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坚 05
2020.11.13 星期五责编:刘良伟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gongjian@163.com

为解决排水管理“最后一公里”管养不规范难
题，切实巩固水污染治理成效，深圳市福田区将辖
区小区排水管渠专营权授予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并通过 4 项举措正式开启小区排水管渠

“专人管”的新篇章。
率先完成移交接管工作，建立区、街道、社区三

级联动机制，于今年 8月 21日率先完成辖区 2056个
排水小区100%签约移交和 100%进场接管。

有序开展首次进场工作，由市水务集团对已
接收的存量排水管渠结构性、功能性隐患以及排
水户雨污水管渠接驳等状况进行排查，开展清疏
和隐患整治，改造老旧管渠，确保雨污分流、排水
通畅。目前已完成检测 2211 公里，测绘 3413 公
里，清疏 3005 公里。

同步开展日常运维工作，对小区排水管渠开
展定期巡查、养护，处理与小区排水管渠相关的各
类投诉等，并建立运维档案。

落实“按效付费”，根据辖区实际，制定《福田
区小区排水管渠运行管理质量考核实施细则》，并
委托第三方作为运营监督考核单位，对排水管理
进小区首次进场及日常运维工作开展监督管理，
最大限度确保首次进场及日常运维的工作质量。

排水管理进小区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排水管
渠从粗放式到精细化管理的转变。通过专业化、
精细化管理，实现“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收集、雨污
全分流、处理全达标”，助力创建污水零直排示范
城区。

彭文琴

四措并举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
深圳福田区实施排水管理进小区，巩固水污染治理成效

记者翻阅这次出台的系列
标准发现，其中有不少创新之
处，多项内容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第 1 部分：污染状况
调查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调查标准》）增加了调查
启动条件。“有些建设单位为了使土地尽快得到利用，
急急忙忙就启动调查，结果不符合要求，白白浪费大
量资金，还影响开发进度。”谭海剑告诉记者，有了调查
启动条件后，可以有效避免因不具备调查条件仓促
开展工作而导致重新调查和经费浪费的问题。

在多年实际工作的基础上，《调查标准》根据
土壤污染风险情况将工业企业地块分为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和其他用地，将地块内部分为重点调查
区域和其他区域，并按照宽严相济的原则分别提
出具体技术要求。

“就是要抓住重点，在充分管控风险的同时，
提高工作效率。”谭海剑表示，重点行业企业对土
壤造成污染的风险大，必须重点管控；对于影响较
小的其他用地，标准可以相对宽松，以降低社会成
本，提高工作效率。标准同时补充了具有广州特
色的旧村城市更新改造地块的技术规定。

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编制组参考国
内 外 相 关 技 术 规 范 ，提 出 异 常 点 位 排 查 技 术 方
法。其目的是在确保建设用地人居环境安全和土
壤污染人体健康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避免过度修
复和行政资源的浪费。这在我国国家及地方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标准体系中尚属首创。

胡丹心告诉记者，这些标准还创新性地提出

土壤样品制备过程中
样品损耗率检查及过

筛率检查，防止制样过程中随意弃样；提出土壤重
金属监测精密度数据及准确度数据合格率应达到
100%，使每一批、每一个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得以保障。

《城市建成区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则填补
了我国城市建成区土壤环境监测技术体系的空
白，为全国开展各城市建成区土壤环境监测工作
提供了工作基础和技术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规范细化和量化了居住用地、公园绿地、
城市道路用地的监测对象筛选原则和条件，建立
了一种新型实用、操作性较强的城市建成区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布点方法。“它能够指导城市建成区
开展土壤环境监测工作，客观反映城市建成区的
土壤环境质量。”胡丹心表示。

广州发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标准部分内容和《城市建成区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新标准填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空白
◆郑秀亮 闫怀强

为保障人居环境安全，提高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监测与防治水
平，加快地块流转和再开发利用，广东省广州市近年来着力推动相关标准的
制定，并于近日正式发布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系列标准的第1、
3、4部分（即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土壤重金属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技术规范、土壤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和《城市
建成区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其中多项内容填补了行业空白，为规范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和监测作出有益探索，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因地制宜定标准，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细化、补充和优化广州市是历史悠久的特大
型城市，工业化时间跨度长、工
业门类众多，工业企业地块具有污染情况复杂、污
染程度不一、污染追溯困难等特点。伴随城市转
型升级的步伐，关停搬迁工业企业的遗留地块将
转变为住宅、学校、公共服务等建设用地，进行再
开发利用。如果不对地块进行有效的环境调查，
查明其土壤污染状况，并据此采取相应防治措施，
将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人居环境安全带来不可
预计的环境风险。

“当前，广州市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城市建设开发的需求非常旺盛，地块再开发工
作时间紧迫。”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标准
主要制定人之一、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高级工程
师谭海剑提到，如何在确保人居环 境 安 全 的 前 提
下 ，实 现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相 统
一 ，是 广 州 市 实 施 土 壤 环 境 管 理 急 需 解 决 的 一
道难题。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监测属于技术性较强
的工作，比较复杂，而现有标准在有些技术要求方

面 只 有 原 则 性 的 规
定，未根据地方特点

做出具体、细致的规定，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
要进一步地细化、补充和优化。”谭海剑表示。

此外，国内外土壤环境监测对象主要是农用
地和污染地块等，针对城市建成区的相对较少，已
有的研究较为零散，暂未形成系统的技术规范，相
应的技术体系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难以满足我国
城市建成区土壤环境监测工作的需要。广州市建
成区面积位居我国各个城市建成区面积前列，建
成区土壤环境安全与风险管控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年底前后，出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系列标准的第2部分“别看标准就这么薄薄的
一本，其凝聚的是土壤污染防
治领域无数专业技术人员的智慧，是可以填满几
个房间的海量资料和研究成果浓缩成的精华。”标
准主要制定人之一、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高级
工程师胡丹心说。

2017 年-2018 年，广州市作为全国首批开展城
市建成区土壤监测试点的 3个城市（北京市、南京市
和广州市）之一，摸索、研究出适合广州市的监测技术
体系，并深入开展广州市城市建成区土壤环境基础技
术研究与生态健康风险评价。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
城市建成区土壤监测领域的空白，为全国开展相关
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应用示范。

为将研究成果更好地应用于城市建成区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实际工作中，项目组结合广州土地

利用的现实需求，提出编制广州市地方标准《城市
建成区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想法。

2019 年 7 月，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广州市
环境技术中心在总结前期试点工作及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分别成立编制组，对项目进行申报，获得
广州市市场监管监督管理局广州市公共服务类地
方标准地方立项。

2019 年 7 月-2020 年 9 月，经过一年多的攻关，
编制组完成标准初稿撰写，并向生态环境部土壤
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监
测总站、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环境监测
中心等 50 多个单位（部门）征求意见；同时，在广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此

外，编制组通过向国
内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先进单位和专家征求意见、多次组织业内知名土
壤监测专家开展研讨和咨询等方式，极大地提升
了标准制定的水平。

今年 10 月 10 日，这一标准由广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和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正式批准发布；11 月
15日，标准正式实施。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下一步，广州
市将在此前工作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继续制定
相关配套技术标准，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土壤污
染防治技术体系。预计今年年底前后，将出台《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第 2 部分：污染修复方案编制
技术规范》。

多项创新填补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空白

◆◆周兆木 程海波章新建 鲁萍

近日，浙皖两省“流域共治、生态共
享”接力护水活动在云源港上游的淳安
县王阜乡举行。在活动现场，浙皖毗邻
的多个乡镇分享交流了 2019 年度护水
治水成效，共同探讨今后流域共保共治
思路；淳安县王阜乡和歙县金川乡签订
了跨流域生态保护合作示范项目和流域
共治协议书。

这是浙皖两省不断加强水质保护和
生态流量管控合力，实现“流域共治、生
态共享”的重要举措之一。

常态化开展共保工作，合
力不断加强

云源港发源于安徽省歙县金川乡搁
船尖东麓，属于省级美丽河湖，也是千岛
湖的第二大支流，全长 62 公里，总集雨
面积 257平方公里。

近年来，云源港流域的王阜、金川等
乡镇坚持“流域共治、生态共享”，积极探
索跨省流域保护联动工作机制，通过各
项有效举措，使云源港断面水质常年保
持 Ⅰ 类 标 准 ，饮 用 水 水 源 达 标 率 为
100%，为浙皖毗邻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

随着淳安县和歙县党委政府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工作力度的加大，
王阜、金川两乡形成明确联络员、信息快
速沟通、会议及磋商交流等跨区域联动
运行机制。据统计，近 3 年来，两地共开
展联合执法巡查 13 次、联席会商 15 次，
联动治水走上新台阶。

今年以来，两乡实施皂汰溪水质断
面共同监测，常态化开展共保工作。上
下游乡镇还就生态流量等问题开展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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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会商，在县水利部门指导协
调下，断面水质保护和生态流
量管控的保护合力不断加强。

源头化治理，共同
规避生态环境风险

作 为 云 源 港 保 护 的 主 战
场，王阜乡坚守生态保护红线，
在坚决推动临湖项目整治的同
时，对现有工业企业和小水电
站 进 行 全 面 环 评 审 批 复 查 。
2018 年，通过互动协调，金川
乡 在 全 乡 范 围 内 开 展 砂 场 整
治，重点关停云源港源头仁和
村砂场一处；2019 年以来，持
续开展清退豆腐加工作坊、规
模生猪养殖场、养鸡场等行动。

此外，淳安县和歙县通过
加强项目推进，共同夯实保护
关口。王阜乡先后开展“百日
攻坚”“半月清零”“百日冲刺”
等行动，投入 900 余万元，实施
10 个村污水提升项目和沿湖

沿线污水处理终端湿地的无土
栽 培 改 造 等 。 金 川 乡 从 2018
年起不断加大环保设施提升改
造力度，在云源港源头，先后筹
资 600 余万元完善污水处理设
施、开展水库提升工程等。

上下游乡镇一手抓规定动
作 ，一 手 抓 示 范 基 地 共 建 共
享。2019 年，通过开展流域内
统防统治、推广使用配方肥、持
续推行农资单位实名制销售和
化 肥 农 药 废 弃 包 装 有 偿 回 收
等，有效减少入河面源污染。

今年 7 月，两乡启动共建
示范基地模式，由淳安王阜乡
提供种子种苗和技术指导，在
金川乡建设 100 余亩的跨流域
生态保护黄精种植示范项目基
地。基地产出的中药材统一由
王阜中药材企业收购，为深化
两地“以药治水”、减少面源污
染的绿色产业发展模式奠定了
基础。

上海市徐汇区开发建立的扬尘“智”理 AI平台今年 8月正
式上线后，目前已成为这一区域扬尘污染防治的 AI 主力军。
这一平台通过实时监控、自动形成工单、向城管部门转发相关
信息等方式，大大提升扬尘污染治理效率。图为这一平台提
供的实时监控数据。 上海市徐汇区生态环境局供图

本报记者季英德 通讯员章
国华 孙玉阳阳谷报道 走进山东
省聊城市阳谷飞轮挂车制造有限
公司，记者看到投资 350 余万元
购置的催化燃烧设备在正常运
转。公司总经理费振达介绍，含
有有机物的废气分解后得以达标
排放，处理效率达 90%以上。

各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升级
改造治理设施，是阳谷县大力推
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持续改善
大气环境质量的缩影。

阳谷县副县长杨廷军对记者
说：“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我
们及时调整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和专委会，充实完善县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先后组织
开展工业涂装行业、印刷行业、加
油站等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专项
整治行动。”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
局局长洪世璞介绍，今年 8 月和 9
月，阳谷县的臭氧浓度均为全市
最低。

图片新闻

开展涉VOCs排放专项整治，推动企业升级治理设施

阳谷县实现臭氧浓度聊城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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