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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昆承湖的生物链逐步形成，构成完整的生态调节功能，配合状元
堤、环湖路、言子堤等自然景观改造，呈现出“人水和谐”的画面。

常熟高新区管委会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
新华 上海报道 动态监测空气质
量指标，及时预警扬尘污染“风吹
草动”，自行抓拍图像、锁定目标
供追踪溯源……近年来，上海市
生态环境局聚焦打赢蓝天保卫
战，不断创新技术手段，今年由运
行 3 年的 450 个道路固定监测点
升级为由 100 个固定监测点和 20
条公交线路、110 辆出租车移动
监测共同组成的道路扬尘在线监
测系统，标志上海治理扬尘污染
迈入智能化、精准化时代。

道路扬尘监测成效
显著，助推环境指标明显
改善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上海市
环境监测中心道路扬尘监测组的
值班员正在开展例行巡检。信息
系统上忽然弹出一条报警信息，
显示上海某路段扬尘浓度连续 3
天超过预警值，且超标时段都在
21 时至次日 04 时之间。值班员
点开对话框，屏幕上立即显示出
报警点位的详细位置、超标时段
分析图表及抓拍图像。

值班员迅速查明引起扬尘超
标的源头。原来这一区域正在进
行道路施工，但因中心城区日间施
工对道路交通的影响较大，管理部
门要求其晚上作业、凌晨恢复道路
通行。经提醒后施工方了解到其
施工导致扬尘增加，因此后期作业
的同时进行了喷淋抑尘工作，道路
扬尘监测数据得以恢复正常。

“以前很多街镇在拿到空气
质量问题通报时‘两眼一抹黑’，
对查找源头、开展治理根本无从
下手。”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高工
刘启贞介绍道，前几年，上海扬尘
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扬尘污染源对
PM2.5 贡 献 比 例 在 2015 年 达 到
13.4%。对污染源头进行精准化管
控成为当务之急。“如今，道路扬尘
在线监测系统既可以及时提醒扬
尘风险，也会指明引发扬尘的方
向，帮助管理人员高效地把扬尘
污染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自 2015 年以来，上海市环境
监测中心和上海市环境保护信息
中心联合团队不断推进道路扬尘
在线监测试点及应用工作，制定
扬尘监测技术规范及标准，逐步
建成扬尘监测的“天罗地网”，上
海市各项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得以
落实。上海市道路扬尘浓度从
2015 年的 0.246 毫克/立方米下
降 到 2019 年 的 0.106 毫 克/立 方
米，降幅达到 57%。2019 年全市
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
浓度为 45 微克/立方米，较 2015
年的 69微克/立方米下降 35%。

上
海
升
级
道
路
扬
尘
在
线
监
测
系
统

由
一
百
个
固
定
监
测
点
和
二
十
条
公
交
线
路
、一
百
一
十
辆
出
租
车
移
动
监
测
组
成

建立“动静结合”
监管模式，实现业务全
方位覆盖管理

为一探究竟，记者来到系统
建设运营管理单位上海市环境保
护信息中心。在扬尘在线监测系
统主界面上，记者看到，扬尘在线
监测覆盖领域除道路外，还包括
建筑工地、码头堆场、搅拌站等，
初步实现扬尘业务全覆盖。

系统中，一张上海地图上密
密麻麻地分布着很多小点，中心
城区较为密集，金山、崇明、奉贤
等郊区较为分散。把地图放大，
将鼠标移动到其中一个小点上，
旁边的数据框内立即显示出这
一点位的设备位置、实时监测数
值、历史平均值等数据。

上海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
应 用 开 发 室 副 主 任 王 跃 介 绍
道：“每一个小点就是一个监测
单元，系统上的数据就是由这
些监测单元上的在线监测仪器
实时传送回来的。”系统自动对
大量实时监测数据进行计算和
分析，一旦出现预警，将对扬尘
污染“嫌疑犯”采集证据，以备
后续监管和溯源应用。依托扬
尘在线体系，上海市生态环境
局建立扬尘在线监测数据通报
机制，每月对扬尘污染情况进

行通报，遇重大保障活动时可加
密到每日通报，并推进扬尘数据
的执法应用，实现扬尘排放监管
从督促推动“软手段”向超标处
罚“硬措施”的根本性转变。

切换到今年升级后的道路
扬尘移动监测界面，画面上呈现
各车辆的所处位置以及车辆行
驶的道路轨迹。车辆5秒钟上传
一次监测数据，包括PM2.5、PM10、
NO、NO2、CO 及辅助指标等数
据，供精准数据分析使用。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
任伏晴艳介绍道，利用出租车
和公交车数量多、运行时间长、
运行覆盖区域广的特点，实现
对环境质量的移动监测，以弥
补固定点监测的盲区。“动静结
合”有力提高了环境空气监测
的 空 间 分 辨 率 。 同 时 结 合 约
3000 个扬尘固定监测点数据，
构 建 上 海 市 扬 尘 智 慧 监 测 系
统，为扬尘管控提供数据支撑。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监测处
处长刘代玲表示，未来上海将
向两个方向努力：一方面进一
步增加车载设备的数量，全面
实现道路交通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点—线—面”全覆盖；另一
方面，将系统数据对接到“一网
统管”平台，为更多的管理部门
实现高效管理提供支持。

从 2017 年起，常熟高新区逐步建
立起三级河（湖）长体系，长期招募“市
民 河 长 ”，积 极 引 导 和 鼓 励 市 民 参 与
巡河、管河、护河和治河，参与水环境
保护、督查、评议和宣传，为河湖生态
环 境 治 理 建 言 献 策 ，对 保 护 昆承湖及
周边水系水环境发挥重要作用。当前，
河（湖）长制已经在常熟高新区全面落
地生根。

以落实河长制为契机，常熟高新区
大力开展昆承湖湖心断面水质达标工
程，确保断面水质达标；建设海星岛国
控监测点水生态环境保护水质提升项
目，进一步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从根

本上改善水环境生态，提升水质。
每逢节假日，远近居民结伴而来，

漫步昆承湖边，享受与自然浑然一体的
舒适生活。依托昆承湖，龙舟赛、帆船
赛、环湖自行车赛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陆续开展起来。昆承湖生态环境的
不断改善还吸引了大量湿地水鸟前来
栖息，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的近危
物种罗纹鸭等，湿地生物多样性显著
提高。

如今，新时代的昆承湖亦被赋予新
职能。作为常熟高新区“三园一岛”新
兴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昆承
湖金融科技岛将重点发展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与金融业紧密
结合的金融科技服务业态，打造金融科
技产业高地。

常熟高新区始终坚持和贯彻新发
展理念，努力在昆承湖畔这片创新产业
集聚、产城融合加速的南部新城，推动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

从曾经的“城市垃圾桶”到今天的
生态高地，涅槃重生的昆承湖正按照建
设南部新城的功能定位，逐步形成生态
环境优、现代气息浓、生活品质高的生
态城区。昆承湖将不仅是常熟的“城市
绿肺”，更是碧波荡漾的生态之湖以及
科技与人文交融的创新发展之湖。

开展生态修复，推进治污攻坚，完善长效监管机制

常熟昆承湖蝶变为“生态之湖”
◆本报记者李莉通讯员法晓红 黄溢

“芙蓉落双镜，天影浮重
璧”。古人登上虞山俯瞰，昆承
湖、尚湖犹如“双镜”，镶嵌在江苏
省常熟市这片美丽富饶的土
地上。

位于城市之南、常熟高新区
境内的昆承湖是常熟市第一大湖
泊，相对城市西侧的尚湖，人们又
习惯称之为东湖。千百年来，昆
承湖无私地养育着湖边的人们，
也见证了常熟城市的变迁。数年
前，昆承湖的生态环境曾经蒙尘，
沦为居民眼中的“超级垃圾桶”。
而如今的昆承湖成为常熟市的
“城市绿肺”。昆承湖的华丽蜕变
也是常熟市生态环境改善的
缩影。

环境恶化，常熟实施“六大工程”治理昆承湖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常熟市工
业迅速崛起，昆承湖承受了人们过度
重 视 经 济 发 展 而 不 顾 及 生 态 保 护 的
恶果。

昆承湖周边地区和湖体被无序开
发，水质逐渐恶化，到 21 世纪初，部分
区域水质已经恶化为劣Ⅴ类。“湖水散
发着臭气，船开过就能翻出死鱼来。”周
边居民回忆说。

于是，在常熟市委、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下，一场生态“救赎”就此展开。
2006 年 10 月，昆承湖生态修复工

程正式启动。以生态修复、景观改善、
旅游开发为目标，各项工作快速有序铺
展开来，先后实施了围网养殖取缔、湖
底清淤、污染企业整治、航道客水分流、
生活污水收集、入湖口门控制等六大工
程，清除取缔畜禽养殖点和围网养殖
5000 多亩，湖底清淤约 800 万平方米，
关 停 、整 治 和 搬 迁 沿 湖 100 多 家 污 染

企业。
2012 年 6 月，昆承湖生态修复工程

竣工，昆承湖水质由原来的局部劣Ⅴ类
提升为整体Ⅲ类，生态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

水生态得到修复的同时，自然景观
改造也取得成效，状元堤、主入口公园、
环湖路、海星岛景观、言子堤及绿化配
套工程等项目全部完成，形成“一环、两
堤、三岛”的景观格局。

建立由清疏、排查、建档、修复、管养组成的闭环体系

在昆承湖生态修复工程行将完成
的 2012 年年初，常熟市委、市政府将昆
承湖纳入常熟高新区管理，一体化打造
常熟南部新城。2015 年，常熟高新区升
级为国家高新区，优质产业创新资源不
断集聚，产城融合加快发展，昆承湖畔
的南部新城加速崛起。

常熟高新区持续加强昆承湖环湖
治污、增大清水补给，严格执行环境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力推进工业企业
污 染 、城 乡 生 活 污 染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综合治理，深入排查整治农村纳污坑
塘 ，积 极 推 行 雨 污 分 流 ，全 面 消 除 城
市 黑 臭 水 体 ，集 中 开 展 河 道 清 淤 工
程，真正实现清疏、排查、建档、修复、

管 养 的 闭 环 体 系，让入湖污水“截得
住 、送 得 出 ”，全 方 位“ 呵 护 ”昆 承 湖
水质。

正在对断面做日常水体采样的高
新区安环局环境监督员周超告诉记者，
昆承湖湖心断面达标工程当前已列为
开发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任务，在
前期通过“PE 系统过滤膜”及“软围挡”
两部分构成生态软围挡的基础上，安环
局目前正在对昆承湖水体及汇入支河
支浜一公里范围内入河排污口进行全
面排查，开展源头管控，分析掌握入河
污染物种类、浓度和排放量，查清污水
来源。

此外，高新区多措并举制定了“一

断面一方案”的工作体系，明确责任分
工，力争恢复生态湿地功能，完善长效
监管机制，治本与治标相结合，努力打
造亲水融绿的“生态之湖”。

为实现精准补水，常熟高新区在昆
承湖探索建立专属水动力模型，对大陈
泾闸、后港闸等六大闸体进行改良设
计，全面监测水质、水量、水位及流速，
不同方向、不同深度、不同方位实现立
体精准补水，源源不断为昆承湖注入

“新鲜血液”。
今年，常熟高新区还将新建排涝站

两座、引水闸门两座，通过外建通道、内
引清流，全面强化昆承湖及其周边河湖
的生态水体置换。

生态功能逐渐恢复，为绿色发展加油添劲

本报记者朱智翔 晏利扬通讯员林上军 黄
最惠舟山报道 夏日傍晚，漫步樯桅林立的浙江
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渔港，怡人的海风扑面
而来，空气中没有一丝腥臭味。渔港内渔船停
靠整齐，滩涂干净，海面上也没有什么漂浮物，
好一派水清岸绿的景象。

具有 611 年建港史的沈家门渔港经过 3 年
系统性全面整治，近日以靓丽的身姿重回大家
的视野。

早在 20 世纪初，沈家门渔港就已成为全国
著名的渔船避风补给港、渔货交易港。近年来，
由于污水直排、乱扔垃圾等原因，景观和湿地生
态受到严重破坏。作为海上大花园的重要窗
口，沈家门渔港需要全方位升级。

2016 年年底，承接舟山市蓝色海湾整治项
目的普陀区，专门成立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领导
小组，设立工程指挥部，开始对沈家门渔港实施

“大手术”。
“这是沈家门渔港建港以来规模最大的一

次系统性整治。”整治行动专职工作组负责人介
绍，以前，沈家门渔港环境整治主要以航道疏浚
和岸堤加固为主，这次不但开展滨海生态走廊
建设，进行岸线绿化、美化、艺术化，还大做减
法，拆除一些企业搬迁后遗留的废旧设施。

难度最大的是 18 座废弃码头的拆除。这
些码头部分桩基在水下看不见，且绝大部分没
有设计施工档案，还有的桩头歪了，清理难度更
大。负责废旧码头拆除的项目经理胡安平说，近
两年工程队共拆除码头桩基 500多根，难度最大
的一根花了半个月时间进行锤击，终于扫清障碍。

如今，一艘 1500 总吨的抓斗挖泥船常年值
守港湾清淤，年清淤量达 50 万立方米。专门清
洁收集边滩固体漂浮垃圾的小型清洁艇常年开
展巡逻作业。为从源头上保证“船舶污水不入
海”，普陀还陆续为 800 多艘大小船只配备了油
污水分离装置。

多措并举，成效显著。沈家门渔港恢复生
态湿地 15 万平方米，港湾海底清淤 3.39 平方公
里、352 万立方米，建设陆源入海污水截流管网
3.5 公里，每年减少污水直排 300 万立方米，拆
除海湾废弃码头 18 座、废弃近岸构筑物 9.2 万
立方米。

目前，沈家门海湾水质、水动力等指标明显
改善，2019 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3.8%。与
2018 年相比，普陀区Ⅰ类和Ⅱ类海水占比提升
12.7%。

611岁的沈家门
渔港完成全面整治
系建港以来规模最大的

系统性整治

本报记者孙秀英万宁报道 位于海南省东
部沿海地区的万宁市退塘还海工作近日迎来新
进展。老爷海区域 1306 亩鱼塘全部签订退塘
协议。目前养殖户所属的东澳镇政府正加快向
养殖户拨付补偿款，待补偿款拨付到位后全面
启动退塘整治工作。

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由于老爷海周边密
布的鱼塘排放的养殖废水等对海洋生态环境造
成污染，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和国家海洋督察
组均提出整改要求：恢复老爷海自然生态。

东澳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很多村民养
了 10 多年甚至 20 多年鱼，渔业养殖是其主要收
入来源。为加快退塘还海进度，我们需要反复
做群众思想工作。”

为实现养殖产业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双赢”目标，东澳镇引进大型养殖示范企业，作
为新型水产养殖“样本”，带动东澳镇水产养殖
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东澳镇计划先利用退出的 20 亩鱼
塘作为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试点，助力老爷海生
态恢复。”东澳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东澳镇与海南省科学发展研究院合作，利
用退出鱼塘的空间，开展养殖尾水集中收集处
置工作，通过分类采取规模场自治和散户连片
养殖集中式治理两种形式，建设养殖尾水处理
系统，实现循环水再利用或达标排放。

万宁推进退塘还海
老爷海 1306 亩鱼塘

全部签约退出

生态环境部关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核与辐射）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经审查，2020 年 8 月 20 日我部对 1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
公告，公告期为 2020 年 8月 25日-2020 年 8月 31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
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10-6564 6561
传 真：010-6564 6164
通讯地址：北京东城区东安门大街 82号，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邮 编：100006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序号

1

文件名称（全文链接）

关于内蒙古海拉尔盆地铀矿资源调查评价等 4个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文号

环审〔2020〕100号

发文时间

8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