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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提前两年完成19条黑臭水体的整治任务，家门可以天天打开

苏州河滨水岸线基本贯通
沿线各段将因地制宜打造更多具有“烟火气”的功能节点

▲图为治
理后的南河全
景。

◀图为南
河流域正在实
施截污纳管工
程。

资料图片

“家家生火，户户冒烟”成为历史
太原市农村清洁取暖改造用户已超过 1.1万户

谈起四川省广元市南河的前后变化，家住利州区南河街道郑州路65岁的罗银
生直言：“现在南河水清岸绿，环境真的可以了。我前5年绕着河边走，后5年靠着
河边走。”从“绕”到“靠”，罗银生10年来散步线路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南河水质10
年治理实现的“三级跳”。

据生态环境部国家水质自动综合监管平台发布的地表水水质实时数据显示，
目前南河水质持续稳定为I类。而“十二五”期间，南河水质为Ⅲ类。

发源于朝天区的南河，干流长79km，是嘉陵江左岸的一级支流，流域面积1076k㎡，
有近1/3的河段流经广元城市人口密集区，南河水质何以能持续稳定向好？

南河是嘉陵江的支流，嘉陵
江 又 是 长 江 的 一 条 重 要 支 流 。

“我们必须保持‘一江清水出广
元、入长江’”。 广元市委书记
王菲掷地有声。

广元市是嘉陵江上游的重
要 生 态 屏 障 。 多 年 来 ，历 届 市
委、市政府都把“生态立市”放在
发展思路之首。市委七届二次
全会明确提出：推进绿色发展、
实现绿色崛起、建设中国生态康
养旅游名市。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因污
水收集管网不全、污水处理厂运
行效果不佳等原因，南河被污染
的风险较高。

2010 年开始，广元市委市政
府决心用 3 年时间治理南河流

域水污染问题，并通过实施建设
上石盘电航枢纽工程、加快城市
黑臭水体综合治理等项目，构建
起南河流域“厂—网—湖”一体
化全域整治体系。

“广元连续 3 年将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作为全市 30 项重点民
生实事之一，多部门联动协调推
进。”广元市城乡住房和保障局
供排水事务中心工程师刘易见
表示。

数据显示，近年来，广元在
南河流域累计投入 20 余亿元，
实施追根溯源、源头整治和截污
纳管等工程，清理淤泥 50 余万
立方米，建设改造主支管网 220
余公里、岸线堤防 20 余公里，建
成绿化景观 22万平方米……

其中，位于南河上游的昭化
区近 3 年新建集镇污水处理站
13 个、污水管网 26 公里，改造老
旧管网 22.5 公里，完成泉坝污水
处理厂技改扩能。

昭化区泉坝污水处理厂厂
长李伟说，技改扩能后，污水处
理厂日处理污水从 5000m3 提升
到 10000 m3，确保南河入水水质
不下降。

近 年 来 ，广 元 市 主 城 区 新
建雨污管网 99.5 公里，改建供水
管网 30 公里。一系列南河治理
举 措 陆 续 出 台 ，广 元 市 黑 臭 水
体 综 合 治 理 进 程 明 显 加 快 。
通 过 整 治 ，南 河 沿 线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不 断 完 善 ，环 境 面 貌 正 大
幅改善。

累计投入20余亿元，实施源头整治和截污纳管等工程

“老乡，现在治理了黑臭水
体，你们感觉怎么样?”

“现在环境好了，我家的门
天天都打开。”广元市利州区上
西街道办事处皇泽寺社区居民
韩章环说。

韩章环住在皇泽寺社区，门
口 100 米外就是曾经的黑臭水
体韩家沟。“以前一到夏天就会
闻 到 很 刺 鼻 的 味 道 ，特 别 是 中
午，完全不敢开门吃饭。”不过
现在，韩章环告诉记者，随着韩
家沟的治理，以前的黑水沟成为
了景观带，再也不臭了。

这是广元 19 条黑臭水体治
理的缩影。

据 了 解 ，广 元 共 有 19 条 自

然黑臭水体被录入全国城市黑
臭水体整治平台。2018 年年底，
广元市建设和改造主支管网 220
公里，提前两年完成了 19 条黑
臭水体的整治任务。

在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上 ，广 元
市 加 快 推 进 农 村“ 厕 所 革 命 ”。
采 取“ 农 户 自 筹 、政 府 奖 补 ”的
方式，利用新建三格化粪池、改
造 沼 气 池 、完 善 水 冲 式 厕 所 等
多 种 形 式 ，对 农 村 厕 所 进 行 无
害 化 处 理 。 目 前 ，南 河 沿 岸 农
村 厕 所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达 90％
以上。

“我们在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中厚植绿色发展理念，进
一 步 加 大 了 对 南 河 的 保 护 力

度。”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赵廷延
举例说，“十三五”以来，广元在
南河城区段建设水质自动监测
预警站，24 小时不间断加密监测
水质变化；在南河上游荣山镇布
设南河背景断面、入城区前布设
趋势分析断面，定期对各断面水
质进行分析研判，枯水期加密监
控，实现动态掌握水质变化，及
时解决污染问题。

“我们监测的是南河汇入嘉
陵江水源的氨氮、总磷等 9 个参
数。”长江流域南河广元南渡站
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工程师赵
俊成说，“这些数据 24 小时实时
监测上传，真实地反映了‘母亲
河’的水质情况。”

落实多级河长制，将6类14个问题列入
工作清单推进解决

嘉陵江、南河与广元市主城区相伴相依。2016 年，上石
盘电航枢纽工程下闸蓄水，广元市城区迎来了水域面积相当
于两个西湖大小的栖凤湖。

当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针对南河作为跨区域河流的实际情况，广元市决定由市
委副书记、市委常委 2 名市级领导担任市级河长，相关县区、
沿线乡镇、村社均配备河长，出台了《南河一河一策管理保护
方案》，编制了《南河河长制工作清单》，将 6 类 14 个问题以清
单形式列表推进，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和时限要求，实施
动态管理，实行问题挂账销核退出机制，常态化进行河道
保洁。

市栖凤湖事务中心主任宋大强表示，2020 年，为了让南
河“碧河清水”“滩岸整洁”，他们将栖凤湖在南河的保洁水面
划分为 4 个区域，安排 5 艘保洁船动态巡回保洁；在岸坡实行
分段管理，每 1段 1个人动态巡回保洁。

同时，为了更好地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广元市持续加强与川陕甘结合部、川东北地区和重庆市
有关区县的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协同推进环境污染联
防联控联治，协同推动流域重大生态修复治理工
程，共筑生态安全屏障。

下一步，广元市将把南河流域作为建设
高品质生态康养“后花园”的核心区域,通
过持续强化嘉陵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
确保良好的生态环境底色越来越熠
熠动人。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新
安装的壁挂炉 10 分钟暖气片就热
乎乎的了，以后再不用每天掏煤渣
了，干净又省心。”山西省太原市清
徐县集义乡中辽西村，55 岁的村民
姚俊仙摸着卧室里热乎乎的暖气
片，笑得合不拢嘴。这个冬天，随着
中辽西村“煤改气”工程通气点火，
535 户村民从此告别了千百年来烧
煤做饭、取暖，“家家生火，户户冒
烟”的历史。

“以前烧煤时，每天漫天飘‘煤
花子’，一刮风就往家里飘，洗好的
衣服都不敢晾出来”。谈到“煤改
气”带给她最直观的感受，姚俊仙滔
滔不绝。

“实施‘煤改气’后，每户只需
掏 1900 元 ，按 规 定 每 家 配 备 一 个
燃气壁挂炉和一个燃气灶。”清徐
县集义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采
暖期政府给予每户 2250 立方米燃
气 补 贴 ，其 中 燃 气 量 小 于 1500 立

方米，政府每立方米补贴 1.36 元；
燃 气 量 大 于 1500 立 方 米 ，但 小 于
2250 立 方 米 ，超 过 部 分 政 府 补 贴
1.1 元/立方米。

到了做饭时间，姚俊仙起身走
进厨房，打开燃气灶，随着“噗噗”的
声响，蓝色的火苗便映入眼帘。

“我以前做饭都是用火炉，烧木
柴，厨房被熏得很黑，做饭又很慢，
现在通了天然气，捡柴火成为历史
了。”姚俊仙快人快语。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往年烧
煤主要为取暖，一个冬天烧煤 3 吨
左右，花费 2000 元，现在换成燃气，
一个冬天要花 5000 元。“虽然贵了
点，但在可承受范围内”。

清洁取暖作为太原市一项重大
的民生工程，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全市农村清洁取暖改造用户已超
过 1.1 万户，为太原美丽乡村建设和
冬季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投资7亿元破堤通海，为海洋生物缩短30多海里的洄游路程

温州洞头区深入推进蓝色海湾整治

本报记者朱智翔 晏利扬 通讯
员尤建明 殷诚聪温州报道 建好的
大堤为何又要拆个口子？日前，随
着开工令下，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
灵霓大堤坝头段在机械作业下逐渐
被撕开口子，海水顺势涌入并慢慢
贯通瓯江口南北两片海域。在灵霓
大堤上打开的口子，将给洞头人民

“吃海”带来新希望。
灵霓大堤曾经改变了洞头发展

面貌，为这里的临港产业和文旅产
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但实心大堤
建成后，瓯江口海域被隔为南北两
片，阻断了凤鲚、鲈鱼、鳗鲡、日本对
虾等生物的洄游通道，导致该海域
海洋生物多样性连年下降，甚至影
响到紫菜养殖这一支柱产业发展。

海洋生态产业的受挫让洞头开
始思考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破堤通海”工程成了洞头对此
的落地实践，其投资近 7 亿元对灵

霓大堤“动刀”，持续深入推进蓝色
海湾整治。

“破堤通海，将拆除 240 多米长
的堤坝，挖开两岸滩涂，改建一座桥
梁，可为海洋生物缩短 30 多海里的
洄游路程。”洞头区蓝色海湾整治项
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昌达介
绍，随着海水贯通带来营养源，洞头
还将推进万亩红树林、十里湿地等
13 个项目建设，打造海洋湿地产业
园，让渔民真正在家门口实现“人海
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今后不用再绕岛远程育苗，每
年可节省万元成本。”当天闻讯赶来
的霓屿街道下社村紫菜养殖大户陈
时福满脸期待。

如今，随着当地海洋生态持续
修复，洞头地区生产总值平均每 5
年翻一番，年接待游客超 700 万人
次，洞头人正享受着保护海洋带来
的生态红利。

PM2.5年平均浓度下降至38微克/立方米

三河大气污染防治成绩单亮眼

本报讯 2021 年初，河北省三
河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交出一份亮
眼的成绩单：2020 年 PM2.5年平均浓
度下降至 38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
数增加至 259 天，重污染天减少至 7
天，空气质量一直稳定保持在廊坊
市前列。

作为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排
头兵，三河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大
气污染治理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对全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实施一系
列举措，坚持问题导向，坚守生态底
线，多措并举、多管齐下，锁定目标、
精准发力，打出一套“组合拳”。

首先，在“禁煤”上下功夫，市域
内的 178 户煤炭经营户全部予以关
闭,市域内煤炭销售网点、散煤存煤
全部“清零”。全市 10.4 万户完成气
代 煤 改 造 ，1.2 万 户 完 成 电 代 煤
改造。

其次，对油品严加管控。委托
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市内流通领域成
品油进行抽样检验，抽检了 434 个
批 次 ，合 格 431 批 次 ，合 格 率
99.31%，对抽检不合格的 3 批次的
成品油经营企业进行了立案查处，
依法进行处罚。

同时，建立“散乱污”企业整治
督查工作机制，成立工作专班，下设
10个督查分组，通过督查、巡查和暗
访，查找和解决全市“散乱污”企业
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累计出动
巡查人员 3000 人次，排查“散乱污”
企业 1236家，通过整治，共计关停取
缔企业 1170家,改造提升 66家。

此外，全面开展建筑工地扬尘
治理，个人拆建工地、市政工程、拆
违工地均由辖区或者主管单位严格
按照“六个百分百”的标准进行管
控，确保施工扬尘管控全覆盖。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新华上
海报道 日前，记者从上海市政府苏州
河两岸贯通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在全力
推动贯通工程基础上，今年以来上海市、
区政府协同开展沿河建筑、绿化景观等
综合整治工作，确保 42 公里全线水域、
陆域全面提升。

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具有丰富的
人文资源和滨水景观，是中心城区宝贵的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但由于历史原因，部
分单位、居住小区紧贴苏州河两岸建设，

形成了滨水公共空间的“断点”，不利于发
挥系统作用，也影响市民的贯通体验。

据透露，两岸贯通以后，未来将根
据滨河地区空间规划、资源禀赋等条件，
在推进贯通的同时，因地制宜打造更多
类型丰富、彰显活力、更具“烟火气”的功
能节点，逐步形成一河两岸“长藤结瓜”
的空间格局。例如，黄浦段的目标是结
合旧区改造和城市更新，把南苏州河沿
线打造成为一条有内容、有记忆、有活力
的海派博览风情带。

静安段的设计理念为，以“上海新地
标，梦回苏河湾”为目标，通过综合改造
提升，全线重点打造水岸阳台、河畔明
珠、历史画廊等多处滨水公共空间。

普陀段承担了苏州河贯通的“半壁
江山”约 21 公里的改造任务，围绕长寿
路、曹家渡、长风、长征等 4 个主题区段，
实现了沿河居民小区、文创产业园区与
滨水公共空间的融合共生。

截至目前，除个别区段和点位外（三
小区两断点），苏州河两岸 42 公里滨水

岸线已基本实现贯通开放。 其中，长寿
路桥断点正按北横通道的总体节点有序
推进；乌镇路桥断点正在抓紧施工，按计
划推进。

同时，相关区政府正在继续深化完
善剩余两个小区的开放方案，希望小区
居民能更广泛、更积极参与，建言献策，
共同谋划，早日把共同的家园打造得更
加优美，让更多市民共享成果。

据悉，下一阶段，上海将以黄浦江
45 公里贯通、苏州河 42 公里贯通为新起
点，以“十四五”规划为目标，以“民心工
程”为抓手，精心规划建设“一江一河”沿
岸公共空间和设施，实现岸线贯通与功
能提升同步推进，不断提升开放空间品
质，丰富滨水区城市功能，营造更多的景
观特色精品区域。

南河水质从南河水质从ⅢⅢ类提升为类提升为ⅠⅠ类类
广元累计投入广元累计投入2020亿元亿元，，实施源头整治实施源头整治、、截污纳管等工程截污纳管等工程，，农村厕所无害化处理率超农村厕所无害化处理率超9090%%

◆◆张厚美张厚美 唐彪唐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