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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晶 产 业 是 浦 江 县 的 支 柱 产 业 之 一 。
2012 年，浦江县水晶玻璃产业拥有工厂和家
庭作坊式企业 2.2 万余家，从业人员有 20 万余
人。高峰时期，每天仅发往广东古镇的水晶玻
璃产品就达 300多吨。

然而，在这些漂亮的数据底下，暗潮涌动。
浦江县水晶厂“低、小、散”问题严重，水晶

加工作坊遍布城乡。每天有大量的水晶加工
产生的废水、废渣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入环境
中，导致固废遍地、污水横流。

为破除粗放的水晶加工方式给浦江县带
来的环境污染困局，浦江县委、县政府对水晶
产业开展了刮骨疗毒般的行业整治，共关停淘
汰水晶加工户 2.1 万余家，淘汰落后机器 9.2 万
台，转移流动人口 9.5 万人。同时，强势推进水
晶产业集聚发展，将大浪淘沙后剩下的 500 余
家水晶企业集中到东部、中部、南部和西部的
4 个水晶产业园区内，实现“园区集聚、统一治
污、产业提升”。

每年节约电费近 120 万元，碳排放减少超
3000 吨……眼下，浦江县水晶产业的绿色蝶
变还在持续。不久前，浦江水晶产业集聚园区

利用厂房屋顶资源，融合电网建设、新能源技
术、数字化转型等，推进园区规模化光伏示范
应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绿色动力。

加上以三思光电、苏州赛伍等为代表的一
大批光电光伏、5G 信息新兴产业项目陆续落
地，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产
业已成为浦江县今后发展的主流方向。

此外，借治水之势，浦江县还持续推动旅
游业和农业融合发展，以项目的形式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连续两年实施“十大文旅
产业项目”，新签约和达成合作意向的亿元以
上项目有 6 个，投资总额达 181.73 亿元。以万
年上山文化村、檀溪九母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
优质文旅项目接踵而至。

“下一步，浦江县将全力以赴打好新时期
治水深化战，共同守护好绿水青山，让‘山清水
秀、碧波荡漾’一直陪伴在每一位浦江百姓身
边，浸润浦江的每一寸土 地 ，在‘ 绿 水 青 山 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坚定、越
走 越 宽 阔 。”浦 江 县 治 水 办（河 长办）相关负
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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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禹鼎禹鼎””金鼎金鼎
铁腕治、长效管，一任接着一任干，实现 7年七夺鼎

◆本报记者朱智翔晏利扬 通讯员徐旻

一架彩虹飞两岸，满湖翠色收眼
底。这般如画风光让人很难想象，如今
绿树鲜花、水草丰美的浙江省金华市浦
江县翠湖，2013 年前还是远近闻名的
“臭水塘”。用当地人的话说，过去路过
这里都要屏住呼吸，加快脚步，现在却可
以放慢脚步，恣意欣赏。

从“黑河臭水惹人厌”到“水清景美
众人赏”，翠湖的美丽蝶变是浦江县治水
成果最生动的展示。2013 年，浦江县在
浙江省率先打响治水攻坚战的第一枪，拉
开了“绝不把污泥浊水带入全面小康”的
治水序幕。如今，浦江治水已成为当地的
一张金名片。近日，浦江县成功捧回浙江
治水最高奖“大禹鼎”金鼎，成为全省两个连
续7年七夺治水“大禹鼎”的县（市、区）之一。

7年七夺鼎的背后，是浦江县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坚定
信念，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的使命担当。

如今，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画卷已在浦江徐徐展开，一曲生态环境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浩荡长歌仍在浦江奔
涌向前。

▶随着治水工作的深入推进，昔日的“黑臭湖”——浦江金狮
湖蜕变成美丽的山水田园，湖光山色让人流连忘返。老百姓享受
着治水带来的红利。

上图为昔日金狮湖水黑岸脏的景象。
下图为今日金狮湖美丽的山水田园风光。 何敏摄

治水荡浊，浦江县全域51条河流均达到或优于III类

“粉色浪漫，美如画卷”。每年
的三四月份，浦阳江生态廊道同乐
段边的樱花竞相开放，吸引四方游
客、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真的是
很舒服的一个地方。樱花很美，风
景很好，空气也很清新，走一走特
别享受。”说起浦阳江生态廊道的
樱花大道，游客们赞不绝口。

浦 阳 江 生 态 廊 道 全 长 17 公
里。乔杉问渠、双溪解流、江岸书
声、枫堤窥鹭等一个个沿线景点穿
点成线，共同构成“浦阳江新十二
景”，风格迥异、风光秀美。

然 而 ，浦 阳 江 曾 是 另 一 番 景
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水晶等
重污染产业无序扩张，导致浦江县
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境内许
多河流一度成为“黑臭河”“垃圾
河”“牛奶河”。浦阳江水质常年处
于劣Ⅴ类，是钱塘江支流中乃至全
省水质最差的河流之一。“以前只
要有水和桥的地方，就会看见垃
圾。”回忆起以往浦阳江的情景，家
住附近的李英霞连连叹息。

母亲河告急，一场家园保卫战

全面打响。“我们这一代人制造的
污染，必须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治好”。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
级各部门通力协作，打出污染源排
查、河道清淤、生态修复等一系列
水环境整治的组合拳。

不仅要铁腕治，更要长效管。
多年来，浦江县不断完善县级河

（湖）长 、乡 级 河（湖）长 、村 级 河
（湖）长以及乡镇（街道）联络员组
成的四级管护机制，仅 2020 年就
开展基层“河湖长”培训 10 次，全
年累计报送和处理问题 1.5 万余
个，持续深入推动治水工作常态
化、长效化。

如今，在治管结合下，不仅浦
阳江实现了美丽蝶变，浦江县全域
51 条河流均达到或优于Ⅲ类，国
控断面Ⅲ类水体比例和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在 100%，实
现了水清岸绿景美，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

“小河清清大河净，水碧山青
如画屏”已成为浦江县最亮丽的
底色。

治水富民，催生乡村旅游新业态

“这几年，来村里游玩的人一
年比一年多。我就卖点自制的笋
干、小鱼干，生意好着呢。”浦江县
大畈乡上河村 73 岁的村民陈明甫
坦言，现在的好日子以前想都不
敢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发家致
富，上河村村民陆续做起了水晶加
工生意。2010 年前后达到顶峰，
全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台水晶
加工机器。在村民“钱袋子”富起
来的同时，身边的小河小溪却变成
了“牛奶河”，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令人苦不堪言。
“再也不能用着脏水数钱”成

为村民们的共识。水晶整治行动
开始后，广大村民积极响应，在参
与治水的同时自发捐助 160 多万
元资金，用于村里日常环境管护及
旅游设施建设。

在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上河
村旧貌换新颜。水清景美更是吹
来了新风尚，带来了新业态。不少
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回村，开起了
农家乐、办起了民宿。一时间，乡
村旅游业蓬勃发展，村民在家门口

治水兴业，“两高两低”成为主流发展方向

便赚到了钱。仅今年一季度，上河村就接待游
客 4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 1000 万元。

不仅是上河村，白马镇嵩溪村、杭坪镇薛
家 村 、虞 宅 乡 新 光 村 等 村 庄 都 看 到 了 治 水

“钱”景。绿水青山的回归让浦江乡村沐浴在
生态红利中，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村

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据统计，目前，浦江县 227 个行政村中，已

有 107 个村达到年总收入 20 万元、经营性收入
10 万元的省定标准 ，69 个村达到年总收入 30
万元、经营性收入 15 万元的县级加压标准，20
个村的经营性收入达到 50 万元以上。

本报讯 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
区侯营镇顾庄村，聊城市生态环境
局东昌府区分局局长杨效敬随手打
开 一 户 村 民 家 院 外 的 污 水 管 道 井
盖，看到的是顺着管道排出的黑水。
来到不远处的污水处理站末端出水井
的旁边，映入眼帘的已是一汪清水。

因面临工作基础薄弱、村庄布
局分散、维护管理乏力等困境，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突出短板。而在东昌
府区，这项工作起步早、标准高，已
经走在聊城市前列。

在线监控污染指标，实
现远程控制、无人值守

在顾庄村和后二十里铺村，记
者看到，家家都有污水管道通向院
外路边的主管道，主管道直通村边
的污水处理站。在污水处理站，提升
井、阀门井、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

沉淀池、出水井一字排开。生活污
水经过各道工序处理后，达标排放。

记者注意到，好氧池内有很多
球形悬浮填料。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人员告诉记者，每个悬浮填料都是
一个微型反应器。生活污水经处理
后 水 质 完 全 达 到 化 学 需 氧 量
COD≤50mg/L、氨氮≤6mg/L 的水
污染物排放一级标准。在后二十里
铺村的污水处理站，COD在线监测仪
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为 42.37mg/L。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指标数据
将会统一传送到检测平台，实现实
时在线监控，达到远程控制、无人值
守的目的，以适应农村基层缺乏专
业技术管理人才的实际情况。

东昌府区37处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站投入运行

东昌府区目前有 37 处同样的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站投入运行。

杨效敬告诉记者，为使污水处
理设备正常运行，避免因污水收集
不足导致污水处理设备闲置，东昌
府区对已建成污水管网的村庄采用
两种模式进行管理。污水量较大的
村庄建设污水处理设备；污水收集
量较少的村庄采用转运模式，即安
排专业机构将污水转移到就近的生
活污水治理站进行处理。顾庄村的
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量为每日 5 吨，
完全可以满足 210 户 600 人的生活
污水处理需求。

杨效敬介绍，2020 年度东昌府
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涉及 9 个
乡镇、59 个村及一个社区。截至今
年 6 月初，59 个村庄的排水管网已
经 铺 设 完 成 ，污 水 处 理 站 投 入 运
行。根据要求，东昌府区 2021 年度
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涉及 77 个村。这
一项目已经被列入 2021 年度东昌府
区十大民生项目，目前项目进展顺
利。 任连举 焦熙宇

37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已投入运行

聊城东昌府区今年推进77个村生活污水治理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陈晗 寇玲 江苏省
连 云 港 市 海 州 区 为 使 雨
水、污水从“同流合污”转
为“各行其道”，持续发力
打 通 污 水 治 理“ 神 经 末
梢”，计划 2022年上半年全
面完成130公里改造任务。

海州 区 地 处 连 云 港
市 主 城 区 ，按 照 市 下 达
的 城 区 雨 污 分 流“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要 求 ，海 州 区
积 极 推 进 城 区 雨 污 分 流
改造。

海州区将需要治理的
河 道 分 片 区 列 入 改 造 计
划，在前期对沿东盐河 56
个排口进行全覆盖管控的
基础上，实施宋跳工业园
区 日 处 理 污 水 2400 吨 的
分散式污水处理项目，建
设 东 盐 河 沿 岸 节 制 闸 12

处，完成苍梧河、凌州河等
支流清淤工作。

海州区正在兴建连云
港职业技术学院日处理污
水 500 吨的分散式污水处
理项目，并对东盐河、凌州
河、苍梧河等新增改善水
质的环保设备。此外，与
市城建控股集团合作，定
期对管网进行全面排查，
对有功能性缺陷的管网进
行修复。

为深入推进城乡污水
治 理 全 域 覆 盖 ，自 今 年 4
月开始，海州区在前期建
成村庄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137 个 、累 计 铺 装 主 支 管
线 320 公里、接户管线 230
公里的基础上，启动村庄
污 水 治 理 自 然 村 覆 盖 项
目。通过污水治理，村庄
的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连云港海州发力雨污分流改造
2022 年上半年完成 130公里改造任务

◆本报见习记者李妮斯

今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全面实施重
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禁止生产、销
售不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柴油
车，进口重型柴油车应符合国六排放
标准。这意味着成都市注册登记的重
型汽车进入国六排放时代。

近日，记者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获悉，作为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仅次于
北京的城市，成都市的移动源呈现出
基数大、增长快、排放多的特点。截至
今年 5 月底，成都市机动车保有量约
为 617 万辆，其中汽车约 558.5 万辆。
全市累计登记备案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有 66869 台。

据了解，成都市今年将移动污染
源专项治理列为全市突出环境问题专
项治理“八大行动”之一，下一步还将
制定柴油车“大户制”管理实施办法，
推进在用国五运渣车 OBD（车载诊断
系统，用于监控尾气是否超标）远程在
线监控安装与联网；并联合市场监管、
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完成全市机动
车检验机构监督检查全覆盖，严厉打
击机动车排放检验违法行为。

从7个方面推进移动源
污染专项整治

“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强化移
动 源 污 染 管 控 ，成 都 市 今 年 出 台 了

《成都市 2021 年移动源污染专项整治
方案》（以下简称《整治方案》），从油
品质量与油气回收管理、交通运输结
构调整、车辆源头管控、在用车监管、
排 放 检 验 管 理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管
控、联合监管与科技支撑等 7 个方面
明 确 年 度 移 动 源 污 染 专 项 整 治 任
务。”成都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处处
长蒋光辉表示，成都市还配套制定了

《成都市 2021 年二季度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方案》。

在为期一个月的移动源抽测攻坚
中 ，成 都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在 中 心 城 区

（11+2 区域）设置 16 个点位，开展常态
化柴油车路检路查。截至 6 月 14 日，
全市累计人工路检柴油车 55654 辆，
比 2020 年全年数量增加 13942 辆；发
现超标车 2383 辆；公安交管部门处罚
2270 辆 ，超 过 2020 年 全 年 处 罚 量 的
28.7 倍，处罚金额为 45.4 万元。入户
场检柴油车 357 辆，发现超标车 4 辆；
遥感监测柴油车逾 37.79 万辆，其中不
合 格 车 辆 为 146 辆 ；抓 拍 黑 烟 车 156
辆，超标率为 0.08%，均已移交公安交
管 部 门 。 全 市 共 检 查 工 地 及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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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 家 ，检 查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4070 台，检测机械 2717 台，发现
问题机械 159 台（其中检测不合
格的为 129 台），立案 35 件，处罚
24件，处罚金额为 14.17万元。

与 此 同 时 ，为 加 强 挖 土 机 、
装 载 机 等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管
控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还 将 市 级 高
排放禁止区的机械禁用标准由
国一及以下标准提高至国二及
以 下 标 准 。 同 时 ，完 善 工 地 管
理 机 制 ，在 重 点 区 域 实 施 入 场
机械须提供 3 个月内检测合格证
明的措施。

“大多数非道路移动机械使
用柴油作为燃料，排放物以氮氧
化物和颗粒物为主。经研究测
算，一台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污
量相当于 50 辆至 80 辆一般机动
车的总排污量。一辆国三重型柴
油货车的污染物排放量相当于
400 辆国五小汽车或 700 辆国六
小 汽 车 的 总 排 污 量 。”蒋 光 辉
解释。

将制定柴油车“大户
制”管理实施办法

据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成都市将按照《整治方
案》的要求，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持续开展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监督抽测，严格实施超标处罚
措施，完成四川省下达的目标任
务。同时，强化与公安交管部门
的沟通对接，推动黑烟车抓拍纳
入非现场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还将
制定柴油车“大户制”管理实施办
法，完善用车大户监管机制，并在
推进在用国五运渣车 OBD 远程
在线监控安装与联网的基础上，
研 究 新 注 册 柴 油 车 OBD 联 网
工作。

“在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方
面，我们除了提高高排放禁止区
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标准以外，
还将建立入场施工机械需出具 3
个月内检测合格证明及机械动态
管理等机制，继续加大对非道路
移动机械监督抽测力度，强化对
机械备案、使用和排放各环节的
监管，持续改善成都市环境空气
质量。”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今年下半年，成都市还将完
成中心城区 422 家加油站油气回
收在线监测装置安装与联网，完
成 170 家年汽油销售量 5000 吨以
上加油站油气处理装置安装与联
网，对未安装和未稳定运行油气
回收在线监控装置的加油站实现
监督抽测全覆盖。

图片新闻

近年来，湖南省道县加强对河流、湖泊等湿地的保护和治理，
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守护境内河道、湖泊一湾碧水。图为道县
梅花镇、贵头村两级河长及党员志愿者，近日开展呵护母亲河水
生态环境主题党日活动，在洑水河贵头村段清理河面、河滩上的
垃圾。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