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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驻点工作组、芜湖市驻点工作组为稿件提供支持

工作组以研究方案、工程设计积极
深度参与九江市各项行动。一是重点
河湖排污口整治，拆除沿江 74 座非法
码头、87 个泊位，恢复岸线 7529 米，累
计栽种各类绿色植物 700 多万株；二是
工业园区“一企一管一阀一池”明管收
集系统建设，以及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提
标改造，推动以化工企业为主的园区建
设智慧环保监控系统。三是“散乱污”
企业整治，清理整治 348 家问题企业；
推进化工企业“三年出清计划”，“关停
并转搬”小化工企业 127 家；四是农业
污染防治，实现禁捕船网 100%回收，畜
禽禁养区养殖场全部关停，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 100%，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 98.69%，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推广面积 651.92万亩。

结合实际，开展特色研究。一是建
立了港口船舶污染源清单，探索了移动
源水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制定了综
合管控方案；二是开展了拉网式排污口
现场溯源，开发了现场填报手机 APP
系统、建立了排污口溯源台账模板、探
索了重点排污口溯源方法、形成 1012

份可视化的“一口一策”；三是开展了鄱
阳湖农业源入湖量核算方法研究，辨析
了九江市对鄱阳湖磷污染的贡献及其
削减潜力；四是搭建了九江驻点跟踪研
究工作平台，开发了污染源、监测断面

（点位）、工业园区中企业及排口位置等
各类数据展示、水质评价、污染负荷分
析等功能，已经为九江市开展科学治
污、精准治污提供了支撑。

发挥优势，助力管理能力提升。发挥
驻点工作组牵头单位业务优势，对九江市、
县两级生态环境局260余名工作人员，开
展了环评审批与技术评估相关知识培训。

根据九江市风险源排查清单，其中
有 96%的企业位于工业园区的实际情
况，驻点工作组起草了《九江市关于加
强 工 业 园 区 生 态 环 境 管 理 的 指 导 意
见》，已由九江市发布。

及时响应，完成交办工作。应国家
长江中心的要求，通过对主要污染源及
排放状况评估，开展了湖口、寺下湖、马
当断面水质溯源分析和问题诊断，剖析
了断面水质异常变化的主要原因，形成
了 3份研究报告。

全域问题诊断+单元精细溯源+重点区域施策

助力九江市打赢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攻坚战

江西省九江市地处长江中游，长江
过境长度 152 公里，境内河流、湖泊众
多，拥有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 2/3
水域面积，江西全省 97.2%的水量均经
过鄱阳湖调蓄后由湖口注入长江，承担
着“一湖清水入江”“一江清水东流”的
重大责任。

九江市委、市政府坚决抗起长江大
保护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生态环境修复
摆在优先位置，组建了由生态环境部环
境工程评估中心牵头，国家、省、市三级
产学研结合的驻点团队。 驻点团队坚

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两个主基调，在
全域把脉问诊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
本着“ 治水先治污”的理念，遵循“ 源
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技术路
线，精准打造“ 结构减排、管理减排、技术
减排”的综合方案，并按照“ 边研究、边产
出、边应用、边反馈、边完善”的工作思路，与
九江市深度融合、同向发力，使全市水环境
质量显著改善。2020 年全年国考、省考断
面水质优良率均为 100% ；鄱阳湖九江
域水质优良率同比改善 50%，超额完成
了一期驻点工作任务。

强领导 重保障 党政齐抓

九江 市 委 、市 政 府 对 驻 点 工 作
高 度 重 视 ，成 立 综 合 领 导 小 组 。 由
副 市 长 挂 帅 ，政 府 副 秘 书 长 、生 态 环
境 局 局 长 任 副 组 长 ，生 态 环 境 、住
建 、自 然 资 源 、水 利 等 部 门 分 管 领 导
为 成 员 ，印 发 了《长 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修 复 九 江 市 驻 点 跟 踪 研 究 实 施 方
案》。

主管部门靠前指挥。生态环境局
局长、分管副局长多次听取工作组汇
报，明确需求与要求；精选业务骨干协
调现场调查、参与驻点研究。

追加驻点工作经费。克服疫情影
响，较原计划增加了近 30%的研究经
费，划出驻点工作组办公室，全力保障
驻点研究。

驻下来 沉下去 把脉问诊

驻下来，掌握一手资料。两年来，8
家驻点单位共投入近 70 人。除九江本
地两家市属单位外，共派出 10 人长期
驻扎，累计驻点约 4000 人/日；与各级
政府管理部门现场交流 70 余次，收集
整理了 200 余套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
资料；开展各类现场调研 70 余次，足迹
遍布工业园区、典型企业、污水处理厂、
饮用水水源地等区域，行程约 4.7 万公
里，累积处理分析各类基础数据 2.5 万
余条。

沉下去，精准辨析问题。面对九江
国控、省控断面水质总体优良的局面，
将 水 系 划 分 为 三 大 片 区 88 个 控 制 单
元，逐一解剖麻雀，剥茧抽丝。建立了

1 整套重点污染源、风险源分布图和数
据库；按照“应溯尽溯、测溯结合、溯污
为主”溯源目 标 ，建 立 了 长 江 和 鄱 阳
湖 共 1152 个 典 型 排 口 的 溯 源 评 价
台 账 ；通 过 污 染 源 — 监 测 断 面 的 水
系 关 联 和 地 域 分 布 特 征 分 析 ，剖 析
出 九 江 市 产 业 结 构 偏 重 ，园 区 、企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居 高 不 下 ，沿 江 、沿 湖
布 局 对 水 源 地 等 环 境 敏 感 区 构 成 风
险 ；种 植 业 、畜 禽 养 殖 业 和 水 产 养 殖
业 总 磷 排 放 量 大 ，面 源 污 染 防 治 薄
弱 ；环 境 管 理 现 代 化 能 力 和 水 平 有
待 提 升 等 制 约九江市水环境质量改善
的突出问题。规划布局了点、线、面结
合的棋盘式综合治理任务单。

抓重点 绘路线 对症开方

源头预防，产业为基。基于九江
市水生态环境问题原因剖析，结合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生态管控
红线的政策要求，从空间布局约束、污
染物排放管控和清洁生产水平提升三
个方面提出准入清单，倒逼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针对水产养殖污染，从科
学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入手，
提出调整水产养殖生产力布局方案；
基于节水减排和风险防控的总体要
求，提出工业布局优化调整建议。

过程控制，管理为要。一是从港
口码头和船舶污染物防治工程提升、
风险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和多中心联合
监管模式等方面，提出长江九江段、鄱
阳湖九江域港口船舶污染治理对策和
沿江岸线整治方案；二是遵循“排污口
—排污途径—污染源—责任主体—监
管主体”的工作思路，制定排口分类整

治原则，明确整治标准和考核要求，对
1152 个排口提出“一口一策”整治方
案；三是针对 22 个水源地提出强化水
源地信息化管理水平、完善应急监测
和物资储备、建立多部门应急联动机
制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以及水源地周
边各类污染源管控要点；四是以打造
环境景观化、企业环保化、生产安全
化、产业循环化、管理智能化等“五化”
示范园区为目标，对 13 个省级以上工
业园区提出水环境管理提升方案。

末端治理，技术先行。一是针对
农业种植污染，按照节水、调蓄与净化
三者有机结合的思路，提出农田氮磷
流失“生态拦截”工程技术方案；针对
畜禽养殖污染，遵循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原则，提出污染物综合利用技
术方案。二是针对九江市排水量最大
的造纸和化纤两大行业，从工艺改造、

边研究 边推进 稳抓稳打

扎实开展驻点跟踪研究工作，必须
与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需求密切结
合。驻点工作组始终坚持密切跟踪地
方环保业务需求，强化研究内容和业务
管理良性互动。为更好地开展驻点研
究工作，在芜湖市生态环境局的主导
下，驻点工作组常态化参加芜湖市生态
环境局各类生态环境管理会议，直接对
接一线管理需求和管理难点，将研究成
果和方向与地方需求密切结合。同时，
为方便驻点工作内容上报总结，开发了
驻点工作组跟踪评估信息系统，除便于
项目负责人与专题负责人掌握工作进
展外，还授权芜湖市生态环境局访问该
系统，掌握驻点日常工作内容、研讨会

议、调研报告、成果亮点、工作简报等各
项工作，进一步提升了驻点研究工作应
用成效。

在国家长江中心和省市生态环境
部门的指导下，驻点工作目前稳步推
进，一期结题验收工作正在筹备中。在
一期研究的基础上，驻点工作组积极谋
划二期工作框架，提出健康生态流域构
建目标。未来工作将面向新时期水生
态环境管理需求和核心任务目标，加强
典型成果和先进经验提炼，结合城市、
乡镇（农村）治理管理需求，强化工程项
目对治理目标的支撑，打造以“前期研
究—核心成果—目标结合—工程支撑”
为工作主线的健康生态流域构建体系。

为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本底献计献策

继“十三五”开局之年视察安徽省
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五”收官之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再次亲
临安徽省考察，并在合肥市主持召开扎
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发表
一系列重要讲话，总揽全局、擘画蓝图，
特别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新论
述新指示新要求，为推动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耸立起
新 航 标 、锚 定 了 新 坐 标 、擘 画 出 新 目
标。芜湖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
教诲和殷切期望，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芜湖市地处长江之滨，长江穿城而
过，芜湖拥有长江干流岸线 193.4 公里，

市域划分为江南和江北两大片，主要支
流青弋江、漳河、水阳江、裕溪河贯穿境
内，竹丝湖、黑沙湖、龙窝湖、奎湖散布
其间。芜湖市一直以秀美壮丽的山川
景色和源远精深的历史人文而闻名，唐
代大诗人李白途经芜湖，远眺天门山夹
江对峙的壮美景象，写下《望天门山》绝
句：“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
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来。”芜湖市一直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坚
决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本底，着力打
造长三角中心区有特色、有魅力的生态
名城。2019 年以来，芜湖市紧密部署
长江大保护工作、稳步扎实推进驻点研
究，构建人水和谐流域生态。

坚持特色技术引领 组建复合优势团队

芜湖 市 委 、市 政 府 深 入 践 行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坚 决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长 江 保 护 的 系
列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始 终 将 长 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摆 在 首 位 ，紧 抓 突 出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整 改 ，强 化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性 保 护 修 复 。 根 据《关 于 开展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跟踪研究
工作的通知》的有关部署，在国家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简
称“国家长江中心”）的指导下，芜湖市
组建市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修 复 协 作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由 分 管 市 长 担 任 领
导 小 组 组 长 。 领 导 小 组 多 次 召 集
专 家 座 谈 ，明 确 研 究 方 向 ，部 署 重
点 任 务 ，落 实 工 作 经 费 、保 障 驻 点
工 作 有序展开。

芜湖市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
点工作组由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

院牵头，联合高校、央企、地方环保骨
干等多方优势力量。工作组成员包括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
究中心、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
研究院、安徽水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六家单位。驻点工作组共计投入专业
技术人员 56 人，其中高级职称 31 人，
中级职称 15 人。驻点研究共设置八
个专题报告、十一个专题方案和五个
约束性指标，涵盖水污染防治、农业农
村污染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污染源与
风险源清单、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方案、
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等多个方面。驻
点研究各单位根据各自专业优势和任
务设置，扎实推进研究工作，密切跟踪
地方需求，建立了常态化的跟踪研究
机制，形成了若干具有指导性的研究
成果。

坚持问题目标导向 下沉研究把脉问诊

围绕多源数据汇集难点，夯实关
键数据信息基础。驻点工作组构建了
芜湖市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基础信
息库。根据国家长江中心的整体工作
部署，完成芜湖市重点污染源、风险源
和环境问题清单，完成全市流域污染
负荷和承载能力清单研究，同时完善
社会经济数据、饮用水水源地信息、供
水用水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根据驻
点工作任务需求，工作组对土地利用、
植被覆盖、地貌、土壤、降雨、水系、气
温等空间信息数据集进行收集整理，
构建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多源基础地理
环境数据库，实现了海量数据的高效、
统一、规范化集成与管理。

开展典型断面稳定达标研究，巩
固地表水体保护修复成效。针对芜湖
市个别断面水质风险问题，驻点工作
组对市域范围内国控省控断面监测数
据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是对黄浒河、
裕溪河等流域进行了专项踏查调研，
通过对河流水质、入河口水质、排口、
泵站位置以及周边工业、农业分布等
环境因素的核查，全面梳理了问题潜
在原因与风险点。以上成果多次以专
题汇报、报告方案的形式向芜湖市生
态环境局反馈，帮助芜湖市生态环境
局开展重点流域环境管理工作。

结合星机一体化遥感技术，开展
流域生态风险研究。在日常推进驻点

坚持跟踪地方需求 构建高效协作机制

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 全 生 命 周 期 提
出 了 6 个 大 、中 、小 不 同 规 模 典 型 企
业 的 节 水 、减 排 提 升 方 案 ；三 是针对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提出技术提升，以
及水处理污泥和餐厨垃圾协同处理技
术方案。

工作中，工作组根据芜湖市需求和“十
四五”新时期管理要求，开展漳河流域
生 态 流 量 核 算 及 水 污 染 风 险 研 究 内
容。作为长江重要支流，漳河流量较
小，年际和年内变化较大；部分河段枯
水期水位较低，水质水量波动较大。工
作组通过实测流量分析、流域系统踏
查、无人机多光谱与卫星遥感等手段，
剖析了漳河流域主要的水环境问题，指
出可采取针对性治理手段，加强控源截
污以及河道清淤疏浚工程措施。

衔接未来水环境管理需求，开展水

环境健康前期研究。根据“十四五”重
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驻
点工作组探索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
环境相关指标，对新型污染物、水环境
风险以及典型河段生态流量开展相关
研究。对污水处理厂、城市河段、长江
支流入口等关键区域开展了系统采样
监测，对底栖生物、代表植物、鱼类等样
品开展采样工作，同时结合生态流量研
究，提出保障生态流量的相关措施，促
进芜湖市水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工作向

“人水和谐”这一目标迈进。

驻点工作组在排污口溯源现场

芜湖市滨江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