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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本报记者蒋朝晖 见习记者陈克瑶
昆明报道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昆明市滇
池管理局获悉，近年来，昆明市着力提升
滇池流域综合治理科学化水平和水环境
精细决策管理能力，以打造信息数据、监督
管理、辅助决策3个中心为总体目标，积极
推进智慧滇池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并取
得明显成效。目前，智慧滇池综合信息管
理平台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已全面完成。

第一阶段：建成滇池保护
治理信息数据中心和监督管
理中心

着眼提升滇池保护治理科学化、智
慧化水平，昆明市把滇池综合信息管理
平台建设项目纳入滇池“十三五”规划项
目。针对滇池保护治理存在点多面广、
数据分散等不利因素，着力打破数据孤
岛，实现滇池综合数据大融合；通过人机
互补，实现监测与监管协同联动。

按照将滇池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打造
成为“信息数据、监督管理、辅助决策”3
个中心的总体目标，围绕“近期以滇池水
质目标管理为主，中远期以全流域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调度、智能化管
理为主”的思路，信息管理平台分为两个
阶段建设，总投资 1500 万元。

自 2018 年 7 月以来，昆明市采取多
种措施积极推进信息管理平台建设。截
至 2019 年 12 月，完成基础数据管理系
统、流域河道监控管理系统、流域综合业
务管理系统、LIMS 信息管理系统等软件
开发和有关数据收集入库，并对信息管
理平台的系统功能、系统框架及功能模
块进行调整优化。

目前，信息管理平台第一阶段建设
任务全面完成，滇池保护治理信息数据
中心和监督管理中心已投入试运行。

构建“一张图”精细化监
管模式，全天候掌握污染情况

在昆明市滇池管理局数据中心大厅
内，中央电子屏上正滚动着整个滇池流
域河道、湖体、饮用水源地的实时情况。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科技信息处技术
员徐林锋介绍，通过滇池综合信息管理
平台上清晰的图标、实时的数据，可以看
到流域、河道、湖体、饮用水源地的水质
情况，以及滇池草海和外海的主要污染
物情况，构建“一网知滇池”“一屏看滇
池”“一图管滇池”的精细化监管模式。

“一网知滇池”，初步建立信息数据
中心。整合共享市级有关部门和流域各
区水质、水文、气象监测等数据和视频监
测信息，接入 157 个地表水、9 个饮用水
源地、11 个污水处理厂的人工水质监测
数据和 77 个地表水、25 个污水处理厂的
自动水质监测数据等，共有综合信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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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3500 万条。
“一屏看滇池”，可视化直观

展现滇池湖体、35 条河道等水
体的水质状况、污染负荷削减等
现状及变化趋势。

“一图管滇池”，初步建立监
督管理中心。通过对比水质目
标的各项指标标准和每月污染
物削减目标，确定常超标水质断
面的分布，对 35 条主要入湖河
道水质超标、没有完成污染物削
减量断面进行报警。

初步建立的滇池保护治理
信息数据中心和监督管理中心，
汇集滇池流域的各种信息数据，
通过系统分析处理，能直观展示
水质超标、污染物削减量等分布
位置，构建全天 24 小时掌握污
染负荷总量的监管体系、水质分
析体系、预警体系，实现精细化
监督“一张图”管理。

第二阶段：智慧滇
池管理平台将实现全方
位、全覆盖立体监测

着眼进一步提升滇池流域
水环境精细决策管理能力，昆明
市将继续实施滇池综合信息管
理平台第二阶段建设，完善滇池

保护治理信息数据中心、监督管
理中心，建立辅助决策中心。

据了解，全力打造智慧滇池
管理平台、实现“一脑智滇池”是
信息管理平台第二阶段建设重
中之重。此项目将继续推进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中智慧滇池智
能化管理平台建设，完善信息数
据中心，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
天空地立体监测体系；完善监督
管理中心，运用数字监督管理实
现全流域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综合调度；建立辅助决策中
心，构建及集成滇池流域水环境
管理系列模型。

目前，滇池已基本建立了相
对较为完善的水质监测体系，下
一步将进行补充完善，对分散的
监测数据、站点和手段进行有效
整合，最终实现“现状掌握，异常
报警，原因追溯，未来模拟”。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科技信息
处处长高翎介绍，下一步，昆明市
将全面推广滇池综合信息管理平
台APP使用。信息管理平台全部
建成投入使用后，滇池保护治理
中始终了解污染负荷“减什么？
减哪里？减多少？如何减？”的科
学管理理念将在实践中落实。

8 月 19 日，山东省胶州市首家一般工业固废收集转运中心在
胶西街道办事处正式启用。这也是青岛市的首家一般工业固废收
集转运中心。这一中心专业从事废金属、废铸造砂、废布料、废塑
料等一般工业固废的回收、分拣、转运、处置业务。 杨坤供图

图片新闻

随着“世代工程”的推进，
内江断面水质持续巩固提升，
空气优良天数显著增加。

2019 年，内江首次进入国
考断面水质全达标市（州）名
单，首次跻身大气环境质量达
标城市，水质改善幅度居全国
第 27 位、全省第 2 位，大气环境
质量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
居 19 位。今年 1 至 4 月，沱江
老母滩断面、资中球溪河口断
面水质均为Ⅲ类，空气优良天
数率 85.1%，较去年同期增加 6
天。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内
江 的 目 标 并 不 仅 限 于 此 。 目
前，国家、四川省正大力推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内
江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如何当好“双城记”中的绿

色先锋？内江已立好坐标，作
出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三基
地、四区块”，实施“五项重大行
动计划”的总体谋划。其中，内
江把加快建设成渝绿色发展重
要功能区摆在重要位置。

“具体抓手是打造成渝绿
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成渝
现代制造业配套基地、沱江流
域生态文化走廊‘两基地一走
廊’。”马波说，未来，一个经济
繁荣、绿色生态、疏朗开放、灵
秀博雅的滨水宜居大城市，将
在成渝城市群中卓然崛起。“到
那时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会
更感受到内江的安逸和舒适。”

马波相信，内江的绿色发
展之路会越走越好，“世代工
程”能够变成内江百姓“世代相
传“的美丽画卷。

实施400多个重大项目，投资近1450亿元

内江开展综合整治内江开展综合整治，，还沱江美不胜收还沱江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王小玲

从川西高原到川南丘陵，蜿蜒
盘旋的沱江，为内江留下“九曲十
一弯”的甜城湖美景。过去，沱江
身着素衣，滋养着一代代内江儿
女。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母亲河变
得不再澄澈。

“作为全省唯一将沱江作为城
市饮用水水源的地级市，作为全国
老工业基地，内江如果过不了沱江
流域治理这一关，就过不了转型
关、发展关、时代关。”内江市委、市
政府提出，要用情书写沱江流域综
合治理和绿色生态系统建设与保
护“世代工程”的美丽篇章，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

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分值

▲图为经过流域综合整治后的沱江甜城湖美景。 王斌摄

沱江是内江的根脉。坐
落在甜城湖边的“沱江船工号
子”雕塑，展现了近 2000 年的
内江建城史，也概述了一部与
水相生、与水为伴、因水而兴
的历史。

2016 年 年 底 ，内 江 市 委
作出一个决定，推进内江沱江
流域综合治理和绿色生态系
统建设与保护。

在内江这片土地上，这个
决定被称为“世代工程”。而
在内江市委书记马波看来，他
对“ 世 代 工 程 ”有 着 自 己 的
理解。

他认为，抓“世代工程”，
就是要本着对脚下这片土地
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
代负责的理念，一代一代抓下
去。“抓‘世代工程’，就是打造
绿色发展内江实践方案的‘升
级版’。”

发力要发在点子上。结
合自身实际，内江市牢牢坚持

“三个三”，即坚持水污染治
理、水环境保护、水生态建设

“三位一体”，突出解决水的问
题；坚持生产、生活、生态“三
生共赢”，努力实现保护治理
与发展同频共振；坚持党政、
企业、公众“三方共治”，促进
流 域 治 理 常 态 长 效 ，扭 住 重
点 、集 中 攻 坚 ，打 好“ 组 合
拳 ”、打 好 主 动 仗 、打 好“ 操
作牌”。

为全面提高工作质量和
效率，内江市建立完善生态环
境损害担责、追责体制机制。
2019 年 ，将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在
综合目标绩效考核中的分值
由 2018 年 的 24 分 提 高 到 28
分 ，并 强 化 履 职 尽 责 跟 踪 管
理，对考核结果排名靠后的部
门进行约谈。

推进400多个重大项目，开展综合整治
水，是急需解决的首要问

题。近年来，为保障沱江清水
绵延、永续利用，内江集中攻
坚水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和
水生态建设，深入整治突出环
境问题。

治 理 为 先 ，法 治 先 行 。
2017 年 12 月，沱江流域第一
部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
法规——《内江市甜城湖保护
条例》获批通过，并于 2018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为内江撑
起绿水青山法治“保护伞”。

科 学 治 水 源 于 项 目 推
进。在《内江市沱江流域综合
治理和绿色生态系统建设与
保护规划（2017-2020 年）》引
领下，2018 年 10 月，内江举行
沱 江 流 域 水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PPP 项目签约仪式，准备投资
62 亿元，运营维护沱江流域
市政设施、打造园林绿地、开
展污水处理和黑臭水体整治，
打响推进沱江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重要之战。近年来，通

过挂出“施工图”等方式推进
工程进度，涉及 400 多个重大
项目，总投资近 1450 亿元。

同 时 ，结 合 黑 臭 水 体 治
理，积极打造沿岸景观，让一
些黑臭水体变成了城市生态
廊道、绿色玉带。清溪湿地公
园、花萼湿地公园等一批绿色
公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
内江“治水”的硕果。

向外，内江市推进流域共
治，跨界保护沱江。与兄弟市
州联系对接，与成都市、资阳
市安岳县等签订沱江流域联
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同步推
进流域联防共治。

向内，统分结合、市县联
动、全民动员。全面推进河长
制，分级设立 3587 名 河（库）
长 ，同 时 ，创 新 建 立 河（库）
长 制 工 作 基 层 监 督 员 、巡 查
员 队 伍，设立河警长、企业河
长、市场河长，各岗位人员积
极 发 挥 作 用 ，共 同 呵 护 沱 江
清水。

“挤、引、争、考”四招化解资金难题
如今的沱江，碧波荡漾、美

不胜收。而这一江清水背后，
是各种资源的投入。

“没有投入，搞环保是不行
的。”马波说，内江是一个欠发
达地区，财力比较薄弱。化解
环保资金“难题”，内江主要靠

“四招”——“挤、引、争、考”。
其中，“挤”就是在财政预

算中挤出一部分，勒紧裤腰带，
投入到生态环保建设中来。

“引”即筛选一批有明确收
益的项目，拿出来与社会资本
合作。例如，沱江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城乡垃圾处理设施
建 设 两 个 PPP 项 目 ，涉 及 152
个子项目。在其总投资 85 亿
元中允许社会资本投入 80 亿
元，年底将实现城市污水处理
率 92%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 100%的目标。

“争”就是积极争取国家和
省里支持。内江被纳入全国首
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
续发展、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示范两个国家级试点，共争
取到国家专项资金 6亿元。

“考”就是建立健全绩效评
价考核机制。对 20%推进较快
的项目进行奖励、对 20%滞后
的项目给予惩罚。“这样大家的
干劲就更足了。”马波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
干出来的，更是实打实拼出来
的 。 马 波 表 示 ，近 3 年 多 来 ，

“世代工程”让老百姓感受到了
真真切切的变化。

桃花水母被誉为‘水中大
熊猫’，对水质的要求比较高，
须无毒、无害、洁净。它已经连
续两年大批量地出现在东兴区
的蛟龙湖。这是内江生态环境
改善的一个缩影。

治污须治本。推进产业转
型，带动源头减排便是治污之
本。目前，内江 3 个国家级园
区发展势头好，新材料、新装
备、新医药、新能源和大数据

“四新一大”产业成长壮大，全
国最大的“内江黑猪”种群基
地、全国最大的无花果全产业
链集中发展区等加快发展。这
些产品的电商网络交易额居全
省第 3。

加快建设成渝绿色发展重要功能区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
赵晶德州报道“ 要 按 照‘ 压
煤、抑尘、控车、除味、增绿’工
作思路，突出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扬尘加严管控和全力压煤
减煤，开展系统治理、综合治
理、协同治理，确保 PM2.5浓度
达到 53 微克/立方米，PM10 浓
度达到 94 微克/立方米，降尘
量控制在 9 吨/月·平方公里
以 下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达 到
64.8%以上。”这是山东省德州
市近日提出的蓝天保卫战收
官目标。

为持续深入推进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德州市生态环境
保护委员会近日印发《关于全
面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
从现在起到今年底，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10 个方面的专项行动，确保
蓝天保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德州市将立即启动治气
攻坚专项行动，涉及工业企业
污染治理、扬尘综合治理、机
动车排放污染整治、油品油气
治理、压煤减煤、建筑行业高
VOCs 涂料产品治理、餐饮油
烟综合整治、城镇污水处理厂
异味除臭、汽修行业综合整治、
补绿增绿工程等十大领域。

德州市将实行生态环境
大督查工作制度，由市委督查
室牵头，组织市政府督查室、
市生态环境委办公室、行业主
管部门等持续开展督查巡查，
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挂牌销号，
构 成 闭 环 工 作 模 式 ，减 少 存
量、遏制增量，彻底解决影响
大 气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的 突 出
问题。

开展十大领域专项行动

德州治气剑指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本报讯 江苏省句容市今

年前 7 个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 例 为 78.4% ，同 比 上 升
15.4%；PM2.5 平均浓度为 35.98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33.7% ；臭 氧 超 标 天 数 为 32
天 ，较 去 年 同 期 减 少 12 天 ，
实 现 PM2.5 和 臭 氧 污 染“ 双 控
双降”。

镇 江 市 句 容 生 态 环 境 局
从 4 月初开始，对影响空气质
量的 10 个方面集中开展排查
整治。截至 7 月 31 日，共排查
出大气污染问题 308 个。句容
市 污 指 办 将 问 题 清 单 交 给 有
关部门、单位实施整改，目前
已全部整改结束。

同 时 ，句 容 市 推 进“ 智 慧
工地”建设，建筑工地必须安
装 在 线 监 测 和 视 频 监 控 设
施 ，并 与 主 管 部 门 联 网 。 目

前 ，句 容市 116 家施工工地均
已安装喷淋降尘设备，纳入远
程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即查
即改。

句 容 市 积 极 推 进 挥 发 性
有机物专项治理，明确今年实
施 VOCs 源 头 替 代 项 目 3 个 ，
VOCs 重点企业实行“一企一
策”专项治理 11 家。今年 8 月
底将完成治理任务。

句容市污指办于 4 月初出
台《句容市上道路行驶柴油车
辆尾气污染查处工作方案》。
4 月 初 至 7 月 底 ，已 开 具 处 罚
单、告知单 41 张。句容生态环
境局联合市公安、住建、交通
等部门及乡镇、街道，开展非
道路移动机械排查整治，全市
1748 台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装 上
了“身份号牌”。

徐波 施雨朱永月

集中排查整治影响空气质量的10个方面

句容前7月PM2.5和臭氧污染“双降”

本报记者钟兆盈 通讯员
章新建 徐帆锦淳安报道 浙江
省杭州市淳安县经过 10 年努
力，目前，已实现千岛湖 80 万
亩水面上的 3598 艘大小船舶
生活污水“零排放“。

千岛湖港多、湾多、船多、
点多，线长面广，船舶生活污水

“零排放”实施难度较大。为防
止水上污染，保护好浙江人民
的这个“大水缸”，淳安县积极
推动千岛湖运营船舶生活污水
回岸纳管处理。

从 2009 年开始，淳安县先
后投入 4500 余万元，建成船舶
生活污水收集系统、中转收集
系 统 和 上 岸 污 水 纳 管 处 理 系
统，打造了船舶生活污水“回收
—中转—处理”的流水线。

3 个 系 统 各 尽 其 责 、相 辅
相成。经过规范严密、衔接周
到的操作，实现船舶生活污水
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集中处
理。目前，已累计回收船舶生
活 污 水 上 岸 纳 管 处 理 100 余
万吨。

同时，为防止个别船只偷
排污水，各相关部门深入各船
舶进行宣传教育，并严格检查
生活污水排放执行情况。

在管理模式方面，创新运
用信息化技术，在每艘船舶上
专门安装智能化控制开关和智
能报警装置。

安装智能化控制开关后，
只有来到中转趸船上并且持有
相应 IC 卡的工作人员才能打
开设备，确保船员不能自行打
开阀门偷排污水入湖。而安装
智能报警装置后，船上污水柜
装载量快满时就能发出报警，
提醒船长及时与中转趸对接将
污水排出。

此外，采取网络化管理模
式，可通过电脑识别、查询每艘
船的生活污水搅拌、收集、排放
处理等情况。

淳 安 县 通 过 这 些 综 合 措
施，努力保护千岛湖一级饮用
水体不受污染。

打造“回收-中转-
处理”流水线

千岛湖3598艘
船舶生活污水
实现“零排放”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
道 记者近日从太原市生态环
境部门获悉，位于入汾排污口
的 8 套小型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正式投入运行，为汾河流域太
原段水质稳定达标工作提供了
监测数据支撑。

在原有国考、省考断面水
质自动监测系统的基础上，今
年太原市分别在汾河东暗涵入
口、东暗涵出口、太榆退水渠入
汾河口 、北 张 退 水 渠 出 水 口 、
城 吴 柳 退 水 渠 、河 东 北 总 退
水渠、乌象民退水渠、南部退
水 渠 等 8 个 重 点 入 汾 排 污
口 ，安 装 8 套 小 型 水 质 自 动
监 测 系 统 ，监 测 指 标 包 括 水
质 五 参 数（水温、pH 值、溶解
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
数、氨氮、总氮、总磷、化学需氧
量、流量。

“通过小型水质自动监测
系统，可实时掌握汾河太原段
重点排污口水质，厘清水污染
防治责任，为我市水环境管理
与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

据了解，这些水质自动监
测系统 5 月份陆续进行调试，6
月份完成仪器比对监测，近日
投入运行。

一旦出现水质超标或数据
异常，这一系统将启动预警，追
踪溯源，实现科学治污、精准治
污，为确保全面消除汾河流域
太原段劣Ⅴ类断面提供监测数
据支撑。

太原8套小型
水质自动监测
系统投运
一旦入汾水质超标

立即启动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