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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
市蜀山区井岗镇
近日开展保护合
肥“大水缸”志愿
者公益活动，志
愿者协助河长参
与水资源保护、
水域岸线管理保
护，用实际行动
守护绿水青山，
共同维护辖区水
环境。
人民图片网供图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拉市海保
护区的督察整改成效，一定是“鸟进
人退。”

湛蓝的海水与天一色，丽江花
花色玫瑰庄园内游客如织。“哔～
哔～哔～。”工作人员的哨子声引
来了成群的海鸟在上空盘旋，游客
开始争相拍照。

“村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与鸟
儿亲密互动也是旅游项目，也可以
带来收入，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的意
识更强了。”玉龙魅力均良旅游服务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木金江说。

“在 2019 年冬至 2020 年春候鸟
越冬期，保护区通过监测发现，一个明
显变化就是候鸟安全度的提升。比如
赤颈潜鸭往年呈线性集中觅食，有近
百只负责警戒。但去年监测发现只有
20多天保持这种队形，也没有负责警
戒的候鸟了。”丽江拉市海湿地保护
管理局工作人员和晓卡介绍说。

资料显示，拉市海片区水质常
年保持Ⅲ类，保护区鸟类由 1997 年
的 57 个种类 2.5 万只增加到 2018 年
的 235个种类 12万多只。

环境改变的同时，拉市海的旅
游也从“傍水”发展为“依山”，品质
在不断提升。

“我们现在的旅游从海边往村
庄转移。比如以纳西民族文化为依
托，我们的打跳表演、纳西古乐、民

宿 小 院 等 ，让 游 客 的 体 验 更 多 元
化。”木金江介绍说，目前景区年接
待 游 客 12 万 人 、产 值 突 破 2000 万
元。均良下村群众户均年收入已突
破 10万元，人均收入达 3万元。

“通过建设栓马区，沿线放置马
粪收集箱，配备专人清运打扫，周边
的环境变好了。游客的数量在慢慢
恢 复 ，牵 马 村 民 的 收 入 并 没 有 减
少。”马帮传奇是目前运营的 7 个马
场之一，负责人赵宏光同样感受到
督察整改带来了效益。

数据显示，2019 年丽江全市接
待游客首次突破 5000 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首次突破 1000 亿元。2020
年国庆中秋假期，在严格执行景区
旅游接待上限不超过最大承载量
75% 的 前 提 下 ，全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127.69 万人次，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80%；旅游收入 15.88 亿元，恢复到
去年同期的 88%。

成 效 虽 已 显 现 ，但 任 务 还 很
艰巨。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丽江拉
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旅游方案》的要求，进一步促进拉市
海湿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在
确保当地群众收益的基础上，推动
拉市海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促进
拉市海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协调
发展。”李江涛说。

云南丽江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实现“鸟进人退”

两年整治，拉市海正在改变
◆本报记者童克难

南临黄海，北濒渤海，1038 公里长海岸线，5275 个
入海排污口，山东省烟台市在完成“查”—摸清底数、

“测”—水质检测、“溯”—污水溯源，厘清责任后，“治”
的大幕随即拉开。

作为生态环境部确定的渤海入海排污口专项整治试
点城市，烟台日前印发《烟台市入海排污口整治试点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到 2022 年，全面完成入海排污
口整治，完成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确定目标任务，并探
索形成在全国沿海地区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入海排
污口整治模式方法。

湿地涵养为入海河流生态补水
在龙口市黄水河污水处理厂南侧，总占地170亩的黄水

河生态湿地工程已接近完工，工人们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田字块状分割的坑塘被水生绿植覆盖，形如稻田。

作为《方案》确定的“355”工程（即打牢三个基础、做
好五项示范、打造“五个一”体系）中 5 项示范之一，入海
河流生态达标示范项目先期选择了龙口市泳汶河、黄水
河等入海河流，通过沿岸排海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建设
人工湿地等措施，有效管控陆源污染物排海。

“湿地工程采用潜流人工湿地+表面流人工湿地的
工艺，通过在湿地系统配置填料、基质，利用植物、微生物
的协同作用，实现对污水深度处理，将黄水河污水处理厂
一级 A 类再生水提高至Ⅲ类水标准，处理规模为 4 万 m3/
日。”龙口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烟台属于资源型缺水城市，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
487m3，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 1/5。”烟台市生态环境局副
局长王颖指着黄水河裸露的河床坦言，示范工程的实施
不仅能够确保入海河流水质持续改善；同时，通过再生水
补充到入海河流，将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紧缺状况，改善
周边水生态环境，补充流域地下水。

龙口市生态环境分局局长王继周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项目实施后，每年入河补源水量达 1000 万 m3，一级 A
类再生水提高至Ⅲ类水标准可削减化学需氧量总量约
438 吨/年、NH3-N 总量约 58.4 吨/年，具有突出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他表示，下一步，龙口市其他污
水处理厂也将逐步推广这一模式。

根除陆源污染，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多年来，借雨排污、雨污管网混接错接、初期雨水收

集处理能力差等“城市病”问题突出，岸上的水从哪儿来、
去向哪儿犹如一笔“糊涂账”。因此，城市雨污排口整治，
根除陆源污染“治岸”成为此次《方案》的重点。

烟
台
入
海
排
污
口
整
治
初
见
成
效

探
索
可
借
鉴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模
式

◆

本
报
记
者
徐
卫
星

在莱州市，文化街、文昌路地下综合管廊
及 其 附 属 设 施 项 目 就 藏 身 在 闹 市 区 地 下 。
宽、高各 3 米的地下管廊绵延 4 公里，整齐有
序地铺设了包含给水、中水、电力等管线。管
廊项目共铺设雨水管道 7800 余米、污水管道
8600 余米，形成了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

项 目 负 责 人 向 记 者 介 绍 ，莱 州 2018 年
起，实施文化街、文昌路地下综合管廊及其附
属设施项目，总投资约 6.03亿元。

莱州市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贾洪松介
绍，项目建成后可以减轻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负荷，提高处理效率，达到减少污水处理厂
投入的目的，雨季雨水不再进入污水管网，降
低了污水处理厂的瞬时水量，避免因雨水进
入污水管网而引起污水处理厂进水水量、水
质发生较大的波动。同时，缓解雨季城市内
涝问题，提升城市安全运行水平和城市抗灾
能力，进一步改善环渤海地区生态环境。

王颖表示，目前，烟台建有 19 处城市污
水处理厂，处理规模达到 115.8 万吨/日，全市
累计完成雨污分流改造 120 公里。他们将总
结示范经验，逐步在全市推进雨污排口整治
和污水处理厂治理工作。

打造现代渔业，养殖用水全循环
近年来，随着水产养殖业迅速发展，海水

水产养殖在沿海地区渐成规模。养殖方式主
要为池塘高密度养殖与车间工厂化养殖。按
照传统养殖方法，大量的残饵和粪便排入水
体，养殖尾水污染日益严重。

在位于莱州市三山岛街道的明波水产有
限公司，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工厂化
循环水养殖是陆基水产养殖最先进、最生态

的代表模式之一，通过高效物理过滤、气浮反
应净化、实时生物净化等过程，实现养殖用水
全循环。

走进企业现代化的工厂化养殖车间，水温调
节、饲料投喂全部实现自动化、无人化操控，融合最
新的物联网信息化平台实施全天候管控。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养殖所需每天
新水添加控制在 5%左右，与工厂化流水养殖
相比，单位水体密度增加 10 公斤以上，节能
69%、节水 95%以上，废水废气排放减少 95%
以上，避免了养殖尾水对近海环境造成压力，
代表着生态、节能渔业的发展方向。

“目前，烟台 12 个重点区市编制养殖水
域滩涂规划，落实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禁止
养 殖 区 的 管 控 要 求 ，清 理 非 法 养 殖 3 万 多
亩。”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海洋生态环境科科长
孙召波介绍，根据《方案》，烟台将重点围绕优
化池塘养殖方式、推行池塘尾水集中连片治
理、实施养殖尾水排放监控等开展示范。

“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在全市入海排污
口监测、溯源完成的基础上开展部分整治工
作，入海排污口整治初见成效；2021 年，完成
上述在内的 5 项排污口整治示范工程，形成
经验做法后推广应用；最终到 2022 年，实现
全面完成入海排污口整治工作的要求，建立
完善的入海排污口管理制度体系。”烟台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周俊表示。

截至2020年10月，烟台近岸海域水质优良
比例达到100%，比2015年提升约7个百分点；大
沽夹河、五龙河等26条重点河流水环境功能区
达标率为94.6%，45个重点监测断面水质优良比
例（达到或优于Ⅲ类）达到72.2%。

芦苇随风摇曳，水鸟翩翩起舞。冬季的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区呈现出美丽的景色。

曾经，游古城、看雪山、骑马、划船是游客来到云南省丽江市这
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一定会体验的经典项目。如今，拉市海保护区
内的划船项目已经被取消，海面从昔日的喧嚣，逐渐回归到原有的
和谐与宁静。

改变，从2018年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开始。两年时间，
拉市海保护区的整治已初见成效。

图为丽江花花色玫瑰庄园一角。 于天昊摄

成群的游客争相在海边拍照
留念，整治后的丽江拉市镇候鸟
湾，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

“禁止一切水上旅游项目，刚
开始是想不通的。”王金龙是本地村
民，早年间在外打工的他看到了家
乡发展旅游产业的前景，开始和村
民一起开发拉市海的旅游项目。

“划船到海里，吃一顿海上烧
烤。”王金龙坦言，之前吸引游客
的项目，正是依托了拉市海良好
的生态环境资源。

成 立 于 1998 年 的 丽 江 拉 市
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是
云南省第一个以湿地命名的自然
保护区。2005 年水库扩容之后，
拉市海湿地由季节湖泊变成了保
持一定水位的高原湖泊，成为丽
江主城区的重要水源地和生态保
护重点区。

“真金白银”的收入伴随着的
是向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王金
龙逐渐发现，身边的环境正发生
着变化：作为候鸟迁徙主要区域
的拉市海，鸟儿们离岸边越来越
远，数量和种类也好像有所减少。

2018 年，拉市海保护区的问
题集中暴露。6 月被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回头看”指出拉市海存在
保护区核心区违建和旅游经营活
动问题突出；9 月因整改工作被
生态环境部约谈；10 月 13 日再次
因整改存在问题被央视《东方时

空》曝光。
2018 年，成为丽江市以及拉

市海依托自然资源发展旅游经济
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10 月 13 日晚第一时间作出
批示；10 月 14 日直奔文笔海、拉
市海，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发
现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现场督办；
多次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
相关问题。被“点名批评”后，丽
江市委书记崔茂虎、市长郑艺多
次对督察整改工作亲自过问和靠
前指挥。

“一把手”的“动作”，向各级
党委政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
号，那就是督察整改是一项政治
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

“丽江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
大的潜力在生态，最大的责任也
在生态。”类似的话，崔茂虎在不
同场合曾多次提到。

“要把这次问责作为镜鉴、作
为警醒，汲取深刻教训，举一反
三，奋发有为，认真扎实抓好整改
工作。”市长郑艺在多次现场检查
督办时提出。

“世世代代都靠这片海为生，
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保护，什么是
红 线 。”王 金 龙 的 话 ，很 具 代 表
性。“通过政府的宣传教育，耐心
讲解、座谈等，我们才慢慢明白，
我们之前吃的是子孙饭，督察整
改就是为了给子孙留饭吃。”

站位和思想上的改变，最直
接的体现就是行动上的改变。

“以今年的全面禁渔为例，通
过前期耐心、细致的工作，我们用
非常短的时间完成了全部工作，
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是因为‘想通
了’。”拉市镇镇长和丽华说。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两年时
间里，一系列大规模的拆违和整
治行动一直在继续。

截至目前，保护区已累计拆
除核心区和季节性核心区违章建
筑 93154.88 平方米，原有 54 个马
场目前仅剩 7 个，旅游马匹控制
在 1500 匹。

“从 2018 年 10 月 9 日起，全
面禁止拉市海水上旅游活动，已
于 10 月 25 日完成旅游船只收缴
工作，收缴船只及附属设施 1.3 万
件。”和丽华介绍。

从最初“想不通”，到逐渐理
解和支持，村民思想上得以转变，
除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强力措施和
耐心、细致的工作外，另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两年来的“边拆边建。”

“按照整改要求，我们对打渔
村 14 户经营户进行了拆除。”拉
市海景区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拉
市镇党委书记李江涛介绍，针对
违建项目拆除对村民收入存在一

思想在改变：从“不懂红线和保护”到“给子孙留饭吃”

行动在改变：从“私搭乱建”到“边拆边建”

环境在改变：候鸟从“只可远观”到“亲密互动”

定影响的现实问题，拉市镇党委、政
府对打渔村 796.518 亩集体土地进
行资源整合，群众自愿将集体土地
收归集体统一经营，发展村集体经
济。

14 户经营场所及 34 户农户的
原址上，环湖截污工程的施工正在
继续。

据了解，按照整体规划要求，拉
市镇区域与所属南尧、美泉、海东等

6 个村委会及规划新区将规划服务
面积 9km2（远期规划面积 15.5km2）
的环湖截污工程，以减轻拉市海水
体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

“此外，拉市海打渔村迁建项目
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进入绿化
工程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涉及 36
户村民。”李江涛介绍说，工程完成
后，村民的居住环境将有一个整体
提升。

本报讯 福建省晋江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公布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11 月，晋江市的空气优良率
为 100%，大气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和
二氧化氮三项污染因子浓度的年日均值分别为
0.04mg/m3、0.004mg/m3、0.017mg/m3，空 气 质 量

大幅度提升。
“十三五”期间，晋江市始终坚持以持续改善

环境质量为目标推进重点减排工程建设，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等得以大量削减。大力实施“集中
供热”工程，不断完善晋江热电厂供热廊道，新增

供热管网 48 公里，新建晋南热电厂，印染、电镀、
制革三大集控区 均 完 成 集 中 供 热 。 大 力 推 进
工 业 燃 煤 锅 炉 淘 汰 ，在 泉 州 市 内 率 先 重 新 划
定 高 污 染 燃 料“ 禁 燃 区 ”，面 积 从 原 来 的 14.51
平 方 公 里 扩 大 到 159.1 平 方 公 里 ，扩 容 11 倍 ，
新 增 淘 汰 燃 煤 锅 炉 590 台 、2776.7 蒸 吨 。 强 化
机 动 车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加 快 淘 汰 黄 标 车、老 旧
车 辆 ，共 淘 汰 黄 标 车 14057 辆 ；完 成 高 排 放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禁 行 区 划 定 工 作 ，建 立 机 动 车
排 放 检 测 与 强 制 维 修 制 度 ，2019 年 在 用 车 全
面实施新国标。

蔡崇玺

晋江前11月空气质量大幅度提升
“十三五”期间坚持推进重点减排工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