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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孙诗青 胡谌昊方亮 周兆木

2019 年度浙江省“五水共治”（河长
制）工作优秀市、区（县、市）“大禹鼎”名单
前不久揭晓，杭州市萧山区荣耀上榜，实现
夺“鼎”三连冠。

萧山区是浙江治水任务最重的地区之
一。作为河网水系大区、传统产业大区、流
动人口大区，治水对于萧山区意义重大。
近年来，萧山区将治水作为推进供给侧结
构 性 改 革 、实 现 高 质 量 均 衡 性 发 展 的

“助推器”，基 本 实 现 了“ 水 清 、景 美 、岸
绿、流 畅 ”的 目 标 ，让 群 众 有 了 更 多 的 获
得感和亲近感。

源头治水：敢啃“硬骨头”

萧山区治水短板较为突出，劣Ⅴ类水
体总量曾占全市的 40%。但萧山区治水人
坚持从围垦精神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逆袭
制胜。

转折发生在 2017 年。萧山区设置沿
河 15 米红线，以沿线低端产业最多、沟通
区内河道最广、省市领导最为关注、整治要
求最为严苛的萧绍运河作为突破口，结合
全区 12 项“散乱污”行业整治行动，通过组
织开展“集中拆违日”、“互看互学”大比武、
集中拆违攻坚月和对标销号等活动，强势

推进“三清一配”，打响源头治水攻坚战。
截至目前，萧山区累计清除河道两岸 15 米
内违建近 180 万平方米，清淤 389 万立方
米，清查整治污水排放口 3 万余个，引配水
10亿立方米。

在擦亮“清水萧山区”底色的基础上，
萧山区作为杭州市率先全域启动“污水零
直排区”创建工作的区（县、市），又于 2019
年 4 月全面开展城镇生活小区、医院、学
校、农贸市场、商用楼宇、机关事业单位、八
小行业以及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老旧管
网修复、改造、雨污分流等工作。尤其是创
新采用“投资、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的
EPC 工程建设模式，有效解决建设工程审
批周期长、排查设计施工三 方 衔 接 不 畅 、
投 资 规 模 不 可 控 等 问 题 ，打 通 治 水 由 治
标向治本转变的关键环节。

另外，萧山区以体制创新为契机，将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与美丽乡村建设
有机结合、协同推进，推广一批低成本、低
能耗、高效率的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培育一
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点，打造一批集
多功能于一体的清水打卡地。

据了解，今年全年，萧山区计划完成
51 个城镇生活小区、5 个工业园区、10 个乡
镇（街道）污水零直排省市建设项目。截至
8 月，10 个乡镇（街道）258 个项目的完成率
达 66.3%。

智慧治水：水情掌控在手

智慧治水也是萧山区“数字赋能”的一
大亮点。

依托城市大脑的迅速发展，萧山区“治
水小脑”在水体信息采集、污水精准处置、
河道智能排灌等领域大展拳脚。

在萧山区“智慧河道云平台”上，当出
现水质变差、偷倒泥浆、偷排污水等情况，
河长就能第一时间通过手机收到自动报
警信息。同时，全区 7000 名网格员成为河
长们的“手”和“眼”。目前，萧山区“智慧河
道云平台”精准标注了全区 285 条主要河
道，并不断细化完善河道、小微水体、管网
等基础信息。

萧山区镇街平台也积极融入“智水”
力量。

花木之乡新街试点安装智能沟渠排灌
系统后，轻点手机便可自动测量河道水位，
远程调控配水，实现花木种植水质、水位双
重保障。党湾镇采用智能地图，查清全镇
小微水体和农村污水治理设施，智慧疏通
治水日常管护的“毛细血管”。临浦镇“平
安钉”数字化治理平台新增治水场景，使人
人成为治水员。钱江世纪城导入智慧水利
平台，智能管控全域 7 条河道的防洪排涝
及活水调度。

深入治水：全域推进水岸
同治

随着治水向纵深推进，萧山区逐步将
工作重心从“净水”转向“美景”，深入挖掘
河道湖泊的文化内涵。

以如今的官河衙前段为例，其水质清
澈，河中规整有序地“铺”着净化水质的水
草，岸边木质栅栏古色古香，树木绿意盎
然，白墙黛瓦的居民房错落有致，好一派江
南水乡景致。

这 样 的 美 丽 河 湖 ，在 萧 山 区 数 不 胜
数。仅在 2019 年，萧山区就完成美丽河道
项目 33 个，累计长达 58.3 公里，形成靓丽
的沿河两岸景观，打造了群众点赞的生态
廊道。

今年，萧山区还将携手绍兴市柯桥区，
将杭甬运河（西小江）打造成跨地市级的省
级幸福河湖示范创建样板，力争实现水环
境质量和人民群众幸福感双提升。

作为杭州亚运会筹备工作的核心区、
主阵地、主战场，萧山区今年将创建 7 条市
级以上美丽河湖、5 个乐水小镇、42 个水美
乡村，逐步实现美丽河道镇街（平台）全覆
盖，全力描绘美丽河湖新蓝图，为亚运会打
造最优的水系生态。

在深入治水的基础上，萧山区还将打
造两大治水亮点。

一是在全省率先创新开展“一镇一品”
建设，围绕污水零直排示范样板创建、农村
污水治理设施提标改造优化示范、科技治
水等优势着力点，打造一批举措新、做法
实、成效好的治水精品，培育谋划一批有竞
争力、影响力的治水细分领域的“单打冠
军”，逐步形成方向明确、差异 定 位 、错 位
发 展 的 特 色 治 水 集 群 。 二 是 通 过 深 度
参 与 省 市 治 水 领 域 地 方 标 准 的 制定，将
治水的“软经验”转化成一条条“硬要求”，
创新增加水环境治理的标准“新供给”。

夺“鼎”三连冠，治水不停步

杭州萧山着力打造一流水环境

图片新闻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
道 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
生态环境厅厅长高建民近日主
持召开全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工作视频调度会议，总结全省
今年以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
效，部署当前和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集中攻坚工作。

会议要求，各地应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分析当前形势，
检视存在的问题，精准扎实推
进大气环境治理，全力开展集
中攻坚，努力以优异成绩打赢
蓝天保卫战收官之战。

据了解，今年以来，河北省
坚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经济
社会发展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组 织 实 施 2 月 -3 月 大 气 污 染
治理攻坚、4 月扬尘污染防治
攻坚、5 月-9 月夏季臭氧污染
防治会战等一系列专项行动，
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初 步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1
月 -8 月 ，河 北 省 PM2.5 平 均 浓
度为 4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10.0%，其 中 4 月 -8 月 全 省
PM2.5 月均 浓 度 均 达 到 国 家 空
气 质 量 二 级 标 准 ；全 省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161 天 ，同 比 增 加
16 天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达 到
66.1%。

会议指出，9 月至 12 月是
全省完成年度目标的关键期、
攻坚期，各地要深入开展臭氧
系统治理，组织开展工业园区、
产业集群、重点企业走航监测
和专项检查，加强城市建成区
餐饮油烟综合整治，常态化禁
止城市及县城建成区露天烧烤
行为。要持续推进 PM2.5 系统
治理，加快实施去产能和退城
搬迁攻坚，积极推进清洁取暖
改造，强化散煤流通和使用环
节监管，加大农村散煤监督检
查力度，严控工业和民用燃煤
质量。对能够产生明显减排效
益的超低排放改造、柴油货车
尾气治理、扬尘污染治理等重
点工作，要狠抓落实，按照时间
节点，倒排工期，加大力度往前
赶，尽早形成减排效益。

河北推动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9月至12月深入开展臭氧和PM2.5系统治理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 记
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记者近日
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
年以来，云南省切实把长江生
态保护修复摆在重要位置，以
环境风险管控为核心，多措并
举，强力推进尾矿库环境风险
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王天喜介绍，为切实增强长江
经济带尾矿库污染防治工作实
效，云南采取“分类施策、防治
并举、分步实施”的方式，针对
不同类型尾矿库，编制《云南省
尾矿库污染防治工作要点》；编
制印发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
环境应急预案和污染防治方案
模板，为各州（市）尾矿库所属
企业及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相关
工作提供参考。同时加大指导
帮扶力度，深入红河、文山、楚
雄等 12 个尾矿库分布较多、工
作压力较大的州（市）进行现场
调研及实地督促，迄今派出调
研组 30余次。

通 过 全 省 上 下 的 共 同 努
力，云南省尾矿库环境风险排
查整治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截
至 8 月 13 日，全省 588 座尾矿
库，完成风险评估的有 530 座，
完成率为 90.14%；完成应急预
案备案的有 476 座，完成率为
80.95%；完成污染防治方案编
制的有466座，完成率为79.25%；
完成治理 266座。近 3 个月来，
相关工作成效尤其明显。

王天喜表示，下一步，云南
省将全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尾矿
库污染防治工作，对工作推进
不力、进展缓慢的州（市），将进行
通报、约谈、交办和专项督察；加
强技术指导，进一步解决基层
环保工作者在尾矿库污染整治
工作中存在的理解不到位等问
题，提高后续污染整治效率；及
时对账销号，准确反映全省工
作推进情况；完善档案管理，按
照“一库一档”原则，收集整理
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
及污染治理工程中的相关资料。

云南抓实长江经济带尾矿库污染防治
全省尾矿库风险评估工作完成率超 90%

为进一步提升环境监管的高
效性和精准性，有效解决涉气中
小企业数量多、监管难的问题，济
南市探索建设分布式无源智能环
保电量监测系统，通过电脑端、移
动端对中小企业治污设施进行实
时监管，实现“人防+技防”的紧
密 结 合 ，建 立 非 现 场 执 法 工 作
机制。

“通过安装环保电量监测系
统，我们逐步建立起企业、区县、
市级联动报警处理机制，两小时
以下报警由企业自主处置上报，
超过两小时不满 4 小时报警由区
县分局督办，持续 4 小时以上报
警由市级督办，处理结果全部在
系统记录留痕。环境执法部门充
分利用系统实时数据加强监管，
严肃查处违法行为。”济南市生态
环境局综合与科技处处长韩道汶
告诉记者。

此外，济南市不断健全市、区
县、镇街三级网格化环境监管体
系，将监管范围延伸到所有镇街

区域，尽量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
及时解决。坚持信息公开，开发
完成功能全、开放度高的“济南环
境”APP，将 原 莱 芜 区 域 信 息 全
部 纳 入 ，让 完 整 的 环 境 信 息 第
一 时 间 接 受 社 会 监 督 、服 务 公
众生活。

济南市还将移动执法、无人
机巡查、在线监控、电量监控等作
为正面清单实施期间的主要监管
方式，实现分类、精准化环境执
法，不断提高执法效能。今年以
来 济 南 市 共 计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2964 人（次），检查排污单位 1405
家（次）。

侯翠荣告诉记者：“蓝天保卫
战是重大政治任务、民心工程，必
须坚决打好打赢。下一步，我们
将牵头落实《济南市 2020 年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确定的
129 项重点任务，采取有力措施
积极应对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以
污染物强力减排为空气质量改善
提供有力支撑。”

吹响冲锋号 守护“泉城蓝”
济南成立专项工作组，聚焦突出问题精准施策，前 8月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善 16.7%

◆本报记者周雁凌 董若义通讯员张超 刘嘉祥

“这么蓝的天，这么白的云，以前想都不敢想呀。”
“大家快看，今晚的月亮，仿佛在白莲花间穿行。”
最近一个月，“泉城蓝”以各种姿态，再次刷爆了朋友圈。
今年以来，山东省济南市降尘量和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根据生态

环境部公布的监测结果，7月，济南市降尘量为4.5吨/平方千米·月，在“2+
26”城市中排第四名；同比改善46.4%，改善幅度在“2+26”城市中排第
一名。

1月-8月，济南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5.08，同比改善16.7%。除
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同比持平外，其余5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均同比改善，优良
天数增加32天。

一幅幅美图，一组组数据，
昭示着泉城济南的“气质”已发
生根本性变化。

而在这背后，是当地党委、
政府及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
是生态环境系统及其他职能部

门的合力攻坚。
济南市政府副秘书长、市

生态环境局局长侯翠荣告诉记
者：“今年是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收官之年，济南已吹响打
赢蓝天保卫战的决战冲锋号。

全市上下聚焦移动源、扬尘源、
工业源和燃煤源污染治理，突
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持续刷新天空‘颜值’，市民
环境满意度和获得感、幸福感
显著提升。”

▶▶图为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图为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辖区内商品混凝土拌合站扬尘污染防治情况辖区内商品混凝土拌合站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王蕾摄王蕾摄

成立11个专项工作组，实行改善指标部门分担制

“全市各级要压紧压实责
任，按照责任清单细化分解任
务，明确时限、挂图作战，攻坚
克难、扎实推进，推动全市环境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对责任不
落实、措施不到位的严肃追责
问责。”

“要摸清问题底数，实行精
细化管理、跟踪式督导，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精细化，在生态
环境保护上下足‘绣花’功夫。”

在济南市今年 6 月召开的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专 题 会 议
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孙立成
和市长孙述涛分别就打赢“蓝
天保卫战”作出安排部署。

今年以来，济南市委、市政
府坚持统筹谋划、高位推进，出
台《济南市 2020 年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行动方案》，明确攻坚目
标和重点任务，全力推进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

求，济南市进一步完善市大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指 挥 部 功 能 设
置，成立督查督导组、扬尘污染
综合整治组、工业污染源深度
治理组、VOCs 综合整治组、重
污染天气应对组等 11 个专项工
作组。各组组长均由副市级领导
担任，有效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为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体
系，按照确保各区县完成蓝天
保卫战 2020 年年度目标任务，
同时目标值与 2018 年、2019 年
两年同期均值相比不恶化的总
原则，济南市进一步细化核定
各区县以及省控以上监测站点
主 要 污 染 物 月 度 浓 度 控 制 目
标，实施空气质量数据日推送、
旬核算、月通报、年考核制度。

“通过设定月度目标，真正

做到了‘以日保旬，以旬保月，
以月保年’。连续两个月未实
现空气质量月度目标的区县，
要向市指挥部提交书面分析报
告及改进措施。”济南市生态环境
局大气环境处处长徐广亮说。

根据大气污染物来源解析
成果和部门职责分工，济南市
今年还实行空气质量改善指标
部门分担制，市生态环境局、发
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局、公
安局、交通运输局等有关部门，
分别承担部分指标完成任务。

“通过这种机制，进一步压
实了部门‘管行业必须管环保’
一岗双责的管理职责，推动强
化各部门齐抓共管的环保大格
局，避免生态环境部门单打独
斗的现象。”济南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具体负责
人王金海对记者说。

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精准施策科学治污

“目前，我们已对排放量较
大的 116 家涉挥发性有机物重
点企业进行帮扶指导，逐一组
织编制‘一企一策’整治方案，
督促制定整治措施 356 项，已完
成 304 项，正在实施 52 项。”徐
广亮告诉记者。

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济南市坚持精准施策、科学治
污，全力推进结构调整、扬尘治
理、移动源治理和工业污染防
治，全面提升大气环境质量。

济南市严控“两高”行业产
能。加快东部老工业区工业企
业搬迁改造，累计完成搬迁改
造 77 家。成立冬季清洁取暖推

进 攻 坚 指 挥 部 ，出 台《济 南 市
2020 年平原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推进攻坚工作实施方案》，提前
部署谋划。

围绕扬尘治理，济南市出
台《济南市 2020 年扬尘污染综
合整治攻坚工作方案》，推行扬
尘治理黑名单制度，严厉打击

健全三级网格化监管体系，有力提升执法效能

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我们在常态化督导检查基

础上，成立了部门联合巡查组，今
年已开展联合巡查 46 次，督查工
程项目 320 个（次）。强化渣土车
违法整治，已查处渣土车违法案
件 9694 起。”济南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指挥部扬尘办巡查负责人
张忠泽说。

在移动源污染治理方面，济
南市在省内率先出台老旧柴油车
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累计淘汰老
旧柴油车 3.7 万辆。划定禁止低
于国Ⅳ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通行区
域及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

区，强化在用车监督检查。今年
已开展联合路检 773 次，检查机
动车 38.5 万辆（次），查处大货车
违法案件 10.2万余起。在全省率
先启动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编码
登记和远程定位终端安装工作，核
发环保号码 27075个，安装定位终
端16430台。

济南市积极开展工业污染源
提标改造，978 台燃气锅炉、15 家
生物质锅炉已完成深度治理改
造。加快推进莱芜高新区 4 台 35
蒸吨燃煤锅炉淘汰工作，持续开
展“散乱污”企业清理整顿“回头
看”，巩固“散乱污”整治成果。

本报记者张林霞 通讯员
陈涛丰城报道 江西省丰城市
近年来打出一套水源地综合治
理的“组合拳”，使城市饮用水
水 源 地 水 质 状 况 持 续 向 好 。
2020 年上半年，丰城水源地水
质Ⅱ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水
质明显改善。

近年来，丰城市拆除第一
水厂附近的老旧旱厕、沿江公
园公厕、取水口周围的码头和
97 户民宅等。下移水政、海事
执法趸船，封闭沿江公园，取缔

（或拆除）一、二级保护区内的

所有排污口、网箱养殖和冬泳
基地等各类违规建设项目。清
除保护区内各类垃圾，对一级
保护区堤岸进行硬化。

大力开展非法造船、非法
采砂、非法运砂、非法堆砂“四
非整顿”以及港口、船只污染专
项整治行动，取缔转湾头砂场，
加大对过往运输船只污染防治
设施的检查力度，禁止运输船
只在保护区内停靠。同时，对
高 新 园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整
改 ，对 蔡 家 排 涝 站 水 系 进 行
整治。

开展“四非整顿”以及港口、船只污染整治

丰城上半年水源地水质100%达Ⅱ类标准

江苏省镇江市句容生态环境局利用 VOCs 走航监测车，
精准锁定污染源，严防企业夜间偷排等环境违法行为发生。
图为句容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负责人和参与监测系统开
发 的 一 名 工 程 师 正 在 查 看 句 容 城 区 VOCs 走 航 路 线 图 和
VOCs走航浓度分布图。

镇江市句容生态环境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