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2
2020.05.06 星期三 责编:张楠 电话: (010)67164950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zkyb@sina.com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我们根植一片绿荫，换来
水秀山清；
我们播撒一片真情，擦亮
蓝天白云。
我们肩负神圣使命，为梦
负重前行；
我们一路勇敢担当，挥洒
铁血丹心。
前进，向前进，我们是生态
环保铸铁军，
前进，向前进，我们铺开了
锦绣的前程。

我们装扮一片净土，迎来
花香鸟鸣；
我们奉献一片大爱，传播
生态文明。
我们胸怀祖国人民，书写
赤胆忠诚；
我们共建幸福家园，守护
和谐安宁。
前进，向前进，我们是生态
环保铸铁军，
前进，向前进，我们描绘着
美丽的风景。

黎阳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应征作品展播（十九）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你爬向百米高的烟囱
监测烟尘
像一只雄鹰展翅高飞
你蹲守在漆黑的深夜
排查污染
似一头老黄牛默默耕耘
啊 —— 光 荣 的 生 态 环 保
铁军
你忠诚担当
坚守底线
决胜污染防治攻坚
你勇立潮头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吹响绿色发展的号角
啊 —— 坚 定 的 生 态 环 保
铁军
绿水青山是时代的使命召唤
蓝 天 白 云 书 写 你 无 悔 的

青春
那看得见的
山山水水
记得住人们梦萦中的丝丝
乡愁
啊 —— 最 美 的 生 态 环 保
铁军
建设生态文明
打造美丽中国
啊——
多么崇高的事业
造福当代
惠及子孙
啊——
我要大声的歌唱
我爱你
最可爱的
生态环保铁军

浙江省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北仑分局 祝旭初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你的心中有蓝天
每 一 朵 白 云 都 寄 托 你 的
心弦
你的胸怀有青山
每 一 片 绿 叶 都 凝 结 你 的
眷恋
你的脑海有净土
每 一 泓 清 水 都 映 衬 你 的
笑脸
不分昼和夜
你都在克难攻坚
不论苦与甜
你都在打响环境保卫战
你是生态环保铁军

一直不忘初心重任在肩
为了探测城市的呼吸
你不顾高温与毒气的危险
为了清澈大地的血脉
你 不 管 污 浊 与 肮 脏 的
深浅
为了打击肆意的污染
你哪怕黑暗与风雨的考验
不分近和远
你都在全心奋战
不论易与难
你都在保护生态大家园
你是生态环保铁军
始终牢记使命奋勇向前

江西省萍乡市生态环境局 曾庆越

■ 献出我的爱

青山也常在，绿水也常在，
山清水秀妆点着爱的情怀。
让污染走远，让雾霾走开，
责任谱写生态环保铁军风采。
啊，献出我的爱，献出我的
爱，
幸福的家园让春风美起来。
蓝天也常在，白云也常在，
鸟语花香陶醉着爱的期待。
让璀璨剪裁，让锦绣彩排，
奉献构筑生态环保铁军风采。

啊，献出我的爱，献出我的
爱，
和谐的家园让阳光靓起来。
啊，献出我的爱，献出我的
爱，
生态环保铁军牢记着初心
不改。
啊，献出我的爱，献出我的
爱，
生态环保铁军守护着今天
未来。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黎强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迎着春天绵绵的细雨
我们奔赴工厂矿山
顶着夏季炎炎的烈日
我们汗洒一线战场
披着深秋瑟瑟的冷风
我们昼夜持续奋战
踏着冬日皑皑的冰雪
我们从未畏惧严寒

我们爱水绿，我们盼天蓝
水绿天蓝辉映出绚丽的画卷
我们深爱这神奇富饶的地方
不离不弃守护她直到永远
我们爱山青，我们盼云淡
山青云淡编织成多彩的梦想
我们依恋这美丽和谐的家园
无怨无悔守望她直到永远

浙江省温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陈岳灶

5 月 5 日立夏，游客在北京市延庆区一处自然水域进行皮划艇
漂流。随着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降为二
级，亲山近水的景点成为假期中人们锻炼身体、放松心情的不错选
择。 本报记者邓佳摄

编者按

近期，四川、陕西、

黑龙江等地接连发生多

起突发水环境事件，其

中一些事件造成跨区域

污染。当前，我国一些

地区已陆续进入汛期，

引发突发水污染事件的

风险加大。日前，生态

环境部、水利部联合印

发《关于建立跨省流域

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

联防联控机制的指导意

见》，对流域上下游如何

开展协作机制和制度建

设进行了系统指导。为

了进一步做好突发水污

染事件防范应对工作，

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就

《指 导 意 见》的 重 要 意

义、工作落实要求等内

容进行了深入解读。

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 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近年来，我国在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风险防
控与应急处置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推进流域
层面联防联控、实现由“应急管理”向“风险管理”
转变，成为当前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重点，也对
流域综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发《关于建
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
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是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应急管理体系、
提升治理能力的有力举措。

《指导意见》针对近年来跨省流域水污染事
件凸显出来的协作制度不完善、上下游责任不明
确、技术基础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和难题，提出了
建立协作制度、加强研判预警、科学拦污控污、强
化信息通报、实施联合监测、协同污染处置、做好
纠纷调处、落实基础保障 8 方面意见，对流域上
下游协作机制和制度建设进行了系统指导，明确
了省级人民政府责任主体，对生态环境、水利等
相关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从应急专家组、应急
物资、跨省应急预案与应急演练等方面指导落实
基础保障工作。

下一步，贯彻《指导意见》，推进跨省流域突

发水污染事件的联防联控，防控水环境风险，关
键在于抓细抓好落实，各地应重点开展以下几
方面工作。

一是细化建立跨省流域协作制度。充分借
鉴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相关省份在区域协同发
展框架下，在跨省水污染事件联席会议、信息通
报、协同处置等方面积累的有益经验，建立跨省
界河流水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框架协议，深化跨省共
同预防和处置工作内容，在省级框架协议下，细化
落实各相关部门之间联防联控责任与具体工作内
容。同时，结合《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进一步夯实跨省流域污染联防联控机
制，在规划中统筹考虑并明确流域上下游、左右岸
环境风险管理与环境应急目标、任务和措施。借
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制度，建立上下游水环
境保护奖惩机制，解决跨省流域污染责任认定、
损害赔偿问题，变“分段治水”为“全域治水”。

二是加强流域研判预警，做好跨省突发水
污染应对准备。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在企业突
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与分级、区域突发环境事
件风险评估方法以及应急预案备案管理上，已

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技术方法和管理体系。落实
《指导意见》，各地应结合河湖长制的实施，对可能
引发跨省界水污染的高风险企业、高风险区域开
展环境风险评估研判，针对高风险区域、环境敏感
目标建立监测预警体系，实施汛期、极端天气及重
大活动期间加密监测、提前预警，跨省界上下游可联
合编制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针对上游地
区提出不同风险源、不同事件情景及可能的影响范
围、影响程度，上下游地区共同商讨，科学确定拦污
控污处置预案，统筹上下游水资源调配与水环境保
护，做好跨省突发水污染事件应对准备工作。

三是开展跨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处置应急
演练，提高联防联控实战能力。京津冀地区在应
急联控机制探索上起步较早，制定了《京津冀水污
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工作方案》，2017年起连续三年
开展了京津冀突发水环境事件联合实战性演练。
2019 年广东与福建两省共同开展了汀江—韩江
跨界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演练。以上工作为
跨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演练与处置提供了
经验。上下游省份、地区通过联合应急演练，能够
有效检验跨省界流域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和相关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进
而加强应急联动，提升跨省界河流上下游应急力
量的快速响应、应急监测、应急处置和协调配合能
力。应鼓励采取卫星遥感、无人船、无人机和机器
人等高科技手段和装备，探索实践上下游环境应
急“一盘棋”的处置思路，为跨省界流域突发水污
染事件的妥善处置奠定坚实基础。

推进流域联防联控，防控跨界流域风险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宋永会

建立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是预防和
应对跨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防范重大
生态环境风险的有效保障。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跨区域流域环境应急协调联
动机制建设工作。为有效预防和应对跨
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妥善处理纠纷、
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经国务院同意，
生态环境部、水利部联合编制了《关于建
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
联控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指导意见》明确了流域突发水污染
事件中上下游的责任，提出了上下游联防
联控机制的重点任务，将为有效保障我国
流域水生态环境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一、我国突发水污染事件形势严峻

近年来，全国各类突发环境事件中，
涉水突发环境事件占一半以上。随着风
险防控和应急管理力度的逐年加大，突发
水污染事件的总体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但频次仍然很高。具体有以下特点。

一是突发水污染事件处置难度高、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几率大。突发水污染
事件处置经常面临地势险峻、水文条件复
杂等状况，污染物进入水体后难以控制，
围堵拦截、投药降污等措施难以按照预期
发挥作用，可溶性污染物最终大多依靠稀
释达标，油类等不可溶污染物回收效率不
足 20%，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面临极大挑
战。由于污染物难以控制和清除，水污染
事件极易造成生态环境损害。2015 年甘
肃省西和县陇星锑业“11·23”尾矿库泄漏
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历时 67 天才
达到地表水持续稳定达标，造成部分地区
地下水受到影响，257 亩农田遭受污染，直
接经济损失达到 6120.79 万元；2018 年河
南淇河污染事件，危及下游丹江口水库水
质和南水北调沿线 1.3亿人饮水安全。

二是突发水污染事件多跨界、易引起
纠纷。突发水污染事件由于污染物迁移
扩散速度快、围堵拦截困难，经常造成跨
界污染。同时由于未建立上下游协商、赔
偿机制，极易引起纠纷。2018 年由于受台
风引起的特大暴雨洪灾影响，安徽和江苏
省界新汴河团结闸、新濉河枯河闸全流量
泄洪，下游江苏省洪泽湖溧河洼入湖口附
近区域出现养殖鱼蟹大面积死亡，引发公
众和媒体广泛关注。

二、印发《指导意见》意义重大

（一）是落实《水污染防治法》等要求
的具体举措。《水污染防治法》要求“有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重要江
河 、湖 泊 的 流 域 水 环 境 保 护 联 合 协 调 机
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
统一的防治措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要求“健全跨部门、区域、流域、海域水
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制”，“流域上下游各

级政府、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定期会
商，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
共享”。《指导意见》以有效预防和应对跨省流域
突发水污染事件、妥善处理纠纷、防范重大生态
环境风险为目标，推动跨省流域上下游加强协
作，建立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明确
上下游责任和任务，是对《水污染防治法》《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的深入贯彻和落实。

（二）有助于改善水污染事件防控难的现
状。跨省流域水污染事件因涉及不同的行政
区域及多层级政府，在政府间未有效建立联
动机制的情况下，存在预警难、通报不及时和
协调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例如，在甘肃省
西和县陇星锑业“11·23”尾矿库泄漏次生突
发环境事件中，由于上游未能准确研判预警
污染扩散趋势、未及时向下游通报事件信息，
导致下游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污染拦截措施、
未开展充分的应急准备，造成污染范围不断
扩大并一度威胁到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安全。针对以上具体难题，《指导意见》提出
了加强研判预警、强化信息通报及相应的细
化措施，通过联合会商，提前做好生态环境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明确
信息通报责任主体和对象等，能够有针对性
地改善跨省水污染事件防控难的现状。

（三）有利于提升水污染事件应对措施的
精准度。《指导意见》从事前预防、事中应对、
事后管理全过程提出了上下游联防联控的重
点任务，有助于促进跨界水污染事件制定精
准、科学的应对措施。联合监测、科学拦污控
污、协同污染处置等措施已在实践中被证明
对优化事件处置效果有积极作用。例如，在
湖南广东武水河（武江）跨省界“6·24”锑污染
事件、陕西省宁强县汉中锌业铜矿排污致嘉
陵江四川广元段铊污染事件中，上下游通过
制定联合监测方案，统一监测断面、方法和频
次，开展联合监测，准确反映污染状况，为科
学制定处置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上游
断源控污、下游快速响应、联合水利调度等协
同处置行动，达到了最优处置效果。

（四）有助于降低水污染事件可能造成的
影响。在跨界水污染事件中，常常由于信息
报告不及时、责任不清推诿扯皮等原因贻误
处置先机，造成污染态势不能及时有效遏制、
污染范围扩大。建立联动机制，通过强化信
息通报、厘清上下游职责、明确责任主体，将
协调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化常规化，能够保
障及时有效地开展先期处置，提高跨省应急
处置的联动效果，避免因信息不畅或有关部
门互相推诿责任而造成更加严重的事件后
果。例如，在湖南广东武水河（武江）跨省界

“9·4”砷污染事件中，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在事发后，按照两市签订的《关于建立边
界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的协议》，立即向湖
南省郴州市生态环境局进行通报，要求采
取相应措施，保障过境水质达标。经过湖
南、广东两省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有效遏
制了更大的生态环境损害发生。

（五）有利于及时补偿、赔偿下游受害
区域。在跨省界水污染事件中，下游区域
往往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受害者角
色，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均无端遭受损
失。例如，甘肃省西和县陇星锑业“11·23”
尾矿库泄漏次生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下游
陕西省、四川省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落
实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要
求，以及中办和国办印发的《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提出的“损害担责”
原 则 ，下 游 区 域 不 应 为 上 游 污 染 行 为 买
单。《指导意见》规定了水污染事件引起的
跨省级行政区域纠纷的协商原则，明确省
级人民政府为协商责任主体，强调采取以
资金补偿为主的方式解决，有助于下游受
害区域及时获得赔偿，妥善化解纠纷。

三、落实《指导意见》，加快应急
能力建设

（一）编制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
预案。为落实《指导意见》提出的流域突
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各项要求，上下游
相邻区域应共同开展流域水污染环境风
险评估，并协同编制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
应急预案，成立联合指挥机构，明确研判
预警及应急响应程序，建立快捷、高效的
信息报告及通报流程，确定规范、合理的
联合应急监测工作方案，制定科学、可行
的污染拦截、控制及处置措施。通过预案
编制，将《指导意见》各项要求转化为可执
行、可操作的具体任务和措施，并指定责
任部门，促进《指导意见》落地实施。各省
也可以按照《指导意见》的思路编制本省
跨界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
控工作方案或专项应急预案。

（二）提高突发水污染事件研判预警
能力。在突发水污染事件易发期，各流域
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应提前分析研判
流域生态环境风险，通过联合会商或专项
会商，及时开展多种情形下的分析研判，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对于跨省流域突发

水污染事件，研判预警往往面临时间紧、不确
定性大以及水文条件复杂多变等挑战，对预
测分析技术要求较高。因此，为落实《指导意
见》要求，各地应基于环境风险评估对各类可
能发生的突发水污染事件情景进行充分模拟
预测，做好预警准备。同时鼓励研究机构加
强预测预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为突发水
污染事件研判预警提供技术支持。

（三）强化突发水污染事件监测能力。完
善水污染监测网络体系，在流域主要水系的
跨界断面、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高风险
河段等重要区域建设自动监测站点，针对区
域主要风险物质和易出现超标的重点污染
物，增加常规污染物以外的重金属、有机物等
监测项目。提升地市、区县环境应急监测能
力，以地方环境监测中心为重点，配备必要的
高精度监测分析设备和便携式监测分析仪
器，定期开展监测人员培训，满足突发水污染
事件应急监测需求。

（四）提升突发水污染事件处置水平。总
结区域内典型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经
验，结合地区环境风险特点、水文地势特点，
通过编制或修订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制定多种情景下科学、合理的监测布点方案
和应急处置措施实施方案，建设突发水污染
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案例库，并将技术方法和
案例库纳入信息平台。制定典型重金属、有
机污染物、无机污染物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
处置操作手册，明确应急处置的基本流程、职
责分工以及不同情景下物理、化学工程措施
实施的条件和具体方法。加强规范和引导，
分类分阶段推动重点区域截流、导流工程建
设，全面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五）建设区域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与信
息平台。跨省流域相关区域应根据应急工作需
求，共同建设区域应急物资储备库，针对区域风
险特点，储备对应类型、适当数量的应急物资。
同时通过签订协议、会商协商、预案约定等方
式，与大型企业合作，建立社会化物资储备制
度，形成灵活、多样的物资储备形式。此外，应
注重整合区域现有资源，建立信息平台，共享物
资储备信息，做到物资储备情况定期更新，物资
储备地点、数量等具体信息实时可查，物资申请
调用便捷高效，实现应急物资储备协同联动。

（六）创新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与损
害赔偿市场机制。加快推动突发水污染事件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探索建立上游高环境风
险企业强制性投保和下游政府为本行政区域
的水生态环境质量投保制度，当发生突发水
污染事件导致水生态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
时，鼓励保险公司组织专业机构或企业提供应
急处置、污染修复、责任认定、损害赔偿等技
术服务，创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责任
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制度政策，解决目前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赔偿资金无法及时用于
应急处置的问题，发挥市场运作机制的灵活
性，形成应急处置与损害赔偿资金闭环，提高
应急处置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效率。

建立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於方曹国志 王鲲鹏

行政区域有界，生态环境无界。中国
河流湖泊众多，这些河流、湖泊不仅是中国
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蕴藏着
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最多
的国家之一，有许多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
其中流域面积超过 1000 平方千米的河流
就有 1500 多条，一旦发生跨省流域突发水
污染事件，应急处置难度陡增。跨省流域
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就是
面对生态环境整体性、环境要素流动性的
特点，主动克服行政管理的地域性、分割性
而进行的制度设计。早在 2014年，修订后
的《环境保护法》第20条就规定，国家建立跨
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
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水污染
防治法》第 16 条和《水法》第 17 条也是遵循
这一原则规定，分别对国家确定的重要江
河、湖泊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流域综

合规划、区域综合规划作出了详细规定。
2001 年，国家在太湖流域确立了由原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牵头，流域内地方环境保护
部门为主，各相关单位配合的污染防治领导
小组联席会议机制。2002 年以后，开始在各
个流域推广实行。2011 年 9 月，国务院公布

《太湖流域管理条例》，规定太湖流域实行流
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太湖流域管理协调机制，统筹协调
太湖流域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其中就有预防
和应对跨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防范重大
生态环境风险的详细规定。2017 年，经国务

院 批 准 的《重 点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规 划
（2016-2020 年）》明确：健全区域联动。以
全面推行河长制为重要抓手，加强流域上
下游、左右岸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协调，
探索跨行政区之间的环境保护合作框架，
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和协作应急处置、跨界
交叉检查机制，形成治污合力。积极推进
跨界河流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双边协调机制
与应急处理能力建设。

2019 年 12 月 2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了《长江保
护法（草案）》。作为一部全面保护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的法律，同时也是我国首部流域保
护法。《长江保护法（草案）》第 4条中规定，国家
建立长江流域统筹协调机制下的分部门管理体
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由国务院建立。这一规
定遵循了《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的原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依法推动建立
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
制，刚刚发布的《关于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
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就建立协作制度、加强研
判预警、科学拦污控污、强化信息通报、实施
联合监测、协同污染处置、做好纠纷调处、落实
基础保障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详细具
体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于预防和减少跨
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发生，控制、减
轻和消除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引
起的严重社会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落实法律法规要求 建立跨省流域联防联控机制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曹晓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