有一定成效，但乐
观之余，仍存在一些隐患。

据悉，在吴江段长约 40 公里
的太浦河，有着泄洪、航运、农业和
工业用水等多种用途，而其下游是
上海、浙江嘉兴的取水地。不同的
用途导致不同的排水标准，仅以标
准数量来看，上海市的排放标准中
比吴江区多了 80项检测项目。

吴江区是全球最大的纺织专
业市场，但纺织的末道工序印染可
能带来的“锑”污染令人担忧。

上海市青浦区是人大代表们
调研的第二站。位于青浦区金泽
镇西部、太浦河北岸的金泽水库，
总库容约 910 万立方米，日供水规
模 351万立方米。

上海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金泽水源地仍存在锑浓
度和藻类异常风险。”上海通过实
施“引江济太”，增加太浦闸下泄流
量，确保水源地供水安全。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应对太浦
河流域上游来水水质指标的异常
波动，维护流域水生态和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安全，沪苏浙两省一
市 有 关 地 区 的 政 府 主 管部门共
同制定了《太浦河流域跨界断面水
质指标异常情况联合应对工作方
案》。

吴江区还专门制定《吴江区太
浦河锑特征污染因子管控方案》，
并根据太浦闸下泄流量、监测断面
锑污染物浓度，以及下游水源地预
警需求等情况，累计采取 20 余次
限产停产管控措施。

开展联合监测，组织
跨区域联合执法

在 太 浦 河 边 ，代 表 们 发 现 纺
织、洗车、加油等业态错落，沿河有
违法建筑依河而建。

针对上游经济发展与下游饮
用水保障如何统筹、兼顾的问题，
代表建议，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严防污染转移扩散，要创新
引领区域联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将改造提升沿河化工产业
作为重中之重。“水源地的治理与
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密切相
关，这也是水污染治理的关键点。”
一位代表说。

而位于流域下游的上海，水源
地安全保障能力面临诸多挑战。
不少代表建议，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联防联控机制有待健全，
太浦河沿线水量水质监测要进一
步加密，不断完善调度方案，进一
步深化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级合
作机制，强化太浦河水质预警联动
机制，有效应对水源地锑污染事
件，保障太浦河金泽水源地的供水
安全。

据 了 解 ，2016 年 上 海 启 用 金
泽水库水源地以来，为加强太浦河
保护，苏州、嘉兴、青浦三地环保部
门及吴江、秀洲、嘉善三地政府联
合制定《太浦河 流 域 跨 界 断 面 水
质 指 标 异 常 情 况 联 合 应 对 工 作
方案》，签订《水质水量监测数据
交 换 共 享 协 议》，三 地 开展联合
监测、联合调查，组织跨区域联合
执法。

推动跨界河湖“一河
（湖）一策”长效管理

此行调研中有一现象特别突
出，即省级界河不少，比如属于上
海的地域中却有一条江苏的河流

“飞地”。这样的跨界河湖又该如
何治理？

据了解，去年 7 月，上海市水
务局启动了上海市与江苏省、浙江
省接壤区域内省界河湖排摸工作，
排摸出省界河湖 188 条段（个），涉
及金山、嘉定、宝山、青浦等 4 区。
同步启动了 171 条段（个）河道（湖
泊）综合治理工作，目前已完成 91
条段，其余 80条段持续推进中。

当前，正推进省界河湖“一河
（湖）一策”编制工作，已完成省界
河湖上海部分“一河（湖）一策”初
稿编制和中期专家评审，目前正就
中期修改稿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在省际界河治理过程中，涌现
出一些好经验、好做法。比如上海
市金山区与浙江省平湖市、嘉善县
建立长三角地区首个“水事议事
堂”，共同绘制“三地水系图”，签署
界河保洁合作备忘录，交换 75 名
界河河长名单，开展劳动和技能竞
赛，共商联动治水事宜，实现上下
游省市间联动治水。

代表们建议，三省一市继续加
强对接，制定并实施新一轮太湖治
理方案，深化落实跨界河湖“一河

（湖）一策”方案，协同推进省界河
湖工程整治及长效管理。

“希望跨界河湖的治理能在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率先突破。”许丽
萍等代表建议，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
统一的法规体系，在示范区探索水资
源保护、水污染防治和水安全保障方
面的立法，解决水资源合理配置、产
业优化布局、跨界水污染联防机制
建设、水安全应急调度等问题。

沪苏浙皖四地人大代表首次联合调研水环境治理

为跨界河湖治理取得突破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徐璐 本报讯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古牧地河沿线完成了新建再生水退水管线
与相关管网的衔接工作。

根据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
见要求，乌鲁木齐市统筹推进老龙河、黑沟河污
染治理，新建老龙河、黑沟河再生水退水管渠，
对沿线污水处理厂实施提标改造，争取到 2020
年底，老龙河、黑沟河水质监测断面及八一水库
入口水质指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标准。

乌鲁木齐昆仑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技术
部经理朱杨介绍，新建再生水退水管线铺设成
功后，从乌市 7 个污水处理厂流出的再生水将
直接通过这条管线绕过八一水库，直接流入东
道海子湿地，实现再生水排放通道与天然河道
的分离，使天然河道的自然生态得以恢复。同
时，八一水库的进水水质也得到保障。

目前，涉及这一项目中的 7 个污水处理厂

已按期完成提标改造任务，出水水质达到《城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GB18918—
2002）中一级 A 标准。

在再生水退水管线建设过程中，将配套建
设铁厂沟河、黑沟河的监测设备等。全面实行
上游入境河流入库口和出境断面水质监测制
度，在老龙河、黑沟河入库处、东道海子湿地进
口前共同确定监测断面，最终实现水质监测数
据及时定期上传。

同时，为彻底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在统
筹老龙河、黑沟河截污治污的项目中，将全面实
施农村污水处理项目，不断完善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提高污水处理率，建设11座小型污水处理站及
配套管网，解决15个村污水排放问题，其他村庄污
水处理项目按照《乌鲁木齐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实施。

赵倩叶晓敏

乌鲁木齐统筹推进老龙河黑沟河污染治理
建设再生水退水管渠，完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孙勇强日照报道
山东省日照市近日完成出租车走航大气颗粒物
监测系统建设，首批百余辆出租车“头顶”大气
颗粒物监测设备，穿梭在城区大街小巷，传回一
组组监测数据，实现了城区道路扬尘的动态化
监控，有效解决了监控盲区问题，提升了大气污
染防治精细化水平。

记者了解到，首批安装设备的 102 辆出租
车每天可覆盖 95%以上的城区机动车道路，通
过多车接力可实现 24 小时连续监测，所有出租
车每天合计行程超过 2.3 万公里，可产生 120 万
组数据。

为加强城市道路扬尘治理工作考核，日照
市还以 1 公里长度为划分标准，以区、街道为边
界，在建成区主要道路划分 692 个考核路段，明
确监测路段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研究制定考

核办法。通过对区县、街镇、路段进行统计排名
及改善排名考核，实现环保压力下沉到最基层，
压实责任，促进基层治理。

“这一项目基本上不增加人力物力，运行成
本低，丰富了监测手段，弥补了日照市空气质量
固定监测点位数量不足的问题，为大气环境监
管提供了技术支持。”日照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为进一步提高污染治理决策的科学化和精
细化水平，日照市将加快推进多部门数据互联
互通和联合分析，针对道路扬尘污染问题，加强
住建、城管、交通和环卫等部门数据的动态融
合，利用多重数据综合分析，为责任部门和治理
部门确定治理重点，明确管理时段和点位，完善
交通疏通机制等提供依据，为发现问题、定位问
题、解决问题提供科学方案。

102辆出租车接力实现24小时连续监测

日照走航监测道路扬尘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郭
运洲石家庄报道“消除有色烟
羽不仅减少了污染物排放，节约
了水资源，还提高了产品质量，实
现了环保和发展的双赢。”实施有
色烟羽消白改造后，位于河北省
石家庄井陉矿区的新星化炭公司
总经理苏吉春高兴地说。

据悉，去年以来，井陉矿区 5
家重点企业累计投入环保治理资
金 1.6 亿元，实施了有色烟羽消白
改造。目前，已彻底消除 6 根烟
囱冒出的“水蒸气”。

据了解，消白工艺主要是通
过烟气间接或直接降温，脱除烟
气中的冷凝水，然后升高烟气温度
排放。经过消白改造，新星化炭公
司烟尘排放量由每年 64.8 吨削减
为每年 7.6 吨；二氧化硫排放由每
年299.7吨削减为每年 15.3吨。

同时，在消白过程中，烟气中
的冷凝水可以被有效回收利用。
这些冷凝水非常适合作为炭黑生
产所用的急冷水和造粒水，可大
幅降低炭黑产品的灰分含量，提
高炭黑产品质量。

5家重点企业累计投入1.6亿元

石家庄推动有色烟羽消白改造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

员童朝霞 江苏省张家港市日前
在 全 省 率 先 开 展 VOCs 走 航 监
测，成效较为明显。

通过车载的质谱走航监测系
统，对环境空气中 VOCs 进行快
速检测，再根据检测出的污染物
总浓度，描绘污染地图。这样生
态环境部门能快速锁定疑似污染
排放源头企业，有利于开展精准
执法和整治行动。

此外，张家港生态环境部门
还以第二次污染源普查为契机，

组织工作人员对本辖区范围内
826 个 VOCs 污染源逐一排摸并
建立台账资料，为大气污染治理、
重污染应急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据统计，2019 年 1 月 -7 月 ，张 家
港 市 共 立 案 调 查 涉 VOCs 类 案
件 63 起 ，占 全 部 涉 气 案 件 的
55.8%，实施查封扣押 3 家、限产
停产 4家。

据了解，今年以来，张家港生
态环境部门通过走航监测异常数
据分析研判，已引导执法人员精
准办理 VOCs案件 15起。

张家港开展VOCs走航监测
对 826个污染源逐一排摸并建立台账资料

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记者日前获悉，
2019 年上半年，云南省昆明市主城区空气质量
优为 75 天，良好为 101 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7.24%，优级天数较 2018 年同期增加 30 天。据
了解，自 2013 年国家开始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
以 来 ，昆 明 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总 体 保 持 90%
以上。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和矛介绍，昆明
市一直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积极出台
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加强制度建设。先
后出台了《昆明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昆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规定》《昆明市
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实施方案》等，确保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同时，昆明市不断强化大气污染防治预测
预判，发布《昆明市环境空气质量扩散条件预判
周报》，加快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警体系的更新
升级。预测预报能力从2015年的预报两天上升到
2019年的预报一周。通过空气质量预测预判，提

前应对不利气象条件下的大气污染防控。
昆明市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

与曲靖、玉溪、楚雄 3 个州（市）签署《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工作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滇中城市群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坚持属地管理与
区域联动相结合，全市上下各部门认真开展联
合执法、区域执法，相互配合、协调、联动，真正
形成了全市空气质量“一盘棋”作战格局。

据了解，2013 年-2018 年，昆明市空气质量
优 良 率 分 别 为 91.2% 、97.0% 、97.8% 、98.9% 、
98.6% 、98.9%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稳 定 在 较 高
水平。

和矛介绍，下一步，昆明市将加强指挥调
度，强化监督检查，重点解决城市扬尘污染突出
问题。加大科研力度，加强大气污染来源解析，
特别针对二氧化氮（NO2）和臭氧（O3）问题开展
专题研究，为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提供更加
精准的技术指导，用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全面提升
昆明市环境空气质量，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昆明空气质量优良率持续保持高位
今年上半年空气质量优级天数同比增加 30天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图为上海市金泽水库。 资料图片

图为长江经济带环境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应用验证与示范技术研讨会现场。

第二座长江环境自动巡测系统示范站在重庆揭牌，标志着长江环境自动巡测
系统第二座示范站将正式投入运行。

9 月 6 日，水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
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由力合科技

（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以下简称
“实验室”】——长江经济带环境监测先
进技术与装备应用验证与示范技术研
讨会在重庆举办，意味着长江环境自动
巡测系统示范站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会议围绕“先进环境监测技术与装
备，助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与保
护”主题开展，主要包括实验室阶段成
果及长江巡测实施方案汇报、长江巡测
阶段成果总结、长江环境自动巡测系统
示范站现场考察三个环节。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院
士曲久辉、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院士刘文清、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
长陈善荣、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

长罗毅等行业资深专家出席了本次会
议；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生态环境部生
态环境监测司、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以及
长江经济带“九省两市”生态环境监测
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实验室共建单位
清华大学教授何苗、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研究员王业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研究员康跃惠、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南京、中国科
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珏、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高博参加了本次会议。

先进技术与装备助力生
态环境修复与保护

据悉，实验室建设项目自 2016 年

批复以来，立足环境监测行业需求，致
力于建设环境监测领域国家级创新平
台，联合实验室共建单位，整合产学研
用创新资源，突破了多项环境监测关键
技术，研制出一批先进环境监测装备，组
建了先进环境污染监测设备工程化验证
平台，在全国多地建立了应用示范基地，
建立以曲久辉院士、刘文清院士为首的专
家团队和高水平技术人才队伍。

在交流与讨论环节，力合科技董事
长、实验室主任张广胜表示，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
精神，实验室有义务、有责任推动先进
水环境监测技术与装备在长江经济带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和 保 护 的 示 范 支 撑 作
用。基于共建单位的群策群力，实验室
启动了长江环境自动巡测系统示范站
建设项目，计划建设 3 个长江环境自动
监测系统示范站，在长江主航道沿线开
展为期两年的高频次往返监测，结合大
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构建长江经济带
自动巡测数据支撑平台，逐步摸清主航
道的水质情况及动态变化规律，为摸底
排查长江流域水生态健康、水环境风
险、重点环境风险源等奠定基础，为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决策提
供数据、技术、装备支撑。

与会院士、专家及相关负责人在肯
定实验室取得的成绩和承担的社会责
任的同时，也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
复与保护需求方面对长江巡测系统的
建设、监测指标的配置、系统的监测模
式、监测数据的融合和应用等方面提出
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长江环境自动巡测系统
首座示范站已巡测200天

从现场了解到，与以往的固定水环
境监测点不同，长江环境自动巡测系统
以一艘货轮为载体，由采水、水样预处
理、配水系统、质量控制单元、基站控制
系统等组成，监测过程全自动完成且监
测数据自动上传至长江经济带水质自
动监测综合监管平台，形成一个完整的
可随货轮移动的水质自动监测站。

实际上，从去年年底开始，实验室
已筹建首座长江环境自动巡测系统示
范站，今年 1 月 25 日示范站正式下水运
行。截至目前，已正常运行 200 多天，
累积在重庆至上海 2400km 主航道上往
返巡测 7 个轮次，下行、上行巡测一个
轮次周期为 30 多天，取得水质监测数
据 15 万余条，积累了一定经验，为后续
项目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二座长江环境自动巡
测系统示范站揭牌

当日下午，与会院士、专家和相关

负责人到重庆长江寸滩港现场考察长
江环境自动巡测系统示范站。刘文清
院士和罗毅副会长、实验室主任张广
胜、实验室副主任聂波共同为第二座长
江环境自动巡测系统示范站揭牌，标志
长江环境自动巡测系统第二座示范站
将正式投入运行。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阶段国家
工程实验室将进一步优化实施方案，通
过项目实施系统地梳理和掌握各类生
态隐患和环境风险，对长江做一次“大
体检”，同时将集合国内环境监测行业
优势资源，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助力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修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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