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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本报记者胡秀芳本报记者胡秀芳

近年来，在重庆市渝北区御临河流域
推进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过程中，一群
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杨诚平原本是重庆市渝北区统景镇河
坝村村民。2017 年起，他受雇于镇上的一
家洁能环保公司，成为统景镇污水处理厂
的一名运维负责人。

原来吃住都在船上的渔民查俊全“上
岸”后，受雇于镇政府，作为护渔队队员每
天巡视御临河河道，制止非法偷捕、垂钓、
捕鱼等行为。

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江口村生产队
队长陈福宇愈发干劲满满、热情高涨，连说
话的声音都提高了。

这些人的改变，带来了水的改变。一
幅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画卷正在御临河
流域徐徐展开。

御临河全域达到Ⅱ类水质

御临河的“御”字，顾名思义与皇帝有
关。御临河是长江一级支流，因明朝建文
帝曾到过这里而得名。曾经面临污染问
题，但现在达到Ⅱ类水质已不是新鲜事。
御临河“好水”的密码是什么？近日，记者
来到御临河（渝北段），一探究竟。

“渝北区在御临河流域没有规划工业
开发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是农业面源

污染和生活污染。”渝北区生态环境局水环
境管理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因具有分散性、不确定性、滞后性等特
点，农业面源污染往往对治理模式、监测体
系、监管方式提出更高要求。生活污染治
理则要求一些人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观念。

农民一开始不愿意“变”，要说服他们，
就要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为此，渝北区以
土地宜机化整治为基础，探索以标准化种
植、现代高效养殖、农产品精深加工为特色
的产业融合发展之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
转 型 ，促 进 农 民 增 收、产 业 增 效、生 态 增
值。大力实施新建 10 万亩经果林和 10 万
亩生态林的“双十万工程”，全面带动乡村
振兴。截至目前，全区实施经果林建设 8
万亩，林下套种大豆一万余亩、速生蔬菜
1.5 万余亩；栽植香樟、楠木、水杉、杨梅等
生态苗木 9万亩。

“双十万工程”采取农户以承包地经营
权入股共建合作社的方式，调动农民的积
极性；宜机化农业生产实现精准施肥，农业
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治理。

记者来到江口村时，正在田间地头干
活的陈福宇热情地介绍村里的变化。“我们
村现在很干净，绿化工程搞得好，污水、垃
圾都统一处理。土地入股后 3 年内，每年
每亩地有 435 元的利息。村里开会还说
了，江口村现金入股的 30 万元挣了 10 万元
利润，5月份算出来又能分红。”

以江口村为例，渝北区探索建立 4 级
村镇污水处理体系。“第一级是污水在村民

家里简单处理；第二级是进入集中的简易
处理池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用来灌溉柑
橘林；第三级和第四级是进入村级和镇级
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统景镇常务副镇
长胡伟介绍。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渝北区已建成
72 个村级、11 个镇级和 4 个城区污水处理
厂，城镇、村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厂实现全
覆盖。统景镇等御临河沿线镇合理规划建
设垃圾收集中转站，确保城镇、村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置。

御临河（渝北段）水质已由 2016 年的
Ⅲ类提升至 2020 年的Ⅱ类。

杨诚平每天都见证着污水处理厂进来
的污水变成清水。提起处理后的水，他连
连点头表示“喝都喝得”。

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人水和谐

渝 北 区 铜 锣 山 矿 山 公 园 号 称“ 小 九
寨”，绝壁环绕、碧水幽潭，目前免费对公众
开放。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到此地游玩赏
景、打卡拍照。

御临河流域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的
成果，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

铜锣山矿山公园的游客，好多都知道
这家公园的来历。“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
人。据我了解，这个矿山公园以前就是采
矿厂所在地，过去为重庆的建设做出了很
大贡献。后来因为地方重视环保，相关部

门叫停了矿石开采。那些废矿坑留下的水
景现在相当漂亮，一定要好好珍惜。”一位
在公园游玩的大爷兴致勃勃地对记者说。

铜锣山属于重庆主城“四山”之一。碎
石开采活动在这里曾极为活跃。为保护生
态环境，2010 年至 2012 年，渝北区对这一
区域的采石场实施全面关闭。遗留下的
41 个大小废弃矿坑，形成 14.87 平方公里
影响区，安全隐患突出、生态退化严重。

近年来，渝北区大力推进铜锣山生态
修复工程，按照“生态保育区、生态修复区、
合理利用区”分区的思路，统筹开展“山上”

“山腰”“山下”系统修复：“山上”重点开展
矿山公园环山公路沿线国土绿化、景观步
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 山腰”重点开
展废弃矿山及其影响区、矿坑水体生态修
复；“山下”重点开展包括田水路林村等在
内的国土综合整治，同时统筹开展农村面
源污染防治、地下水调查、村庄整治等 10
个子类型工作。

此外，按照“政府引导、集体入股、市场
化运作”的原则，以引导村集体成立合作社
或集体经济组织等方式，规模化盘活、经营
生态修复后形成的优良生态资源、农用地、
闲置集体建设用地等，并鼓励其将生态资
源作为资本与社会企业合作成立项目公
司，发展生态产业，壮大集体经济，走“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路子，促进生态保
护修复成果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

在矿山整治之外，渝北区委、区政府近
年来认真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为保护御临河流域生态环境，先
后制定《渝北区御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方案》《渝北区御临河和后河流域水环境保
护方案》等规划，与长寿区、两江新区签订

《御临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认真组织实施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工
程。2020 年御临河流域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规范化建设实现全覆盖，保障了群众的
饮水安全。实施养殖场关闭工程，2018 年
政府出资将御临河流域及支流岸线 200 米
范围内的养殖场予以关闭。

御临河流域治水的密码是什么？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本报讯 辽宁省沈阳市持续
开展柴油货车污染防治攻坚，推
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截
至目前，沈阳市已完成非道路移
动机械监督监测 1000 余台。

据介绍，沈阳市建立实施了
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制度、
监督监测制度、环保准入制度。
这 3 项制度的实施有效促进了非
道路移动机械的规范管理及污染
防治。

在 推 进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编
码登记制度方面，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安排专人，加强技术指导，
公开工作联系电话，及时解决机
械所有人（单位）编码登记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推进非道路移动
机械所有人或使用人登录国家

“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完
成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的 编 码 登
记。截至目前，共获得并组织登
记 4 批 3000 余 条 新 购 非 道 路 移

动机械、特种设备中非道路移动
机械清单信息。全市非道路移动
机械申报信息的有 5588 台，完成
信息审核 5510 台，完成编码登记
5365 台。

已登记的机械需要在一个月
内进行尾气排放检测。经检测达
标后方可向其发放环保牌照。为
推进机械达标管理，生态环境等
部门深入企业对场内机械进行监
督监测，对已完成编码登记的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进 行 年 度 监 督
监测。

沈阳还强化环保准入制度，
严禁未经编码登记并检测合格取
得环保牌照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
入现场施工作业。2020 年以来，
对经检查超标的 46 台机械进行
撤场维修处理，对 15 台正在施工
作 业 的 超 标 机 械 依 法 进 行 了
查处。

水华 姚亮

沈阳“三招”防治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
完成编码登记 5365 台，完成监督监测千余台

本报讯 湖北省襄阳市近日
召开非道路移动机械集中攻坚动
员会，明确自即日起在全市开展
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现场监督抽
测工作，对辖区内非道路移动机
械数量超过 5 台及以上的企业、
工地、物流园区等重点场所实施
全覆盖监督抽测。

会上，市生态环境局宣读了
《襄阳市非道路移动机械集中攻
坚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全市将
集中监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申报
登记、信息规范、高排禁用等信
息，加快推进在用及新增非道路
移动机械申报登记，对重点场所
实施全覆盖监督抽测，并完成对
禁用区内国三标准以下非道路移
动机械的清场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襄阳市非道
路移动机械管理仍存在底数不
清、覆盖不全、污染排放较大等问
题。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强化组织协调，健

全工作机制，持续改善环境空气
质量。

会议要求，要强化政策解读
和宣传引导，广泛宣传非道路移
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相关
政策和方法。

要加快推进摸底调查和编码
登记，摸清非道路移动机械底数
和排放水平，为有效实施排放控
制区管理、管控高排放非道路移
动机械、减少污染物排放奠定基础。

要加强部门联动，充分发挥相
关部门和行业组织的作用，形成联
合工作机制，开展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气污染的联合防治。

要将严格执法与友情疏导相
结合，加大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
监管力度，持续开展各类监督检
查，对违规进入排放控制区或超
标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依法实
施处罚，同时对物流园区、工业企
业等固定场所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限时更新。 熊争妍 李丹

襄阳启动非道路移动机械集中攻坚
加快推进编码登记和监督抽测

《标准》的即将出台，把更多人的
目光吸引到遍地开花的小微泡菜企
业身上。

在 四 川 ，家 家 户 户 都 会 自 制 泡
菜，但盐度（约为 2%-6%）普遍较低，
制作水量较少，且更换、倾倒的频率
极低，几乎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或破
坏。让许利更担忧的，是盐水渍菜企
业或小作坊产生的大量盐渍废水。

基于企业产值统计，目前四川泡

菜工业企业数量以小微企业为主，数
量 占 比 为 75.4% ，贡 献 产 值 仅 占
9.4%。数量如此庞大的小微企业，给
日常监管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不小
的挑战。

“标准的出台对小微企业来说，无
疑将是一次大浪淘沙。”王宇澄认为，一
批落后、低端的泡菜企业注定将被淘汰。

叶飞说，在过去，小微泡菜企业
基本是不处置氯离子的，也没有能力

处置，大多是分散直排到环境中。标
准的出台，将促进小微泡菜企业进入
园区，或者将产生的高盐污水委托给
大企业处理。

在资阳市，泡菜企业大多为小微
型。资阳市生态环境局的陈家林说，
淘汰小微企业将给有准备、有能力、
有思想的企业腾出空间，更大程度地
激发泡菜行业升级改造的动力，推动
泡菜行业整体提质增效。

“世界泡菜看中国，中国泡菜看
四川。”作为中国泡菜的典型代表，四
川泡菜产量位居全国首位。眉山市
东坡区、成都市郫县和新都区等地的
农村，更以此作为支柱产业和特色优
势产业。

然 而 ，高 销 量 没 有 带 来 新 技
术 。“ 四 川 泡 菜 产 业 仍 然 是 一 个 以
低 端 产 品 为 主 的 传 统 工 业 ”，在 四
川 省 生 态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高 级 工
程师许利看来，由于泡菜工艺较为
传 统 ，仍 需 消 耗 大 量 食 盐 ，产 生 大
量 高 盐度、高有机物、高氨氮的盐渍
废水。

据初步估计，四川省泡菜工业每
年 约 产 生 0.76 亿 吨 废 水 ，342 万 吨
CODcr、13.7 万吨氨氮和 30.4 万吨氯
化物。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
处副处长康宇说，过去，泡菜企业主
要是先将高盐废水稀释至 1%左右的
盐度，再使其进入污水生物处理系统
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但排入环境
的氯化物总量并没有减少，而且稀释
高盐废水的成本很高。”康宇介绍，现
行排放标准对排入污水处理厂泡菜
废 水 的 水 量 和 氯 化 物 浓 度 都 未 作
规定，使得生态环境部门对这一行

业 高 氯废水排放的日常监管无标准
可依。

排放标准的缺乏，不仅给生态环
境带来隐患，也制约着泡菜行业的绿
色可持续发展。

为突破泡菜行业做大做强的瓶
颈，2017 年-2019 年，当地企业对四
川省制订泡菜工业废水排放地方标
准的呼声越来越高。

带着这样的需求，四 川 省 生 态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接 到 四 川 省 生 态
环境厅交办的任务，开始进行行业
资 料 数 据 收 集 、开 题 论 证 和 调 研
研讨。

《标准》从无到有，四川省生态环
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四级调研员王宇
澄见证了全过程。

“今年 5 月，省生态环境厅将与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召开专家审
查会。《标准》经审查报四川省政府批
准后，力争在今年年内发布出台。”

“氯离子无序排放问题将得到解
决。”作为行政管理人员，成都市新都
生态环境局局长杨大伟对此充满期
待。他认为，标准的出台将破解目前
没有行业标准的尴尬局面，助推泡菜
行业走向世界，走向更大的舞台。

“四川泡菜看眉山，眉山泡菜看
东坡”。目前，东坡泡菜已成为解决

当地人们就业、促农增收的一张亮丽
名片。“根据《四川省泡菜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计算发
现，未来东坡区将实现氯化物（以氯
离子计）年 1.98 万吨减排量。”眉山市
东坡区生态环境局局长叶飞说，这将
极大改善这一区域的水环境。

未来，《标准》的实施将促使四川
泡菜企业从生产源头、过程、末端 3
个方面着手，优化厂区布局，分类生
产，形成低盐生产方式，加强生产过
程控制，降低泡菜废水含盐量，加强
腌渍废水回收利用，并探索适合泡菜
废水水质的末端处理技术。

目前，一些泡菜企业已被倒逼整

合优势资源，提升产业品牌核心竞争
力。四川省川南酿造有限公司、四川
省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李记
酱 菜 调 味 品 有 限 公 司 已 先 后 建 成
MVR 泡菜盐水处理系统，利用蒸发
结晶技术将高盐废水中的食盐进行
回收利用，将氯离子含量极低的冷凝
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行集中处理。

一些泡菜企业已通过改变工艺
来取消盐渍环节，从源头上减少高盐
废水的产生。成都金大洲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已经将腌制食用菌工艺产
品转化为冷冻干燥食用菌即食新产
品，同时调整生产工艺技术，淘汰高
盐低值产品，开发低盐低耗水产品。

本报讯 安徽省合肥市南淝
河中游重点排口初雨污染控制工
程调蓄站近日建成运行。

这标志着安徽省城市最大规
模雨水调蓄池正式投用。此前，
南淝河全年溢流频次约为 70 次，
经过调蓄后，有望减少 24 次。南
淝河中游水质和污染治理效率会
明显提升，每年可削减 COD 排
放 1397 吨。

南淝河干流雨水汇流面积约
为 115.5 平方公里，有 61 个雨水
子分区。干流两岸较大的排口多
达 25个。

其中，亳州路桥至当涂路桥
段汇水区域的重点排口为二里河、
史家河、池郢泵站及西李郢泵站
4处。

数据显示，南淝河干流的城
市溢流污染负荷占全流域面源污
染负荷的 66%左右，二里河、史家
河、池郢泵站及西李郢泵站排口
占南淝河干流全年溢流污染负荷
的40.95%左右，成为南淝河水质保
障的重点区域。

为科学解决干流中游段的污
染问题，南淝河中游重点排口初
雨污染控制工程在滨水公园内新
建地埋式调蓄站一座。在滨河
路、巢湖路新建大型截流管道。
管道长度为 2700 米，管道容量为
2.7万立方米。

这一工程的总汇水面积约为
21.06 平方公里。调蓄池中的初
期雨水水质经过提升后，进入巢
湖 南 路 污 水 主 干 管 ，最 终 流 至
小 仓 房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深 度
处理。

据项目负责人夏伦学介绍，
调蓄池为全地下式，建成后上部
恢复为滨水公园。这一调蓄池的

“胃口”很大，调蓄容量为 5 万立
方米。

“工程采用鱼腹梁钢支撑技
术，配合支护灌注桩，更加有效地
保障基坑的稳定，加快了建设效
率，节省了工期。工程实施后，将
有效改善南淝河水质，提升周边
人居环境。”夏伦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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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菜，以麻辣风靡中国甚至世界。
泡菜，却是川菜里的一种另类。味道咸
酸、口感脆生的泡菜，不仅是四川家家户
户常备的小菜，也是家喻户晓的一种佐
餐菜肴。时令不同，泡菜会以不同的姿
态出现在餐桌。萝卜缨、黄瓜、豆角等蔬
菜，经泡渍发酵几日，就能上桌。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具有千年历史的
四川泡菜逐渐从家庭制作走向规模化生
产。小微泡菜企业也遍地开花。由于无
相关行业排放标准，泡菜行业的高盐废水
无法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城市污水处
理厂进行处理。最终，一些企业选择直
排，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伤害。

今年 5月，四川推动制定的《四川省泡
菜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将进入专家审查阶段，预计今年年内出
台。四川省泡菜行业污水排放将有据可依。

标准出台将倒逼企业升级改造

对小微企业而言将是一次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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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留美味不留“污”，让四川泡菜轻松“闯”世界

缺乏排放标准制约行业发展

图 为 四 川 省 川 南 酿
造 有 限 公 司 泡 菜 盐 水
MVR 蒸 发 结 晶 系 统 。
近处白色口袋里是从
高 盐 废 水 中 提 取 出
来的固体盐。

眉山市生态环
境局供图

泡菜企业数量最多的
前3个地区为：
成都市、眉山市、资阳市

目前，四川省涉及泡
菜、豆瓣等蔬菜盐渍生
产加工企业共计 167
家。这些企业主要以
蔬菜加工、其他调味
品和发酵制品制造
等行业类型为主

工 业 总
产值约 49 亿

元，其中产值上
亿元的泡菜企业

有10家，占工业总
产值的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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