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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西安首座厂内污泥终端处置
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投产运行

日处理市政污泥约 30吨，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异味

四川：“十四五”基本实现危废收集全覆盖
到 2022年底，全省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达 108万吨/年

为将入河排污口“查清楚”“数明白”，生
态环境部采用了三级排查模式：第一级排查
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按照“全覆盖”的
要求开展技术排查，分析辨别疑似入河排污
口；第二级排查组织人员对发现的疑似排污
口进行徒步现场排查，核实确定排污口信息；
第三级排查组织业务骨干对疑点难点进行重
点攻坚。

在摸排中，重庆试点地区首先通过向相
关部门、镇街、村社搜集资料，对辖区内水系、
市政管网建设、产业分布等进行初步了解，关
注重点区域；其次，利用技术手段，如无人机
航拍进行全面排查，覆盖人力难以到达的区
域；接着，分网格采取“地毯式”排查，以村社
为单位，逐个排查区域内所有排污口，同时进
行监测、溯源工作。

“在排查和溯源中，CCTV 闭路电视、管
道潜望镜（QV）、管道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
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两江新
区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员孙国俊说，但是植
被过于茂密会掩盖排污口，或是受地理环境
影 响 ，有 的 排 污 口 在 排 查 过 程 中 很 难 被 发
现。这个时候，就要发动基层力量，当地人更
了解地形地貌，也更加了解产业分布及居民
点情况，便于溯源。

散居的居民点是排查的另外一个难点。
“居民散居，排水量就会很少。水量达不到的
话，按照监测规范是很难监测的，但依然不能
排除污染。这个时候，就得借助更多的辅助
监测仪器。”渝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的执法人员杜杰说。

克服重重困难，2019 年 11 月，重庆市全
面完成排查、监测、溯源阶段工作，核实发现
长江入河排污口 356个。

大数据赋能
入河排污口应查尽查

投入30亿元开展系统整治，入河排污口水质持续变好

发现排污口存在的问题只是第
一 步 ，如 何 进 行 治 理 才 是 重 中 之
重。两江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蔡
建宁介绍，为提高各环节运行效率，
两江新区坚持科学治污、对症下药，
在监测、溯源的基础上，将入河排污
口整治与小流域综合治理紧密衔
接，从污水排放控制到管网建设、生
态修复、流域治理等全过程统筹考
虑，将陆续投入 30 余亿元，系统实
施综合整治。

位于两江新区悦来桐子 湾 附
近的入河排污口的污水主要来自

悦来生态城片区，上游方家坪路、
谢家岩路等地的雨水也经此流入
嘉陵江。“这片水质被污染一方面
是因为雨天道路污染物混入，另一
方面是城市生活阳台上洗衣机等
产 生 的 污 水 直 接 进 入 雨 水 管 道 。
后一个问题是以前经常被大家忽
略的。”蔡建宁说。

为解决这一问题，两江新区在
规划悦来生态城片区时采用了“海
绵城市”理念，严格落实城市、小区、
住户雨污分流措施，强化雨污管网
工 程 质 量 ，实 施 道 路 初 期 雨 水 控

制。同时，两江新区生态环境局加
强日常管理，严格整治建筑工地污
水乱排现象，定期开展排口水质监
测。如今，这处排污口的水质一直
稳定在 I-III类水质。

“我们在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的同时，还结合全市打击
偷排直排乱排专项行动等推进问题
的及时发现和解决。今年共计排查
工业企业、在建项目、餐饮单位等点
位 1023 个 ，发 现 污 水 排 放 问 题 55
个，目前所有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蔡建宁说。

多部门协作，排查点位22万个，完成整改5606个

“任务清、权责明、配合快，多部
门通力协作，是我们开展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工作的一大法宝。”两江
新区生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排污口不仅由各整治责任单位
组织验收监测，推进达标销号，还结
合巡河制度将排口纳入河长日常巡
查监管，并实施长期动态监控预警。

以康美街道麦田坝金海湾公园
入江景观排口的整治为例，来自上
游的施工废水和餐饮游摊废水，让
这里成为典型的城市雨洪排污口。
为解决这处排口在第二级排查时存
在现场快检氨氮、总磷指标异常，排
污口处残留大量餐厨垃圾等问题，
两江新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开
展了溯源排查。通过督促工地规范

施工废水和营房生活污水的处理和
排放、劝离游摊等一系列工作，目前
已完成整治，并且水质优于地表水
Ⅲ类，在嘉陵江畔形成一处具有景
观和排水功能的雨洪排口。

截至目前，两江新区需要整治
的 56 个排口中，已完成整治 30 个，
剩余排污口预计在 2022 年底完成
整治。渝北区需要整治的 21 个排
污口已全部完成整治。

此外，重庆在沿江 23 个区县全
面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目前，重庆已累计出动人员 23 万余
人次，全空间航飞排查山地面积近
5000 平方公里，全时段排查甄别三
峡库区丰水期和枯水期排污口，排
查 点 位 22 万 余 个 ，发 现 问 题 5625

个，完成整改 5606 个。据了解，无
人机航测项目还获得“2020 地理信
息产业优秀工程银奖”。并建成排
污口综合查询、智能预警两个大数
据系统，初步实现排污口“一张图、
一张网”智能化监管。

“2020 年 1—11 月，重庆 42 个国
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7.6％，优于
国家考核目标 2.4个百分点。连续 4
年在国家“水十条”考核评价中排名
全国前列。未来，重庆市将继续坚持
水陆统筹，不断完善体系建设，提升
智慧管控手段，高标准、高质量、高水
平做好长江入河排污口试点工作，确
保清水入河，为建设成为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贡献生态力量。”重庆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入河排污口连着河流和陆地污染源，是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最后一道“关”。
2019年2月，生态环境部决定用两年时间，在长江经济带11省市内，以长江干
流、主要支流及太湖为重点，完成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重庆两江新区和渝北区
是全国首批试点地区。

“没整治以前，水面上经常有泡沫、塑料袋等各种漂浮物，还有厚厚一层水
藻。现在好了，库底的黑泥和垃圾都清理干净了，还经常有水鸟嬉戏，水清岸绿的
长田沟又回来了。”说起长田沟水库最近的变化，在附近居住近6年的张先生很欣喜。

长田沟水库位于跳蹬河流域上游，最终流入嘉陵江。去年，两江新区将入河排污
口整治工作与流域综合治理相融合，对周边管网实施截污改造，雨水径流控制，对水库进
行生态修复、岸边景观绿化提升，为土堤河岸修筑生态挡墙，实施流域智慧管控……一系列
整治措施迅速展开。

大数据赋能大数据赋能，，对对问题精准施策问题精准施策，，多部门协同共治多部门协同共治

入河排污口怎样排查整治入河排污口怎样排查整治？？
来看重庆试点经验来看重庆试点经验

◆◆本报见习记者程竹青本报见习记者程竹青

图为排查人员根据入河排污口查询 APP 开展人工
一级排查。目前，重庆市三江流域已排查发现入河排污
口 4240 个。 新华社供图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提
到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大家的
第一印象绝对是臭。可是，在陕西
省西安市蓝田滋川水质净化厂，这
臭臭的污泥竟然成了宝。

走进厂内，记者首先看到的是
3 个格外醒目的白色“大罐子”。“这
就是新型智能高温好氧生物发酵设
备。”陕西正和盛坤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炳坤介绍，吃进去“惹人
嫌”的污泥，吐出来的是“营养土”。

通过引进日本高温好氧生物发
酵技术，并改进研发出适用于陕西
本地市政污泥处理设备，将污水处
理厂产生的污泥和禽畜粪便、餐厨垃
圾、农田秸秆等按照比例搅拌，投入设
备后，经过 7 至 12 天的发酵，黑色的

“营养土”便可从成品仓库出料口出料
并装包，用作市政道路绿化、土壤改
良、花卉种植、经济林木栽种等。

跟随张炳坤的脚步，记者来到
干净明亮的厂房内。在这里看不到
污泥，也闻不到臭味，监测“大罐子”
的智慧显示屏实时显示着罐内温度
变化等信息。张炳坤告诉记者，3
台新型智能高温好氧生物发酵和配
套设施组成的厂内污泥终端处置资
源化综合利用项目是完全密闭式
的，加之采取先进的处置工艺，整个
过程并没有产生任何异味。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废水也在污水处理厂厂
内实现循环利用。

目前，这一项目已通过环保验
收且投产运行，日处理市政污泥量
约 30 吨，可从根本上解决蓝田县城
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难的问题。
同时，项目协同处置了禽畜粪便、餐
厨垃圾、农田秸秆等城市有机废弃
物，实现一站三用的多元化资源化
处置利用新途径。

广东21地市空气质量均同比改善
前三位依次为汕尾、湛江和阳江市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生态环
境厅官网发布 2020 年 1-11 月全省
城市空气和水环境质量及排名情
况，全省空气优良天数比例（AQI达
标率）为 95.4%，同比上升 5.9 个百
分点，其中，珠三角地区 AQI 达标
率 为 92.8% ，同 比 上 升 9.5 个 百 分
点。21 地市空气质量同比均有所
改善。

全省 PM2.5平均浓度为 21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5 微克/立方米；
珠三角地区平均浓度为 20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25.9%。另外，臭氧
和 PM2.5 作为全省首要污染物的比
例分别为 75.3%和 11.8%。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
名，前三位为汕尾、湛江和阳江市，

总体来看，21 地市环境空气质量同
比均有所改善。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精准治理，
咬定 AOI 达标率不放松，全力推进
大气污染防治。”省生态环境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0 年年初广东省就
整合院士团队成立“硬任务”攻关攻
坚中心，重点实现 AQI 达标和臭氧
防控。同时，委托高校技术团队组
建城市工作组，精准指导广州、佛
山、东莞等 11 个重点城市，并组建
帮扶组分别对广州、佛山、东莞、中
山和江门等 5 市实施驻点帮扶，还
派出 8 个调度组对其余 16 市每月开
展现场督导，形成“目标—措施—执
行—评估”闭环管理机制。

辛文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赵惠
娟 吴立鹏 陈晴晴滨州报道“ 起
飞”！ 在山东省滨州市生态环境指
挥中心的百里之外，一架垂直起降
的多旋翼无人机接到命令后，开始
执行首次渤海湾海岸线固体废物专
项巡查任务。滨州市依托无人机

“千里眼”替代传统巡湾的有益尝
试，开辟了全省海上巡湾的新路径。

相 较 于 传 统 的 车 辆 和 徒 步 巡
查，无人机巡查效率高、范围广，实
现了海陆全覆盖。滨州市仅用 4 天
时间，就巡查完无棣县至沾化区的
238.9 千米海岸线，共解译 115 处固
体垃圾废物，其中无棣县发现垃圾
点 37 处 ，涉 及 垃 圾 区 域 总 面 积
12456.21㎡；沾化区发现垃圾点 78
处，涉及垃圾区域总面积 13884.36
㎡，共清理各类垃圾约 1.3吨。

为了提高海洋垃圾巡查效果及
效率，滨州市结合海岸线现状和生
态环境局指挥中心建设情况，研制
出了一套可远程控制、图像实时回

传、数据实时处理的无人机海湾巡
查系统，充分利用无人机高效、高精
度、高时空分辨率的特性，能够做到

“巡查横到边、纵到底,不留死角”。
改 造 升 级 后 的 无 人 机 ，拥 有 超 过
10kg 的载重能力，能够抵抗 6 级海
风、飞行速度达到 30m/s，同时在无
人机系统中集成 4G/5G 双通讯模
组，采用航空摄影测量相机与 30 倍
光学变焦云台，精准锁定海洋垃圾
空间坐标，回传数据及时准确，识别
度高，确保能够找到并清理垃圾。

今后，滨州市将继续开发利用
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加密加强海
上巡查，做到近海、滩涂不落空。与
滨州市智慧环保综合监管平台相连
接，通过大数据传输，将历次巡查通
过云端进行储存，实现高科技手段
和海上环卫相结合，做到垃圾及时
发现，及时清理。建立近岸海域垃
圾污染防治常态化体系，实现“清洁
渤海、生态渤海、安全渤海”的目标，
持续改善渤海生态环境质量。

无人机巡湾 海洋垃圾无处遁形
滨州市仅用 4天完成 238.9千米海岸线专项巡查

◆◆本报记者王小玲

“到 2022 年底，全省危险废物集中
处置能力达到 108 万吨/年，危险废物综
合利用能力达到 210 万吨/年；废铅蓄电
池规范收集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危险
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抽查合格率达到
90%。”

近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
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银昌透露，为全面
加强四川省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省人民
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管
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近年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不断“修
炼内功”，把重点放在“提升危险废物环
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环境风险防
范能力”上。“十四五”期间，将基本形成
布局合理、管理规范、技术先进、能力充
足、收集全覆盖的危险废物收、转、运、处
体系。

提升危废环境监管能力
在全国率先建立危废跨省转

移“白名单”

从整体上看，四川危险废物来源广、
种类多、数量大，产生量逐年增加。2019
年全省危废产生量约 390万吨，同比增长
8.3%，位居全国第六位，产生类别涉及《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46大类中的40种。

如何“转危为安”？四川省生态环境
部门从依法开展危险废物行政许可审
批、完成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试点、开展
省际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合作入手，为 25
家企业核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办理

危险废物跨省转移 741批次，约 60万吨。
完成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试点，为 31

家企业核发废铅蓄电池收集经营许可证，
设置收集网点 222个，核准收集经营规模
70.2万吨/年，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和社会
源废铅蓄电池收集转运难等问题。

同时，与周边 6 省市签订危险废物
联防联控监管合作协议，在全国率先与
重 庆 等 4 省 市 建 立 危 险 废 物 跨 省 转 移

“白名单”合作机制。截至目前，已通过
“白名单”快捷办理跨省转移废铅蓄电池
4.7 万吨，是 2019 年废铅蓄电池跨省转
移总量的两倍。

提升危废利用处置能力
整合优化处置设施布局

记者获悉，四川在实施《四川省危险
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2017-2022
年）》（以下简称《规划》）3 年来，危险废
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显著提升。

其中，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由 9.36 万
吨/年提升到 70.32 万吨/年，增幅 651%，
医疗废物处置能力由 5.02 万吨/年提升
到 11.61万吨/年，增幅 13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12 月 4 日，经四
川省政府同意印发了《四川省危险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2017-2022 年）
中期调整方案》，在全省规划了 19 个危
险废物集中处置项目，5 个协同处置项
目，43 个医疗废物集中处置项目，规划
调整 13 个危废集中处置项目，新增 10 个
医废处置项目。

“规划实施过程中，特别是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发现部分规划项

目布局不尽合理、个别市（州）医疗废物
处置短板突出等问题日益凸现，为此，我
们及时开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李银昌
说，通过整合优化处置设施布局，出台

《规划中期调整方案》。
“以五大区域经济板块为重点，统筹

调配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将构建“优化
配置、五区协同、统筹兼顾、防范风险”的
处置体系。例如，在巴中、甘孜州、阿坝
州等产废量较小的地区不再单独规划处
置设施，通过区域联动、设施共享实现危
险废物安全处置。

同时，建立危险废物综合利用信息
公开和投资引导机制，开展危险废物集
中收集试点，破解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单
位危险废物收集转移难等问题。

提升危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全省共排查企业 960 家，排查

问题 1073 个

在 2019 年工作基础上，四川印发了
《四川省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重点对化工园区、重点行业企
业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实施“六查”，力
争用 3 年的时间，总体解决危险废物突
出环境问题，有效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
隐患。目前，全省共排查企业 960 家，排
查问题 1073 个，正在进行有序整治。

危险废物环境应急演练也在持续进
行。依托“天府行动-2020 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演练”，模拟危险废物泄漏事故，
开展联合应急处置，着重锤炼省、市、县
三级部门生态环境应急队伍。

此外，2020年 6月-10月，生态环境厅

联合多个部门开展了严厉打击包括涉废
铅蓄电池在内的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共查获废
铅蓄电池违法犯罪案件 21起，涉及 205吨
废铅蓄电池；查处各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
案件141起，处罚金额229万余元。

全面提升危险废物“三个能力”
“十四五”基本实现危废收集

全覆盖

为全面提升危险废物“三个能力”，
2020 年 11 月 30 日，《指导意见》正式出
台，对压实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事业
单位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破解
社会源和中小企业危险废物收集难题，
建立危险废物精细化管理体系，消除危
险废物环境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指 导 意 见》明 确 了 13 条 工 作 任
务，实施动态建立重点监管源清单、严
格项目审查审批、健全收集体系、提升
信息化管理、优化处置设施布局、推进
项目建设、健全联防联控联治和环境应
急处置机制、开展化工园区和历史遗留
问题排查整治、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等多
项举措。

“在‘十四五’期间，将基本形成布局
合理、管理规范、技术先进、能力充足、收
集 全 覆 盖 的 危 险 废 物 收 、转 、运 、处 体
系。”李银昌介绍，下一步，生态环境厅将
推进《意见》实施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
题整改，强力推进规划项目建设。还将
加快推进《四川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条例（修订）》立法。

永年变“废坑”为“美景”
为逐步增容的邯郸北部新区打造一处“城市之肾”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冯涛
张雷坤邯郸报道 环湖路两侧杨柳
依依，环湖自行车道、滨水慢步道、
亲 水 栈 道 蜿 蜒 向 前 ；湖 内 鱼 游 鸭
戏、群鸟起落，从早到晚来这里休
闲的游客络绎不绝……这是记者
近日在河北省永年洺湖公园看到
的景象。

洺湖公园位于邯郸市永年城区
东 部 建 安 街 南 侧 ，总 占 地 3000 余
亩。然而，任谁都无法想象，这样一
个如诗如画的地方，4 年前竟是个
臭名远扬的“废坑”。

记者了解到，此处原名龙泉湖，
实为洺河缓洪区，场区缓洪容积为
762 万立方米。因洺河常年干旱，
这一区域逐渐成为废物堆积、垃圾
抛放的脏乱坑。特别是每逢大风天
气，更是尘土闭眼、垃圾满天，路过
的行人深受其苦，怨声载道。

为 彻 底 解 决 这 一 突 出 环 境 问

题，2017 年 3 月，永年区委、区政府
决定投巨资、下大力对洺湖进行治
理 ，实 施 洺 湖 水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工程。

洺湖水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总投
资 3.3 亿元，按照水环境治理和生态
保护理念，借用湖旁日处理 7 万吨
污水处理厂产生的中水，实施了废
旧缓洪区治理并形成湿地。湖面占
地达到 1000 亩，蓄水容积约 200 万
立方米，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为逐步
增容的邯郸北部新区打造一处城市
之肾。

目前，洺湖生态湿地已雏形初
现。在这里，污水处理厂排放的中
水经植物净化后变废为宝，进行回
用。不仅如此，洺湖生态湿地还东
连广府古城 5A 旅游景区，西接朱
山、佛山美景，为邯郸主城区打造
出 了 一 条 宜 居 宜 游 宜 业 绿 色 旅
游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