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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小玲

随着几声巨响，四川威远经开区威
化公司厂区被大火侵袭，浓烟弥漫。

“苯加氢生产装置因生产安全事故
引发燃爆，现场有两人受伤，储存有 300
吨甲苯、800 吨柴油储存罐区储罐正发
生泄漏。”8 时 50 分，公司值班人员发现
险情并很快查明原因。

10 月 29 日，一场历时 60 小时、省市
县三级出动 800 余人的重大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演练在四川省内江市举行。这是
首次由四川省生态环境事件指挥部主办
的跨流域、跨区域大型实战应急演练。

演练：省市县三级启动环
境应急响应

“立即控制污染蔓延”，威远市生态
环境局发出第一声指令，并向县突发环
境事件指挥部以及内江市生态环境局报
告，启动县级应急预案。指挥部成员单
位、消防大队、120 急救车相继抵达现场
开展救援作业，加强警戒、搜救被困人
员、封堵泄漏点，对燃烧产生的烟雾进行
稀释，对厂区内污染物及消防废水拦截
引流，在事发厂周边及雨水管网出口开
展应急监测，时刻关注环境空气质量和
消防废水控制情况。

9 时 25 分，两名被困人员被救出，通
过监测数据初步判断，事发厂界下风向
50 米范围内环境空气受到影响。经便
携式测油仪现场分析，现场消防废水中
石油类含量为 2800 毫克/升。

10 时 34 分，内江市启动应急预案，
指挥部指挥长及相关成员单位到达事故
现场，立即成立市县两级联合指挥部，组
建 8 个工作小组，并将事故情况上报四
川省生态环境厅，通报下游自贡市。

经调查，消防废水顺雨水管网流入威
远河，正快速下移，若不及时处置，将威胁

自贡市大安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接报后启动应

急响应，厅长王波立即组织会商研判，
副厅长李银昌带领环境应急队伍携装
备赶往现场，指导处置。同一时间，省
生态环境厅将相关情况上报省人民政
府及生态环境部，四川省副省长杨洪波
立即指示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应急、专
家、监测人员赶赴现场。

13 时 40 分，杨洪波抵达事故现场，
现场成立省级应急指挥部，下设综合协
调组、应急专家组、应急监测组 3 个工
作小组。

此时，厂区附近的 15 户村民共 42
人已全部疏散完毕，正在对泄漏罐体实
施封堵，并在威远河滕家坝入河口下游
布设围油栏，同时已调集工程机械在滕
家坝入河口上游 200 米处开始构筑拦
水坝控制流速，在威远河沿线布设 8 个
监测点位，跟踪污染团，预判影响范围。

15 时，内江市气象、水利部门传来
消息，因突降暴雨，威远河上游罗家坝
必须开闸泄洪，污染可能进入沱江干
流，威胁长江干流出川断面水质。

下游自贡市、泸州市立即响应，进
入战时状态，协调海事应急、民兵等救
援力量，调集应急物资、监测设备，强化
供水单位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辖区
内饮水安全，坚决守好长江出川关口。

同一时间，资阳、乐山、宜宾三市环
境应急监测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驰援。

经过省市县三级联动应急处置，污
染源基本清除，所有点位均未再检出甲
苯、石油类污染物，威远河、釜溪河、沱江
水质恢复事发前状态，连续稳定达标，至
此，事故处置完毕，应急响应终止。

规模：21个市州实现演
练全覆盖、全程实战化

这 次“ 天 府 行 动——2020 年 沱 江

中下游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由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和内江、自贡、泸
州三市人民政府承办，现场共有 30 个
部门、800 余人参演，来自四川省 21 个
市（州）、183 个县（市、区）生态环境事
件指挥部指挥长及成员单位负责同志、
生态环境部门相关人员和重点环境风
险企业近 3000 人通过现场或视频观摩
演练，并向全社会直播。

这次演练是四川精心谋划的“天府
行动——2020 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
练”一系列实战演练之一。据四川省环
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负责人介绍，

“天府行动——2020 年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演练”是涵盖全省 21 个市（州）的
一次全域应急演练，分为两个阶段。

第 一 阶 段 ，全 省 21 个 市（州）根
据长江、黄河干流及岷江、沱江、嘉陵
江 等 8 条 主 要 支 流 和 人 民 渠 流 域 区
域特征和风险特点，设置不同演练脚
本开展自训自练。

第二阶段，组织开展全域应急演
练 ，由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组 建 11 个 指 导
组分别赴演训点开展现场督导。

据悉，此次演练旨在“练机制、练指
挥、练谋划、练方案、练处置”，进一步落
实协同联动机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筑牢长
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助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

截至 10 月 25 日，全省演练工作有
序推进，各地已陆续开展应急演练 133
次，其中市级 18 次、县级 115 次，实现所
有演练全程实战化。

成效：妥善处置15起环
境突发事件

据 了 解 ，四 川 省 现 有 尾 矿 库 192
个，在距离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有化工企业 125 家，且与饮

用水水源地等敏感目标交错分布，一旦
发生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
故以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很
容易诱发突发环境事件，生态环境安全
压力巨大。

“今年以来，已妥善应对处置突发环
境事件 15 起，较去年同期减少 6 起，同比
下降 28.6%，全省环境安全形势总体稳
定。”四川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负
责人说，切实保障了群众健康和区域环
境安全。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银昌表
示，今年生态环境系统对县级以上饮用
水水源地、尾矿库排土场、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涉重金属和危险废物企业等进
行了全覆盖排除，完成 1 万多个环境安
全隐患点位排查整改，基本消除环境安
全隐患；统筹 1.2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配置
省市两级应急监测设备和车辆，建成全
域 辐 射 的 省 级 环 境 应 急 物 资 库 ，储 备
200余种环境应急物资。

同时，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科学修订
省、市两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出台
了《四 川 省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应 急 处 置 方
案》；深化“7 横 11 纵”流域联防联控，进
一步完善与周边 7 省及省内 11 条重点流
域所涉市（州）联动机制，抓实抓细信息
互通、预警会商、联席会议等制度。

据悉，今年底前，四川省生态环境
厅 还 将 继 续 加 大 资 金 投 入 ，保 障 重 点
县（市 、区）环 境 应 急 能 力 ；加 强 各 类
环 境 风 险 防 范 和 源 头 管 控 ，制 定 危 险
化学品风险源清单，实施分类管理；构
建 园 区 环 境 安 全 驻 点 监 管 模 式 ，在 园
区 设 置 2-3 人 的 驻 点 分 队 ，督 促 指 导
企业及时发现问题、化解危机，推进固
定污染源特别是涉危险化学品工业园
区 在 线 监 测 监 控 体 系 建 设 ；推 进 危 险
废 物 专 项 整 治 三 年 行 动 ，不 断 提 升 危
险 废 物 处 置 能 力 ，把 环 境 风 险 隐 患 切
实消除在萌芽状态。

800余人奋战60小时
现场处置紧张有序

模拟化工厂燃爆泄漏模拟化工厂燃爆泄漏，，沱江告急沱江告急

四川首次跨流域四川首次跨流域、、跨区域大型实战应急演练大幕开启跨区域大型实战应急演练大幕开启

◆本报记者朱智翔 晏利扬
通讯员潘涌燚 季雯

“自从大溪源变美了，我每天都要在附近
走上几趟，感觉心情特别舒畅。以前，村民要
挑着农产品到县城去卖，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
卖‘风景’了。”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大溪源村
村民黄达迎笑着形容现在的生活。

近年来，大溪源村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治理，还原天然
美景，将大溪源打造成了市级“美丽河湖”。

“美丽河湖”带动了“美丽经济”，大溪源
村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这个藏在“深闺”
里的山村吸引来一波又一波游客。

如今，大溪源正从“美丽河湖”向“幸福
河”迈进，它的整治、开发、提升见证了大溪源
村村民的全面小康之路。

山村因大溪源而得名，成为
当地小康路上最大特色和优势

大溪源村因大溪源穿村而过得名。生活
在这里的村民依水而居，大多以务农为生。

村里群山环绕，溪流蜿蜒，林中栈道、古
民居、古石桥、古道、古树等保存完好。但是
在黄达迎的印象中，村子以前一直不为外人
所关注，发展非常缓慢。

2011 年 ，在 外 经 商 的 黄 维 业 当 选 村 主
任，回村之后他琢磨着如何带领村民致富。

“这条溪就是大溪源村最大财富，也是最大特
色。”随后，一个“以水发展乡村旅游”的念头
在黄维业的脑海中逐渐成形。

摆在黄维业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先
整治好大溪源，因为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散
养家禽，加上疏于清理，导致整条溪流污浊不
堪、臭气熏天。

黄维业和村干部提出，要先把村容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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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起来，借助得天独厚的先天
优势，打造一个舒适整洁、“宜居”

“宜业”“宜游”的大溪源。
为此，黄维业首先对村民做

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努力提高村
民的环境意识。同时，村两委还
下大力气让村民圈养家禽，严禁
散养，有效改善了溪流水质。

治水，除了“治”，还要“管”。
由 5 名村干部组成了河长制工作
督查行动队，实行每周一督查，不
论雨天、黑夜还是假期，他们坚持
全天候突击检查，现场察看。

生态治理溪流，形成
“水清和畅、岸绿景美”
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大溪源溪流
综合整治过程中，始终坚持“生态
治理，还原天然美景”的治理理
念，在不破坏溪流原始面貌的前
提下，当地先后投入资金 1000 多
万元，重点实施了河道生态修复、
堤防加固、河道清淤等生态修复
治理和游步道新建、沿溪景观打
造等工程，充分挖掘了溪流自身
特点，使河道整治融入自然。

对此，泰顺县水利建设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大溪源
溪流整治工程实施过程中，保持
了河道原始生态面貌，对河道内
的弯道、滩地等都给予了最大限
度的保留，将游步道及景观打造
都融入溪流的原始风貌，这些都
尤为难得。”

同时，大溪源村还对河岸原
有灌、乔木等植物给予充分保留，
让水陆生态系统保持流通。经过
多年的生态化治理，如今，大溪源
已形成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的溪流环境。

好山好水带来好收
益，大溪源见证村民全面
小康之路

现在，大溪源村翠水青山，建
成游泳区、烧烤区、休憩区、垂钓
区等，美丽乡村步道、文体广场、
生态公厕，饮用水、污水处理等其
他基础设施也是一应俱全，成了
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一波又一波游客慕名而来。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都向
往乡村的清新空气。随着村子越
来越美，游客多了，村民成了最大
的受益者。”黄达迎说，猕猴桃、生
姜等土特产在家门口就能一销
而空。

短 短 几 年 间 ，大 溪 源 村 逐
渐 改 变 了 过 去 贫 穷 、落 后 的 面
貌 ，成 为 全 县 闻 名 的 美 丽 新 农
村 ，并 逐 步 向 景 区 化 发 展 。 大
溪 源 村 还 先 后 获 得“ 省 级 湿 地
公 园 ”“ 美 丽 乡 村 宜 居 示 范 村 ”
等多项荣誉称号。

“大溪源为村民带来了好的
收益，见证了我们的致富之路，是
我们心中真正的‘幸福河’。”村民
们纷纷感慨道。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我们”

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本栏目投稿邮箱：zhbytygs@126.com

时间：9月 16日 15：37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南路

“有人反映西山壹号院南门北
门道路上随意停车，不熄火，尾气污
染严重，请你们去检查一下。”前段
时间，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收
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转来的市
民投诉件，问题反映称社区周边有
家长开车到幼儿园接送孩子导致
空气污染现象时有发生。

收到投诉后，海淀区生态环
境局联合交通支队工作人员，于
当天下午 3 点对位于西北旺南路
的西山壹号院南门的违停车辆进

行了逐一排查。检查发现，路边
大部分车辆为小型私家车以及个
别重型柴油车，未存在车辆不熄
火的情况。

事后，执法人员对路边停放
车辆（接送孩子车辆以及出租车）
的司机发放了倡议书，建议大家
绿色出行，停车 3 分钟以上自觉
熄灭发动机，减少污染物排放并
及时自检和维修车辆。

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
第四党支部供稿

生态环境部关于2020年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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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1

文件名称

关于白鹤滩-江苏±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文号

环审〔2020〕135号

发文时间

2020-11-2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经审查，2020 年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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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4日－2020 年 1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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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5646127
传 真：010-65646124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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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美丽中国 你我共同行动

上接一版

——倾听群众呼声，推动解决生态
环境领域突出问题

一起废液跨省转移案，多家涉事单
位和多名嫌疑人被立案查处，涉嫌环境
犯罪的单位被移送公安部门进行侦办。
而这一切，源自群众投给生态环境部新
媒体的一封举报信。

这并不是个例。全国地市级及以上
生态环境部门微博微信同频共振、整体
发 声 ，在 传 递 政 务 信 息 的 同 时 ，收 集 群
众 反 映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聚 焦 群 众“ 急
难愁盼”，及时回应关切，解决问题。

蓄势赋能，为共建美丽中
国“加油充电”

6 点起床，7 点半准时出发，查看沿

岸排污管道有没有渗漏，水面有没有漂
浮 物 ……83 岁 的 护 水 志 愿 者 雷 月 琴 风
雨无阻。

榜样感染带动，裂变持续发酵。生态
环境领域志愿活动迸发强劲力量，行动的
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北京、在天津、在河北、在辽宁、在
山西、在内蒙古……像雷月琴一样的志愿
者，从一人到百人、千人至千千万万人，汇
聚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滚滚洪流。

记录时代进程，反映各界心声，生态
环境部特邀观察员品牌效应持续显现。
特邀观察员从科学研究、文艺创作、新闻
宣传等不同领域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他
们观察，也关注；他们见证，也监督。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特邀观察员的
建 议 ，正 转 化 为 美 丽 中 国 建 设 的 务 实
举措。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回眸过去，

许多变化铢积寸累，在生活中烙下印记。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

年）》显示，公众在呵护自然生态、选择低
碳出行和节约能源资源方面践行程度较
高，知行合一，融入日常。特别是在践行
绿色消费方面，经常改造利用或交流捐赠
闲置物品的人数占比增加了一倍。

一年接着一年干，主题实践活动不断
探索创新、逐步走深走实，风生水起、气势
如虹。

三年来，一个个高光时刻、精彩瞬间，
标注美丽中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征程上的关键节点——

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展示中国
魅力，传递中国智慧，盛世盛会，振奋人
心；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生态环保吸引社
会关注，回望历史，坚定自信；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礼赞时代，激
发共鸣。

三年来，异彩纷呈的活动遍地开花，
点燃全民环保互动新热情——

从东海之滨到西域大漠，从北国山麓
到南疆雨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
活动近 2 万场，线上线下参与约 15 亿人
次，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三年来，不断跳动的数字，见证活动
热度，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刷屏”——

生态环境部门制作推出 4.2 万多种类
型各样的生态环境宣传产品，新浪微博#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话题阅读量达到
8.5 亿次，抖音平台相关话题视频累计播
放 量 达 30.8 亿 次 ，绿 色 生 活 方 式 成 风
化俗。

看今朝，全国 32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850 个分会场、
14463 人共襄盛举，就“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主题实践活动谈经验、说做法、提
建议。

望未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谋划布局“十四五”
伟大征程，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既是战略之举，更是长远之计。

历史在前行，时代在召唤。全民参
与、共建共享，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美丽
中国必将铺展更加壮美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