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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湖四水”大变样
4884 个河湖“四乱”问题全面整改销号

本报记者刘立平长沙报道 近
年来，湖南省积极开展河湖“清四
乱”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合力攻
坚，4884 个河湖“四乱”问题全面
整改销号，欧阳海库区非法围库、
湘潭水府庙非法围垦等“老大难”
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全省河湖面貌
明显改善。“一湖四水”（洞庭湖及
湘、资、沅、澧四水）大变样了。

以“总河长令”力促
工作落地见效

2018 年 8 月，湖南省发布第 5
号总河长令，部署推进河湖“清四
乱”整治行动。近年来，市、县党政
主要领导共签发 105 份河长令，要
求抓好“四乱”问题整治落实。

省河长办把“清四乱”纳入全
省河湖长制年度考核工作，定期通
报各地进展情况，及时调度解决重
点难点问题。

以重点突破示范带
动全面整改

“清四乱”涉及的问题点多面
广，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关系
交织，错综复杂。湖南省凝心聚力
啃下“硬骨头”，从 发 现 问 题 到 解
决 问 题 形 成 系 统 管 理 。 逐 河 逐
湖 摸 底 排 查 ，建 立 问 题 清 单 ，细
化 整 治 措 施 ，交 办 责 任 单 位 ，建
立 工 作 台 账 ，定 期 进 行 通 报 ，严

格审查审签销号。整治非法砂石
码头 251 处，清理涉河湖违建别墅
65 处，涉及水府庙、欧阳海库区和
酉 水 等 一 批 长 期 难 点 问 题 得 到
解决。

借力“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
整合水利部门、公安部门、检察机
关、法院等的力量，铁腕执法，行政
立案 22 起，拆除围垦 165 处，关闭
砂场 10家。

从严督导确保高质
量整改销号

省河长办每季度开展“四不两
直”暗访督查，对整治进度滞后、工
作不力、质量不高的市县河长进行
约谈。省河长办、省水利厅对市县
上报已销号的问题按 30%以上比
例进行现场抽查；市级按 50%以上
比例进行复核。

同时，湖南省进一步完善河湖
执法、日常管理等制度。省河长
办、省公安厅印发《全面推行河长
制湖长制联合执法制度》，推动建
立“一河一警长”，提高河湖“四乱”
等问题执法办案效能。

2020 年 4 月 ，湖 南 省 河 长
办、省水利厅部署开展“四乱”问
题整治向中小河流、农村河湖延
伸 的 工 作 。 截 至 今 年 3 月 ，摸 排
整 治 河 湖“ 四 乱 ”问 题 855 个 ，河
湖面貌明显改善，行蓄洪能力全
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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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不仅让丽水更美，而且有力
助推当地乡村休闲旅游等“亲水”经济的
发展，治出一幅业兴民富的小康画卷。

莺飞草长的初夏，丽水云和县石塘
镇长汀村成了微信里刷屏的“网红”地。

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水黑、村
脏、民穷的落后村。长汀的重生除了得
益于石塘镇党委政府“云里看海，山里
玩沙”的战略，与当地的治水工作更是
密不可分。

“水就是长汀的生命。”长汀村河长
老徐说。长汀村位于瓯江之畔。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让长
汀人看到“水”的价值，也明白治水之于
长汀，是摘掉“脏乱差”帽子的关键之
举，不想过穷日子，就不能再破坏这“流
金淌银”的水。

觉醒的长汀人为根治村里污水横
流的顽疾，建起污水处理系统，对家家
户户的生活污水全部进行收集处理。
长汀村成为云和县最早实现“零直排”
的村庄之一。

此外，长汀村整合关闭沿岸的“低
小散”企业，并在设立固定保洁员的基
础上，成立由百余位村民自发组建的

“保洁队”，5 人一组，每天轮流负责水
面岸边的垃圾清理和环境监督。

随着污水“截”、岸上“清”，长汀村
又在河滩上铺上细沙，种起棕榈树，推
出别具风情的“阳光沙滩，山里看海”海
滩休闲旅游项目，打造出“十里云河”美
丽乡村风景线，带动长汀村的脱贫致富
路越走越宽。

一间间农家乐、民宿如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沙滩音乐节、排球比赛、大型沙
雕游玩等活动接踵而至，不断聚集人气。

如今，长汀村集体经济创收近 400
万元，带动乡村旅游经济收入达 4800
万元。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比 2015 年翻
了近 3番，实现“绿富美”的完美逆袭。

近年来，丽水借治水之势，创新“治
水+”发展模式，在全市谋划 80 个水资
源开发利用项目，成功创建首个国家级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旅游收入
连续保持高增长，增幅居全省前列。

“下一步，丽水将坚决打好治水巩
固提升持久战，深入构建水经济创新发
展链条，进一步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丽水市治水办

（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说。

水复山环绿万重，轻烟细雨太朦胧。初夏的瓯江，帆影片片、鹭

影翩翩、处处是景。一叶叶舴艋船从清碧的水面掠过，由浅滩划向

深潭，从一个埠头驶向另一条码道，只剩船桨划开水面时的细波向

岸边荡漾……

浙江省丽水市，是一座因水而名、因水而美、因水而兴的城市。

在丽水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一个“水”字。特别是近年来，丽水深

入推进治水工作，以黑臭水体治理为支撑，不断推动黑臭河向美丽

河湖嬗变。

持续攻坚
推进黑臭水体治理推进黑臭水体治理

丽水之名，源于丽阳溪。
这条溪发源于莲都城区北部的骑龙

山麓，自北向南，流经两个街道、10 个社
区（行政村），贯穿城区，汇入瓯江，水系总
长为 14.38公里，是莲都区的第二大内河。

“丽水人喜欢称丽阳溪为丽阳坑。它
是条山溪河，常年水流丰沛清澈，几千年
来，滋养着两岸居民。”在旅居奥地利的华
人陈小同的记忆里，丽阳坑是条活着的河
流：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丽阳坑远足，大
家在溪石上蹦蹦跳跳，玩累了就坐在石头
上，把双脚伸进清澈的溪水中乱踢，溅起
的水花打在身上凉凉的……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丽阳坑两岸的居
民越聚越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河
岸的各类污染源使河水逐渐变黑。丽阳
坑沦为“踩到水里脚会烂”的黑臭河。

改变始于 2013 年。那一年，丽水将
丽阳坑的治理作为“五水共治”和市区内
河整治重点河道，市委书记亲自挂帅担任

河长，以“啃硬骨头”和治顽疾的决心，强
力推进“工程治水”“管理治水”“社会治
水”。

内河的垃圾清理了、河床疏浚了，沿
岸居民区排污口全部截污纳管，沿线学校
医院建立临时污水处理设施，上游 13 个
违规取水口被取缔，入河水摘掉“黑臭”的
帽子，丽阳坑发生了变化。

“现在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比以
前好了 10 倍还不止。”在丽阳坑边生活了
30 多年的施大姐为丽阳坑的点滴改变而
高兴。“现在流经小区的河段，不仅河道干
净、水质变好，河里还养起了几百条红鲤鱼，
岸边修建了花坛，住在这里太幸福了。”

从黑臭河到景观河，和丽阳坑一样实
现 华 美 蜕 变 的 河 流 湖 泊 在 丽 水 不 胜 枚
举。近年来，丽水 96 个地表水环境功能
区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99%，Ⅰ类—Ⅲ
类断面比例为 100%，城市地表水环境质
量指数排名稳居全省第一。

为千峡湖除污清味，创造亲水空间

水清岸美后，丽水又做起了人水和谐
发展的文章，打造出一个个集生态宜居、
人文旅游、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滨湖小镇。
景宁畲族自治县渤海镇便是其中之一。

夜幕降临，渤海镇褪去白天的喧嚣。
站在网红“渤海千峡湾·生态园”里眺望千
峡湖，美景尽收眼底。难以想象，这里曾
经是另一番景象。

“几年前，每当大雨过后，湖面上便漂浮
着大量的杂草和垃圾，褐色的湖水时不时散
发出异味。”渤海镇渤海村村民潘大爷回忆。

为给千峡湖除污清味，渤海镇紧紧围
绕“污染在水中、根子在岸上”的思路，深
入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做到雨污全
分流、管网全清理、走向全标识、排口全整
治、排放全许可，确保对千峡湖有影响的

污水应截尽截；全面推行水体保洁网格化
管理，建立健全水环境卫生“红黑榜”评比
制度，定期开展“全民洁净日”活动，努力
实现水岸共治。

“随着一项项治水举措的不断推进，
千峡湖的水越来越清，但还没呈现出现在
这种人水和谐的美景。”景宁畲族自治县
治水办（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说。

面对这样一个山区湖泊，渤海镇以
“安全流畅、生态健康、水清景美、人文彰
显、管护高效、人水和谐”为目标，开启了
千峡湖精雕细琢的“绣美”之路。

通过亲水平台建设、沿湖亮化改造提
升等工程，渤海镇建成“人水和谐”的亲水
景观长廊，打造“全天候美”的滨湖小镇景
观带。其中，在亲水平台建设过程中，充

分融入畲族文化、渔文化等元素，让滨
湖长廊成为群众休闲、赏水、亲水的平
台；在沿湖亮化改造提升工程中，采用
点、线、面相结合的灯光，使沿湖光影动
静有序、色彩丰富，江南小镇与流水韵
味相得益彰。

如今，走进渤海镇，可谓处处都是
风景。千峡湖畔更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千峡湖的治理是丽水市探索实践
人水和谐的典范。”丽水市治水办（河长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丽水在持续改善
水质的基础上，致力于为沿河湖百姓创
造更多、更好的亲水空间和体验。

眼下，“生态廊道”“山海水城”“河
川公园”……这些各具特色的人水和谐
样板在丽水各地不断涌现。

构建水经济创新发展链条，实现业兴民富

◆本报记者文雯

“‘2+26’政策确实明显改善了 28
个政策实施城市的空气质量。”香港
大学统计与精算系教授朱柯告诉记
者，“这项政策长期来看，会给北京市
和天津市带来 203 亿元和 150 亿元的
年收益，远远高于两市治理大气污染
的投入。”

香港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
团队近日采用新的因果分析方法，以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2+26”政
策）为例，进行综合政策评估研究，得
出了以上结论。

“2+26”政策明显改善
2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 明确要求到 2017
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
度比 2012 年下降 10%以上。为治理
三大重点污染区域之一的京津冀及其
周边地区，生态环境部推行“2+26”政
策。香港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
团队从生态环境部数据中心收集各城
市 2015 年至 2019 年的空气质量指数

（AQI）数据，对“2+26”政策进行综合的
评估研究。

朱柯介绍，团队的研究方法基于
一个新的面板数据模型。“统计模型允
许 AQI 数据背后有不可观测的个体
及时间固定效应，且对各项重要的气
象因子进行严格控制。”

在此模型框架下，通过对比 28 个
政策实施城市和其他非政策实施城市
的 AQI 数据，团队研究发现，“2+26”
政策确实明显改善了 28 个政策实施
城市的空气质量。

“从总体上来看，在政策实施后的
两年内，28 个城市所在区域 AQI 值平
均下降 9.338，PM2.5 值平均下降 4.704
个单位，PM10 值平均下降 14.860 个单
位。”朱柯告诉记者，进一步的研究还
发现“2+26”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时间
和地域上存在较大差异。

从时间上来看，“2+26”政策在冬
季（每年的 10 月至次年的 3 月）的效果
最明显，但是在夏季（每年的 4 月至 9
月）的效果不太显著。这一现象表明，
政策中针对解决冬季污染问题的措施

（如“煤改电”“煤改气”工程等）要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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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年实施的常规更措施有效。
另外，从地域上来看，28 个

政策实施城市形成一个闭合的
地理边界，而每个城市的政策效
果与其到此边界的距离有关。
朱柯举例说：“距离边界较远的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的 AQI 值 按
年 大 幅 下 降 了 14.760，而 距 离
边 界 较 近 的 山 西 省 太 原 市 的
AQI 值 则 按 年 只 下 降 了
2.879。”

项目参与者之一、中国人民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华义
指出，这种政策效果上的地域差
异恰恰反映了“2+26”政策的特
点，即以重点污染区域为中心，
构建大范围联合防治网络带，有
效防控由空气流通带来的污染
溢出及渗入。

空气质量改善给社
会带来经济收益

项目参与者、香港大学博士
生 张 宁 宁 介 绍 ，团 队 还 对“2+
26”政 策 做 了 详 尽 的 成 本 收 益
分析。

一方面，基于地方财政环境
保护支出数据分析发现，北京市
和天津市对这项政策的年投入
成本分别是 93 亿元和 20 亿元。
另一方面，由这项政策带来的空
气质量的改善，会引起人口健康
水平改善的下降以及人口平均
寿命的提高，从而给整个社会带
来经济上的收益。具体来讲，基
于人口健康水平改善数据，分析
发现这一政策在北京市和天津

市的短期年收益分别为 15 亿元
和 11亿元。

更 令 人 振 奋 的 是 ，基 于 人
口平均寿命数据，团队分析发
现，这项政策在北京市和天津
市的长期年收益分别为 203 亿
元和 150 亿元。这要远远高于
其相对应的年投入成本。“按年
投入产出比，北京市为 2.34，天
津市为 8.05。”朱柯说，“也就是
说，治理大气污染每投入一元
钱 ，最 高 可 以 获 得 8 元 钱 的 收
益。”

“虽然短期内因空气质量的
改善而挽回的经济损失无法完
全覆盖政策实施投入的经济成
本，但是从长期来看，空气质量
的改善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降
低人们患病的概率。”朱柯指出，
由此带来的长期经济效益要远
远 大 于 政 策 实 施 花 费 的 经 济
成本。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结果表
明，“2+26”政策采取的“联防联
控”思路对治理空气污染具有显
著的效果。

今年 3 月 15 日，由于蒙古
国的严重沙化问题，我国北方大
部分地区经历了近 10 年来最严
重的沙尘 暴 。 朱 柯 建 议 ，为 解
决此类空气污染问题，以往各
国 单 打 独 斗 的 治 理 方 法 可 能
效果较差；相反，借鉴“联防联
控 ”思 路 ，推 动 多 个 国 家 采 取
联 合 防 治 的 政 策 也 许 是 解 决
此 类 问 题 的 一 个 有 效 而 且 必
要的手段。

本报讯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的《北京市城市积水内涝防治及溢流污染控制
实 施 方 案 (2021 年 —2025 年)》（以 下 简 称《方
案》）明确，今后 5 年，北京将加快城市积水内涝
防治及溢流污染控制。到 2025 年，中心城区溢
流口、跨越口在场次降雨小于 33 毫米时污水不
入河。

《方案》明确要发挥综合效益。因地制宜、
集散结合建设雨水调蓄设施，发挥削峰错峰作
用。恢复和保持城市及周边河湖水系的自然连
通和流动性。严格保护河湖、湿地、低洼地等的
自然调蓄空间，不得随意侵占河湖水域。

《方案》要求，针对中心城区雨污合流溢流
污染问题，以清河、凉水河、通惠河、坝河考核断
面水质全天候稳定达标为约束条件，通过各流
域排水系统及河流水质的模拟分析，明确雨污
合流溢流污染控制措施，分区域分类型对陶然
亭公园等 92处合流溢流口实施调蓄净化治理。

此外，通过完善共享机制，利用 5G、大数
据、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实现市区两级相关专
业运行单位数据共享。全市将实施积水点和排
水管网监控，扩大积水点监测范围，感知水位、
流量等要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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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加快城市积水溢污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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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潘骞淮北报道 安徽省淮北市是
全国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截至目前，淮北市
已累计塌陷土地约 41.6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为
20.6 万亩，塌陷深度大于 1.5 米的塌陷地面积约
为 8.5万亩，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多年来，淮北市委、市政府先后投入各类资
金 150 多亿元，修复治理采煤沉陷地 20.6 万亩，
搬迁村庄 275 个，实现十多万失地农民再就业，
安置近 20 万搬迁群众，淮北蝶变成水清岸绿环
境美的山水生态之城。

科学谋划，多规合一。先后编制《安徽省淮
北市采煤塌陷区土地综合治理规划》《淮北市采
煤沉陷区水资源利用与湿地修复规划》《城市水
系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等系列专项规划。
同时，将土地利用总规划、城市规划、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湿地保护规划、林业规划等有机结合
起来，以优化空间布局、提高政府空间管控水平

和治理能力为目标，保障治理后的土地能按照
规划用途有效利用。

创新融资，合理补偿。在全省率先出台《探
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支持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实
施办法》，通过自然资源政策激励，吸引社会各
方参与，探索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模
式，推动全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由单一结构
向多元格局转变，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

统筹推进，科学管理。治理过程由市领导
担任“总指挥”，各部门作为“一线指挥部”，规
划、自然资源、城建、交通、水务等多部门分工协
作，做到不重复投资，一体化施工。

超前治理，持之以恒。在治理工作中，立足
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通过扎实推进生态经济
化、经济生态化，形成良性循环，持续修复采煤沉
陷区生态，将历史“包袱”变成财富，推进城市转型。

先后投入150亿，修复治理采煤沉陷地20.6万亩

淮北持续推动采煤塌陷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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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四批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
名单》，索菲亚家居（浙江）有限公司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
这家公司研发的以木质纤维或原木颗粒为原料的无醛添加康纯
板，以胶膜纸的水性 PVC 膜代替油性 PVC 膜，对可能存在重金
属的原辅材料均进行封边条、PVC 膜、装饰线条等的检测，以控
制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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