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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雁凌 董若义
通讯员于晓霞 李鹏飞

“排查河流（段）1413 条、重点湖
库 54 处，排查总长度超过 37000 公里，
排查出排污口 3.7 万余个，完成一万余
个有水排污口的监测，形成全省入河
湖排污口‘一张表、一张图’。”这是山
东省入河湖排污口排查工作交出的一
份亮眼的成绩单。

2020 年，山东省全面启动入河湖
排污口排查监测。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崔凤友告诉记者：“开展入河湖
排污口排查与监测工作，既是深刻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也是
在新的背景和形势下，为‘十四五’乃
至今后一段时期精准分析和解决突出
水生态环境问题所做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此次入河湖
排污口排查由省生态环境厅总体部
署，省财政统一拨款，各地市具体实
施。山东省生态环境规划研究院（以
下简称山东环境规划院）作为排查工
作的省级技术支撑和技术牵头单位，
负责组织完成 56 条省级重点河流无
人机航飞及解译，开发入河湖排污口
排查监管 APP，对各市排查工作进行
指导和质控，汇总分析全省排查结果，
推动全省入河湖排污口排查工作有序
开展。

排查覆盖全省县控以上
河流，扫除监管盲区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
副处长杜路新介绍，山东省在水环境
持续改善、水生态逐步恢复的同时，污
染源从工业和生活高强度污染转变为
工业、生活、农村、农业等综合性低强度
污染，主要超标指标从 COD 等转变为
氨氮、总磷等营养物指标。

“水质超标后，往往很难精准发现
和分析超标原因，加上国家对水质要
求日趋严格，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
境的需求日益提高，急需通过开展入
河湖排污口排查这一基础性工作，系
统分析水生态环境状况，识别监管盲
区，摸清全省河湖污染底数，从根本上
解决水污染防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
矛 盾。”山东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彭岩
波说。

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李伟
斯介绍，这次排查覆盖范围特别广、排
查河流数量特别多，实现了对全省主
要河流的全覆盖。通过排查，对所有
排污口进行基本信息登记，并开展水
质水量监测，为掌握入河湖污染物通
量奠定基础。

科技手段提升排查效率，
全过程质控确保排查质量

为有序推进排查工作，省生态环
境厅印发了入河湖排污（水）口排查与
监测实施方案，召开了排查启动会，明
确了排查工作的时间节点及详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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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加密调
度，确保各市按时保质完成排查工作。

在排查过程中，山东环境规划
院积极指导各市，因地制宜选取人
工徒步现场排查、无人机航拍、无人
船侧扫声呐、水下机器人探测等手
段，提升排查成效，实现“有口皆查、
有口必查”的目标。由山东环境规
划院自主组织开发的“山东省入河
湖排污（水）口排查管理系统”，提升
了排查效率。

山东环境规划院还统一了全省
无人机航测及解译标准、排污（水）
口认定标准、现场排查与监测的技
术要求、数据填报的技术标准等一
系列技术要求，通过视频培训、现场
指导、微信群答疑、成果审核等多种形
式，严格全过程质控，确保排查质量。

截至目前，山东省已初步摸清
全省入河湖排污口底数，排查河流
数量、长度均居全国第一。

排污口排查助力水环
境治理，精准治污不再是
“难题”

武 河 是 临 沂 市 境 内 的 重 要 河

流，涉及人口 129.57 万人。今年年
初，临沂市生态环境局在对武河水
系的监测中发现水质数据出现不稳
定的情况。“通过入河湖排污口排
查 ，在 武 河 沿 线 发 现 了 63 个 排 污
口。我们针对这些排污口进行了溯
源，找到了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
通过分类施策、精准治理，目前武河
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地表水Ⅲ类标
准。”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
科的宋晓丽对记者说。

2020 年 7 月 以 来 ，临 沂 市 用 4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全市 272 条
河流、10 处饮用水水源地入河湖排
污口的排查及监测，共排查排污口
7423 个。

临沂市通过排污口排查溯源解
决河流水质波动问题的具体实践，
是全省依托排污口“大数据库”，推
动解决水环境治理难题的体现。

山东环境规划院高级工程师于
晓霞对记者说：“美丽河湖是美丽中
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排污口排
查，我们掌握了全口径的排污口底
数，有助于推动水环境全局性治理、
水生态全局性改善。”

从“治”到“防”，南浔不
满足于“水清清”，而要更加

“水晶晶”。多年来，南浔区
持续贯彻“生态护水、生态活
水、生态美水、生态富水”的
理念，谋划“百漾千河”综合
治理项目。

依托于此，南浔已成功
打造千金镇童心小镇水系、
菱湖镇八殿漾水系、石淙镇
排塘港等 3 条省级“美丽河
湖”。依据《湖州市“水美乡
村”“乐水小镇”建设验收管
理办法》，金塔村、窑里村、费
家埭等 20 个水美乡村及练
市镇、善琏镇、菱湖镇等 5 个
乐水小镇均完成区级自验，
并顺利通过市级抽验。

“美丽河湖”与“美丽城

市”配合，才能相得益彰。结
合美丽河湖建设，南浔打造
了垂虹公园、金象湖公园等
景区，水环境质量明显提高，
城区品位也全面提升——一
大批农民集聚房、集镇新社
区拔地而起，小桥流水、景观
步 道 、文 化 长 廊 、茶 室 餐 馆
等，都呈现出一片江南水乡
韵味，“美丽河湖”由点成线、
由线成片，全域大花园景象
逐渐显现。

如今，游客们来到南浔，
不仅能感受到枕水人家的古
镇特色，还能找到乡野生活
的乐趣。“美丽河湖”与“美丽
乡村”的结合让数百条幸福
河湖展现在人们眼前，为长
江注入“水晶晶”的美。

南浔的河湖为何南浔的河湖为何““水晶晶水晶晶”？”？
“四联”机制推进跨界治水，科技助力全方位源头管控

◆◆本报通讯员陆佳瑶 丁国方 见习记者王雯记者晏利扬

冬日的余晖映照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
区的水面上，波光粼粼，到处透着“水晶晶”
的光彩。南浔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大小河湖
纵横交织成网。对于当地人来说，守护“水”
不仅是守护家园，更是守护江南水系的重要
一环。

近年来，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南浔分局深
入贯彻省市“五水共治”总体部署和南浔区
委区政府的要求，紧紧围绕“三夺大禹鼎”治
水总目标，聚焦当前治水重点工作，纵深推
进巩固“五水共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
设美丽繁华新江南提供强有力的水环境
保障。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对南浔经济开发区坞仁村金家漾进行河道保洁。张斌摄

全域“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通过市级验收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净”水来。在南浔，源
头治污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近年来，南浔着力对印染、制
革、化工等重污染工业企业
进行整治提升，实行排污权
交易，大大增强了企业减排
治污的内生动力，变“要我减
排”为“我要减排”，助推产业
转型升级。

2020 年 ，南 浔 完 成 544
家“低散乱”企业整治，达到
湖州市级任务的 120%，全区
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Ⅲ类
标准以上。

企业忙减排，生活污水
也“无路可逃”。近期，南浔
区 双 林 镇 板 桥 小 区 完 成 了

“污水零直排”建设项目，以
往时常出现的污水横流现象
得到彻底改善。“下雨天管道
也干干净净，再也没见污水

溢 出 了 。”小 区 居 民 纷 纷 表
示 ，水 质 变 好 了 ，路 面 宽 敞
了 ，花 坛 、休 闲 广 场 一 应 俱
全，整个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就
是对污水实行截污纳管、统
一收集、达标排放，实现晴天
不排水、雨天无污水，是现阶
段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的有
效手段。目前，南浔“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已进入集中扫
尾 攻 坚 阶 段 。 在 纳 管 的 同
时，南浔对已创建的单元深
化整治提升，落实长效管理，
完成全域创建任务。

截至目前，南浔已完成
市级 60 个居民生活小区、13
个商贸集中区和 6 个镇的建
设任务，双林镇、旧馆镇、千
金镇三个省级“污水零直排
镇”、全域“污水零直排区”创
建均通过市级考核验收。

“四联”机制推进跨界治水，以科技力量助
力源头管控

守护一汪清水，单靠一
方 的 努 力 远 远 不 够 。 近 年
来 ，南 浔 纵 深 推 进“ 五 水 共
治”工作，与吴江区建立交界
区域水环境联防联治联席工
作 机 制 ，成 立“ 跨 界 河 长 ”

队伍。
两地积极探索生态环保

一体化推进的新模式，形成
“信息联通、执法联动、纠纷
联处、会议联席”的“四联”机
制 ，开 展 跨 界 治 理 。 在“ 四

创建省级“美丽河湖”，20个水美乡村和5
个乐水小镇通过市级抽验

联 ”机 制 下 ，两 地 建 立 跨 界
“四联”工作群，明确双方联
络 员 ，做 好 信 息 互 通 共 享 。
当边界区域重大项目进行环
评，以及发生跨界污染、生态
破坏事件或其他可能威胁对
方环境的事件时，发生地生
态环境部门在第一时间互通
信息，开展同步治理。

科技加持，助力治水取
得实效。以往，河流水体水
质分析需要现场人工取水，
再将水样带回实验室进行分

析。如今，机动灵活又有“透
视眼”的无人船驰骋在河面
上，能够及时传回水域环境
的监测数据，并通过数据分
析直观反映河道水质变化趋
势、疑似污染来源。结合前
期对国控断面流域全面摸排
绘制的“国控断面水质质量
监测站点周边业态水系图”，
可以全方位、无死角地对污
水处理厂、工业企业、农业面
源、生活小区等污染源进行
管控。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记者近日从山西省太原市生态
环境局了解到，2020 年，太原市
4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良好，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在
100%；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
质达标率为 100%，为一泓清水
入黄河提供了重要保障。

温南社国考断面是太原市
的汾河出境断面，长期以来为重
度污染的劣Ⅴ类断面，也是山西
省汾河流域的第一个劣Ⅴ类断
面。温南社国考断面能否按期
按要求消除劣Ⅴ类，不仅关系到
太原市水环境质量目标能否实
现，也直接影响到汾河下游其它
地市断面能否退出劣Ⅴ类。

为此，2020 年太原市委、市
政府把 6 月底汾河流域全面消
除劣Ⅴ类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头等大事、交账工程，举
全市之力，强力予以推进。

太原市完成汾东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日处理能力 35 万
吨）、城南污水处理厂和阳光污
水处理厂扩容改造等工程，实现
建成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现
有生活污水处理厂 7 座（北郊、
杨家堡、城南、晋阳、汾东、赵庄
和世纪阳光），设计处理能力达
125万吨/日。

狠 抓 农 业 农 村 污 水 治
理。以解决好小店区、晋源区
和 清 徐 县 沿 汾 河 及 主 要 支 流
两 侧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直 排 问 题
为 重 点 ，全 市 高 标 准 完 成 112
个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及

配 套 管 网 建 设 ，实 现了沿线村
庄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和稳定达
标排放。同时，积极推进农业节
水工程，按照每年每亩 20 元的
奖励标准，调动灌区、乡镇、村委
会进行节水灌溉、退水管理，全
市建成高标准节水灌溉农田 1.1
万 亩 ，确 保 农 灌 退 水 回 用 不
入河。

实 施 工 业 废 水 深 度 治 理 。
综改示范区、中北高新区和清徐
经济开发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
置。完成太钢工业废水处理系
统升级改造节水减排项目；对西
山煤电集团公司 7 个矿进行矿
井水治理提标改造，排水达到地
表水Ⅲ类标准。

投资 1.14 亿元，在清徐县 4
条总退水渠内开工建设了 4 处
人工湿地，蓄水面积达 36.78 万
平方米，总蓄水 15.06 万立方米，
新增植物 35.11 万平方米，生态
效应明显。

“ 经 过 全 市 上 下 的 共 同 努
力，2020 年 1 月-12 月我市地表
水监测断面中，国家考核断面

（水库出口、上兰和温南社）水质
达标率为 100%，与 2019 年同期
相比，温南社国考断面主要污染
物 氨 氮 、总 磷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83.3%、61.4%，打赢了汾河流域
消除劣Ⅴ类水体攻坚战，向省
委、省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了一
份合格的治水答卷。”太原市生
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闫文
斌说。

太原打赢汾河流域消劣攻坚战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国考断面水质

达标率均为 100%

本报讯 据生态环境部近日通
报的数据，2020 年，在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
排名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有 9 个市
跻身全国前 30 名，其中 4 个市跻身
前 10 名，是全国入围城市最多的省
份。其中，柳州市、桂林市包揽前两
名。这充分表明过去的一年，自治
区碧水保卫战成效显著，交出一份

“优良答卷”。
在水环境质量考核方面，2020

年，自治区 52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
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
为 100%，同比上升 3.8 个百分点，水
质优良率排名全国第一。其中，Ⅰ

类水质断面 8 个，占比 15.4%；Ⅱ类
水质断面 39 个，占比 75%；Ⅲ类水
质断面 5 个，占比 9.6%。全区 7 个
入海河流断面水质全部达到国家考
核要求；37 个设区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也全部达到国家考核要
求；70 段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为
100%，南宁市 38 段黑臭水体消除比
例为 100%。

在 主 要 水 污 染 物 减 排 指 标 方
面，截至 2020 年底，自治区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氨氮排放量较 2015 年
分别下降 1.3%和 1.17%，超额完成

“十三五”期间国家下达的目标任
务。 韦善康 郑红萍

广西9市跻身全国水质前30
2020 年，自治区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为 100%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本报讯 为提高移动源监管
科技化水平，加快建成“天地车
人”一体化移动源监管体系，推动
实现“科技换人”，突破移动源监
管现场执法仅靠生态环境部门与
交警部门联合开展路检路查的时
间、空间限制，吉林省四平市积极
建设黑烟车智能抓拍系统，有效
保障并提高年度监督抽测柴油车
数量，加快移动源监管向科技化、
信息化迈进。

为了让黑烟车智能抓拍系统
结合四平市道路交通环境实际情
况有效落地，四平市生态环境局
由主管领导带队，分别对河北省
唐山市、邯郸市等地进行黑烟车
智能抓拍系统实地考察，了解黑
烟车智能抓拍系统的相关技术要
求，学习黑烟车抓拍处罚管理工
作经验。考察结束后，四平市生
态环境局邀请专家现场进行技术
指导，协调江苏省计量院进行设
备校准，与四平市交警支队沟通
设立标牌，完成设备备案。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四平
市采购黑烟车智能抓拍系统 24
套 ，布 设 在 四 平 市 102、303、北
山、梨树出口等多个点位，目前正
在开展安装调试、与公安交管部
门联网等工作。覆盖全市的黑烟
车智能抓拍系统已基本建成，填
补了四平市机动车“全防全控”监
管的空白。同时，通过购买使用
手持式黑度识别仪，大大提高了
路检路查工作效率，对黑烟抓拍
系统形成有效补充。

2020 年，这一系统共监测柴
油车 213033 辆，其中本地柴油车
36262 辆，本地柴油车抽检率达
91%，全面完成国家、省规定的目
标任务。

霍晓 贺超 郭靖华

四平建成机动车
黑烟抓拍系统
2020年，监测柴油车

逾21万辆

本报讯 据悉，湖北省襄阳市
财政 2020 年安排 400 万元大气污
染防治资金，用于空气质量补偿
和秸秆禁烧奖惩。

自 2019 年起，襄阳市将秸秆
禁烧工作纳入生态环保工作综合
考核范围，由市生态环境局按照

“大环保”理念，加大对各地生态
环保重点工作的考核奖惩力度，
研究制定具体考核奖惩办法，将
市级财政安排的秸秆禁烧补助资
金调整转化为生态环境保护奖惩
专项资金。

根 据 各 地 2019 年 空 气 质 量
改善情况和 2020 年秸秆禁烧工
作开展情况，结合《襄阳市环境空
气质量补偿暂行办法》和湖北省
生态环境厅无人机巡飞通报数
据，襄阳市明确了 2020 年大气污
染防治资金分配方案，即大气污
染防治资金分为 2019 年环境空
气质量补偿资金和 2020 年秸秆
禁烧奖惩资金。

根据方案，襄阳市襄城区、樊
城区、襄州区、枣阳市、谷城县、保
康县分别获得奖励资金 73 万元、
99 万元、133 万元、57 万元、18 万
元、170 万元。其中，保康县因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较好，获得
40 万元的环境空气质量补偿资
金 和 130 万 元 的 秸 秆 禁 烧 奖 励
资金。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
不 力 的 地 区 也 分 别 受 到 相 应
处罚。

熊争妍 申晖吴芳

2020年襄阳安排
400万元治气资金
用于环境空气质量补偿

和秸秆禁烧奖惩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王从帅连云港报
道 “家 门 口 的 水 沟 里 以 前 是 污 水 横 流 ，全 靠 蒸 发 ，
如 今 经 过 整 治 ，环 境 大 变 样 ，实 现‘ 清 水 绕 人 家 ’
了 。”江 苏 省 连 云 港 市 海 州 区 板 浦 镇 菜 园 村 村 民 许
建 新 对 记 者 讲 述 着 乡 村 人 居 环 境 改 变 后 的 切 身
感受。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板浦镇村庄已完成污水管网
建设 64000 余米，21 个村居污水管网工程全部竣工，疏
浚河道 47100 米，清理水草和垃圾 10500 余吨，乡村环
境明显改善。

板浦镇村庄污水治理工程顺利实施，是海州区大
力推进镇村污水治理的体现。

2020 年，海州区投资 2.1 亿元，完善 36 个村庄的污
水处理设施及管网。目前，这 36 个村庄的 59 个自然村
全部完成管线及配套设施建设。海州区投资 7400 万
元，实施 32 个项目，铺设镇区主支管线 56.58 公里，其
中板浦镇、锦屏镇等完成管线铺设 48 公里。海州区还
对敏感流域村庄已建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提升改造，覆
盖 18 个村庄；拟疏通管线 35 公里，新增污水管线 45 公
里，提高接管收集率，完善市政接管，对条件成熟的城
镇周边以及农民集中居住的村庄考虑整个行政村全
覆盖。

“十三五”期间，海州区基本实现镇区污水管网
全覆盖，污水处理率达 75%。“十四五”期间，海州区
将按照《连云港市海州区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
项规划（2020-2030）》，继续深入推进镇村污水治理
工 作 ，切 实 提 高 镇 区 雨 污 分 流 率 ，提 高 村 庄 污 水 收
集 和 覆 盖 率 。 近 期（2020-2025 年）将 完 成 治 理 330
个 自 然 村 ，实 现 自 然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覆 盖 率 达
80%，其 中 60%以 上 的 行 政 村 整 村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率
达 100%。

据 统 计 ，2020 年 ，连 云 港 市 6 个 国 考 断 面 平 均
水 质 均 达 到 年 度 考 核 目 标 要 求 且 全 部 达 到 地 表 水
Ⅲ 类 标 准 。 在 22 个 地 表 水 考 核 断 面 中 ，有 18 个 断
面 平 均 水 质 达 到 或 优 于 Ⅲ 类 水 标 准 。 15 条 入 海 河
流平均水质均消除劣Ⅴ类，且全部达到年度考核目
标要求。

连云港海州区实现
镇区污水管网全覆盖

2025 年前实现自然村生活污

水治理覆盖率达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