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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指挥系统的聪明之处在于，当环
境数据超过设定的阈值时，系统会自
动报警，值班指挥长立即组织对污染
源进行精准查找、分析研判，迅速锁定
大气污染源，下发任务工单到相关部
门和街道，指挥中心远程指导，实现对
大气违法行为的快速查处，同时接收
并保存现场处置结果。

8 月 14 日上午，指挥中心监测到
瑞金路站点 PM10 数据飙升，立即指挥
调度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在监测站西
侧有居民整治进行装修拆除作业，扬
尘弥漫。执法人员立即要求业主停止
作业、洒水抑尘。通过在施工现场周
围喷水等联动治理行动，没过多久，

PM10降到正常值。
建设美好环境，是回应群众期待

的最好体现。秦淮生态环境局通过协
同“ 空、天、地、人、技”，真正将“ 精细
化”入细节、落实处，空气质量得到有
效提升。据了解，除了完成全区 8 个
加油站的三次回收改造和油气回收在
线监测系统，以及 23 家汽修、包装印
刷 企 业 安 装 VOCs 在 线 监 控 设 备 68
套的安装工作，今年他们还将继续深
挖系统潜能，对全区工地安装视频监
控、接入指挥中心，实时掌握工地扬尘
防控情况，真正有效保障空气质量，提
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满意度，为建设
强富美高新南京贡献力量。 刘浩

南京市秦淮区污染防治智能化指挥中心正式建成运行
“空、天、地、人、技”协同，科学治污向“更精细”迈进

南京市秦淮生态环境局刚刚完成装
修，曾经的大会议 室 摇 身 一 变 ，成 为 秦
淮 区 污 染 防 治 智 能 化 指 挥 中 心 。
在 整 整 一 面 墙 的 显 示 屏 上 ，实 时
气 象 数 据 、走 航 车 轨 迹 、工 地 附 近
的 道 路 监 控 、各 站 点 实 时 空 气 质 量 数
据 让 人 目 不 暇接。

可别小看这块大屏，它是全区的空

气质量研判中心，作为秦淮环保人的“科
技大脑”，它能及时预警大气污染的“风
吹草动”，为实施大气精准治污攻坚提供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随着指挥中心的投入使用，秦淮区
空、天、地、人、技相结合的监测指挥调度
系统将完成布局，实现由科技治污向精
准治污的跃升。

走街串巷“监测站”，移动走航“坐公交”

监测点的覆盖局限性如何破除？秦
淮生态环境局创新思维，为“监测站”装
上轮子，提升监测的精细化程度。在现
场演示的时候，秦淮生态环境局的工作
人员邀请笔者登上 46 路公交车，只见驾
驶座的正上方，倒吊着一个纸巾盒大小
的白色盒子，一根集气管从盒子引出、穿
过车窗伸出车外——这就是移动监测
仪器。

早在系统创建的初期，秦淮生态环
境局就在思考如何长效、动态、不间断地
走航监测？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公交车让
他们计上心来。

在秦淮区不到 50 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有两条极具特色的公交线路——46
路、82 路，他们分别以南北向、东西向交
叉贯穿辖区，形成一个“十”字；此外，由
于地铁建设和沿线动迁的需要，公交车
改道绕行，利用公交车巧妙地对沿线工
地开展走航，可以形成对固定监测点位
的积极补充。

顺着这样的思路，秦淮局联系公交
公司，在 46 路、82 路车队的 4 台公交车
上安装了监测设备；除此之外，还在走街
串巷的 10 辆环境执法电动自行车、城管
执法皮卡车上安装了移动走航设备进行
大气移动走航监测。这样，公交车、执法
车就组成了一张随时走航的监测网。

油烟监管进后厨，提升居民满意度

借助科技的力量，秦淮区也在积
极探索餐饮油烟智慧监管新模式。在
落实“六保”任务要求的基础上，将全
区面积在 80 平方米以上的餐饮和机
关、企事业单位及工地食堂安装油烟
在线监控仪，并接入指挥中心平台，深
度 治 理 ，解 决 餐 饮 油 烟 污 染 和 扰 民
问题。

以前，企业的油烟净化设备是否
正常运行、有没有定期清洗，职能凭肉
眼 查 看 ，环 境 执 法 人 员 很 难 精 准 掌
握。现在安装了智能油烟在线监控

仪，通过“指尖上的环保”APP 对餐饮
油烟净化设施进行实时监管，开没开、
用没用、排放浓度达标与否，远程就能
看到，一旦油烟排放浓度达到设定的
阈值 1.8 毫克/立方米，就会推送信息
到店家、网格员、执法人员。经统计，
截至目前，今年全区油烟排放量同比
下降了 65%，油烟扰民投诉同比下降
了 32.4%，其中洪武路街道下降 77%。

对餐饮企业来说，餐饮投诉少了，
就能放心经营。瑞阳街“四季小厨”的
老板徐良勇表示，接入在线监控的过

分析研判处置快，科学调度见成效

秦淮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大队副
大队长荣照辉向笔者展示了污染防治
智能化指挥系统如何快速处置：8 月 3
日上午，大光路街道一辆城管执法车
在石杨路侦测到环境数据异 常 ，并 自
动 上 传 到 指 挥 中 心 平 台 。 工 单 形
成 后 ，指 挥 中 心 立 刻 派 属 地 协 管 员
到 达 现 场 。 通过系统定位，协管员找
到了正在一家企业卸旧沙发的城管执
法车，通过查找溯源，发现工单上的超

标源于这家企业内的柴油叉车贮存油
品含硫量超标。

正是这种“无孔不入”的走航设
备，助力了对大气环境污染细致入微
的溯源和整治工作。全区现共有 1 个
国控标准站、11 个小型标准站和 61 个
固定微站，监测“动静”结合，组成全区
大气高分辨率网格图。一有风吹草
动，污染防治智能化指挥系统就会报
警，快速锁定目标，追踪溯源。

程让他深有体会。以前，附近居民一
有投诉，各部门都会找过来，经常弄得
店也没法开，有时候还会罚款，自己最
高交过 1 万多元的罚款；而现在，“更
换了油烟净化器，装好了排放管道和
油烟在线监控仪，投诉没了，效益高
了。”徐良勇说。

目前，秦淮区重点餐饮在线监测
设备安装项目完成率、推进率在全市
排名第一。瑞阳街道以前油烟投诉年
平均超过 300 件，自从去年安装了餐
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后，实现了零投
诉，真正有效解决了群众身边的环境
问题。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沱
江污染治理对四川省而言，是骨头
中最难“啃”的。近年来，沱江流域
水质改善明显。虽然打好沱江污染
治理攻坚战已经落幕，但沱江治理
成效巩固战的号角却刚刚吹响。

创新五大举措，建设
美丽沱江

回顾过往，在四川省生态环境
厅副厅长李岳东看来，沱江重现“清
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丽河湖景
象，得益于沱江流域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水资源、水生态、
水环境协同推进，突出流域特色，持
续实施精准、科学、依法治污。

在建设沱江生态廊道方面，以
沱江干流、石亭江、釜溪河、濑溪河
等主要支流为骨架，以沿江水库、城
市河道、公园景观水体为支撑，推进
岸线生态保护、水源涵养、生态隔离
带、城市亲水滨水走廊等工程建设，
将天府绿道延伸至德阳、眉山、资阳
三市，提高沿江两岸生态稳定性、景
观风光性。

在优化流域水资源配置方面，
沱江上游建设高景关—金花寺水
库，补充沱江枯水期用水；加快推进

“引大济岷”“长征渠”“沱九连通”等
工程，进一步贯通流域水系，支撑生
态、生产、生活用水；按照“集中利用
为主、分散利用为辅”的原则，推进
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实施农业、工
业、城镇生活节水行动，做到“优水
优用，劣水劣用，水尽其用”，逐步形
成健康的水资源配置格局。

在维护河流生态健康方面，在
石亭江、釜溪河等流域建设河道底
泥修复试点，减轻重金属、持久性污
染物对河道生态系统的影响；在岸
线一定范围内实施退耕还湿、退耕
还水，建设一批生态湿地，增殖放
养 一 批 原 生 鱼 类 ，让 河 流 长 期 保
持“有河、有水、有鱼、有草”的健康
状态。

在助推高质量协同发展方面，
以成德眉资、川南城市群协同发展
为主轴，严禁在流域新增高污染、高
能耗项目；加快结构调整，对流域上
游磷化工产业进行提档升级，科学
布局中下游畜禽、水产养殖产业；推
动沿江公路建设，以沱江为脉络，有
效衔接上下游产业协同融合发展。

此外，在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
方面，科学布局污染治理设施，选取
经济、高效、稳定的农村污水治理工
艺，拓宽融资渠道，健全流域水环境
监测网络，提高治理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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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范传志为镇上的水环境
问题感到压力倍增的同时，大足
区生态环境部门也在为如何让玉
滩水库水质达标而绞尽脑汁。

为解决渝西地区缺水问题，
大足区在濑溪河上筑坝建成玉滩
水库。然而，由于玉滩水库扩容
前长期进行肥水养殖，大量污染
物沉淀于底泥中，扩建蓄水时又
未彻底清除底泥，内源污染比较
严重，导致玉滩水库总磷监测数
据在岁末年初时较其他月份波动
较大，达标难度不小。

家住濑溪河附近，守着玉滩
水库这么个“大水缸”，钓鱼爱好
者老张前些年宁愿跑到邻近区县
垂钓，也不愿在家门口的河里下
竿。“河里有排污口，水被污染了，
就算钓得上来鱼，哪个敢吃嘛。”
想起那几年河库的水环境，老张
就直摇头。

玉滩水库执行的是湖库型水
库 Ⅲ 类 考 核 标 准 ，总 磷 要 达 到
0.05mg/L（河流型为 0.2mg/L）的
标准。再加上玉滩水库是大足区
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为确保“大
水缸”安全，大足区不仅建立了镇
街河流交界断面上下游补偿等机
制，区生态河长办每月还要开展
一次综合督查，由区委书记对水
质排名靠后的镇街党政主要负责
人进行约谈。

在健全机制、拧紧责任“压力
阀”的同时，大足区也在水污染防
治上打出一连串“组合拳”：加快
补齐污水处理设施短板，完成多
座城镇、农村两级污水处理厂和
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的工艺
改造和扩容扩建工程；分类治理
2096 个入河排污口，完成多个片
区、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和镇街二、
三级管网建设，新（改）建污水管
网 462.7公里。

两年时间里，大足区投入资
金 23 亿元用于水环境治理。全
区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稳定达标
排放，并完成永定河环保治理、生
态修复和引水联通、小玉滩河等
重点河段 11 千米清淤和生态修
复、6 座镇级污水处理厂出水口
下游生态湿地建设试点等工程。

在 不 遗 余 力 的 克 难 攻 坚 之
下，2019 年，玉滩水库水质总体
达到地表水湖库型Ⅲ类标准要
求，今年上半年水质稳中向好。
在晴朗的天气里，甚至能看清两
米深的水底。

“玉滩水库的水那么好，你怎
么还往我们这儿跑啊？”再到周边
区县去的时候，钓友们的问题变
了，老张的回答也变了：“那是饮
用水水源地，要保护的嘛。现在
环境好了，咱们的生态环保意识
也得跟上啊。”

重庆大足区河水为啥又清亮了？
加大城镇污水管网建设力度，整治入河排污口，建立镇街河流交界断面上下

游补偿机制
◆丁凤然

很多人不了解，在坐拥三江水资源的重庆，还

有像大足这样缺水的区县，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不足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4。于是，水污染治理、

水资源保护成了大足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最重要的工作。

大足区：水质“只能变好、不能变差”
大足区位于渝西地区缺

水最严重的区域——涪、沱两
江的分水岭上，降水从四面八
方流出，境内留存有限。随着
生产生活用水量日益增大，如
何保护好珍贵的水资源，成为
摆在区委区政府面前的一件
大事。水质“只能变好，不能
变差”也成为全区上下共同执
行的一道“死命令”。

2019 年 ，顶 着 中 央 生 态
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通报、
濑溪河区域限批和太平河挂
牌督办的三重压力，大足区全
力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加快
污水管网建设、玉滩水库底泥
污染治理等工程进度，持续整
治“散乱污”企业，终于在今年
将濑溪河界牌断面、淮远河玉
峡 渡 口 断 面 、塘 坝 河 冒 咕 断
面、太平河漫水桥断面水质提
升至Ⅲ类；同时全面消除了区
域内主要河流劣Ⅴ类断面和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今年 65 岁的邓文靛老人
在濑溪河边的学坝社区生活
了一辈子。半个多世纪以来，
老城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他都
看在眼里，与家门口这条河有
关 的 事 情 他 更 是 了 然 于 心 。

老人指着景观桥下一处涵洞
告诉记者：“那就是过去的污
水排口，那么大一个洞，每天
得排多少污水啊。现在污水
管网完善了，那个洞现在只排
雨水，河水又变清亮了。”

近年来，大足区在城镇污
水管网和入河排污口整治上
加 大 投 入 力 度 ，分 类 治 理
2096 个 入 河 排 污 口 ，完 成 城
区濑溪河以北 9 个片区、龙水
镇、双桥经开区雨污分流改造
和 19 个镇街二、三级管网建
设，新（改）建污水管网 462.7
公里。通过污水管网建设补
短板，推动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率大幅提高。2019年全区城市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5%，城
镇 生 活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率 达
86.8%。

虽然水环境质量总体上
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但是生
态环境保护基础薄弱仍是不
争的事实。生态基流的匮乏
在制约发展的同时，也对水环
境保护和治理提出挑战。如
何克服不利的客观条件，突破
水污染防治瓶颈，大足区水环
境保护“破局”之路依然任重
道远。

龙水镇：以治污攻坚为发展转型铺路
看着手中的大足区各镇

街河流交界断面上下游补偿
名单，分管生态环境的龙水镇
人大主席范传志拧紧了眉头。

即便在整个重庆范围内，
龙 水 也 算 数 得 上 的 大 镇 。
99.3 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生活
着 17 万余常住人口。由于长
期存在三级管网建设不够完
善、雨污分流不彻底、“散乱
污”企业整治进展缓慢、农村
面源污染治理不够有效等问

题，从今年 4 月份大足区建立
镇街河流交界断面上下游补
偿机制后，龙水镇就成了“稳
赔不赚”的那一个。

“第一个月还好，我们补
偿下游镇街一万元，出水达标
被奖励一万元，总算‘不赔不
赚’；结果第二个月有 4 项指
标不达标，倒赔 4 万元，压力
一下子就上来了。”范传志告
诉记者。

知耻而后勇，知不足而奋

玉滩水库：达地表水湖库型Ⅲ类标准

编制三年行动方
案，确保水质不下降

四川省委副书记、沱江省
级河长邓小刚和副省长杨洪
波 近 日 组 织 沱 江 省 级 巡 河 ，
在 泸 州 市 主 持 召 开 沱 江 流
域 污 染 治 理 工 作 第 五 次 专
题 会 议 ，总 结 回 顾 了“ 十 三
五”沱江治理历程，分析了当
前的形势和问题，研究部署下
一阶段沱江治理巩固提升的
方向和路径。

“确保沱江水质不下降是
今年的奋斗目标。”李岳东说，
四川省将立即着手编制沱江
巩固污染防治成效新的三年

行动方案，抓好水污染防治和
水生态保护，找准主要问题，
提 出 针 对 性 的 对 策 、建 议 和
举措。

“ 目 前 ，省 厅 已 经 做 了
多 次 研 究 ，准 备 马 上 启 动 新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的 编 制 工
作 。 在 下 一 步 的 沱 江 流 域
污 染 防 治 规 划 中 ，工 作 重 点
和 方 向 会 有 一 些 变 化 。”李
岳 东 说 ，要 从 以 污 染 治 理 为
主 ，转 向 既 抓 污 染 治 理 又 抓
生态保护。

同时，四川省将在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布局上有所突破，
既要调整产业结构，又要在美
丽河湖、沱江生态廊道建设方
面持续用力。

进。自 2018 年 8 月起，全镇关停
整治“散乱污”工业企业 453 家；
关停拆除畜禽养殖场 36 户，拆除
增氧机 1856 台，建设冬水田 1500
亩；督促餐饮店安装油水分离池

（器）135 个，并对整治污水偷排、
直排、乱排专项行动中发现的 11
个问题开展整治。

今年 3 月，龙水镇会同大足
区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对 1472 家

“散乱污”企业及加工作坊进行走
访，按照“引导入园一批，就地整
改达标一批，整合升级一批，淘汰

关闭一批”的思路，对企业进行分
类整合和治理。为扶持能够达到
环保要求的小微企业发展，镇上
在 保 竹 村 建 起 了 微 企 园 ，50000
平方米标准厂房已经竣工交付。
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已有 18 家企
业正式进驻。

污染痼疾正在除去，绿色动
能正在形成。在范传志看来，“只
有狠下决心，用百倍的努力，偿还
龙水镇历史环保欠账，才能让龙
水镇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新路”。

▶图为大足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 4.5 万吨/
日。目前正在开展三期 3 万吨/日处理能力扩建，预计今
年 10月投入试运行。 丁凤然摄

本报通讯员叶相成 郑玲十
堰报道 据悉，湖北省泗河水质在
2019 年由劣Ⅴ类提升至Ⅳ类后，
近一年多来，一直稳定保持在Ⅲ
类至Ⅳ类标准。

十堰市茅箭区水利和湖泊局
局长李涛介绍说，十堰市委书记
张维国提出的“三水分治”理念，
已在泗河流域治理中得到充分体
现，通过清水还河、混流水沟口建
站、高浓度生活污水接入市政管网，
让三股水流各行其道，达标入河。

记者了解到，泗河过去是十
堰市 5 条不达标入库河流之一，
水质长期处于劣Ⅴ类。近年来，
十堰市茅箭区积极争取各类资金
6 亿元，对泗河流域 56 公里的河
道进行大刀阔斧的系统整治。

去年 4 月底，泗河污水处理
厂的扩能项目建成试通水，出水
水质达地表水Ⅳ类标准。在这个
基础上，十堰市茅箭区投入 3500
余万元，建成一座工业污水处理
厂，日处理能力为 1500 吨。截至
目前，茅箭区工业园区内 30 多家
企业的工业污水已接入工业污水
处理厂进行处理，出水水质达地
表水Ⅳ类标准后排放。

泗河水质保持Ⅲ类
至Ⅳ类标准

“三水分治”确保来水

达标入河

本报讯 作为浙江省丽水市
景宁县的种植业大乡之一，解决
秸秆焚烧问题，为秸秆寻找出路
成 为 郑 坑 乡 长 期 面 临 的 一 道
难题。

通过深入调研，郑坑乡党委、
政府发现对秸秆进行回收利用并
制成优质粗饲料是一条经济适用
的路子。“用秸秆制作饲料不仅能
减少精料的投喂量，降低养殖成
本，还能提高肉类的品质。”前来
收购秸秆的商家说道。

据悉，秸秆回收利用每年能
为 全 乡 农 民 带 来 60 余 万 元 收
入。与此同时，这项措施实施以
来，郑坑乡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
也交出了喜人的答卷，取得蓝天
保卫战的阶段性胜利。

“以前，我们总是为秸秆禁烧
忙得焦头烂额，现在不用了。”郑
坑乡吴布村书记雷学宝高兴地说
道，现在农户经常主动找村委帮
忙联系回收秸秆，实现了从“偷着
烧”到“不愿烧”的转变。
周兆木 洪旭朝 毛芳华蒋硕漱

农户为何从“偷着
烧”变为“不愿烧”？
丽水市郑坑乡对秸秆

回收利用，每年帮助农民

增收 6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