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坚 05
2021.07.19 星期一责编:王珊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gongjian@163.com

郧西县突出郧西县突出““一主两辅一主两辅””拓宽秸秆综合利用渠道拓宽秸秆综合利用渠道

火车岭村没有一处火点火车岭村没有一处火点
◆◆本报通讯员叶相成本报通讯员叶相成朱煜旎朱煜旎

“控源、治污、扩容、严管”并举

天津12条入海河流
全部消除劣Ⅴ类水

构建“双总河长制”和五级河
湖长制组织体系

广西地表水考核
断面优良率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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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还田为主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实施秸秆还田作
业。 耿晨摄

“无一处火点。”
近日，在湖北省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十堰市生态

环境局郧西分局工作人员使用无人机巡查秸秆禁烧情
况。自全县召开秸秆禁烧工作部署会以来，两个月时间，
河夹镇火车岭村实现全域“零火点”。

河夹镇政府驻村干部、四级调研员张绪达告诉记者：
“这要从因地制宜4个字说起。”

推进秸秆禁烧推进秸秆禁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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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岭村全村人口 710 户 2467
人，共有耕地 2000 亩，油菜、小麦种
植 1000 亩，面积位居全镇前三。由
于地处两郧路交通主干道和福银高
速公路沿线，秸秆禁烧任务重、压力
大。

如何确保全村“不燃一把火、不
冒一处烟、不留一片黑”，张绪达深
知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团结带领村
组干部，做好群众工作，才能力争实
现“零火点”。

5 月 10 日，县、乡两级秸秆禁烧
工作部署会后，张绪达迅速来到火
车岭村，会同村书记柯昌胜带领村
干部深入农户，召开院落会，了解群
众秸秆禁烧的困点、难点。

“秸秆腐烂还田是最好的化肥，
大家可以将其堆放在闲置地带，为
什么一定要焚烧呢?”

张绪达的话音一落，农民的反
响强烈：“焚烧最方便啊”。

“还田时间长，还占用土地，堆
放秸秆的地方我还能多种些粮食
呢”……

张绪达听出了话外之音，群众
并不反感秸秆用于还田，解决堆放
秸秆的用地才是关键。全村人均 3
亩 地 ，堆 放 秸 秆 最 多 需 要 1 分 地 。
占用土地的费用如果由村委会负
责，就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在
村班子会议上，张绪达算了一笔账：

“一亩地的年租金 600 元，1 分地半
年租金 30 元。”村干部一致同意，达
成了共识：“村委会对愿意秸秆还田
的农户补助青苗费。”

如今，走在火车岭村的田间地
头，堆放整齐的秸秆成为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以综合利用为辅

为实现秸秆禁烧目标，火车岭
村坚持“一堵三疏”、“疏堵结合”原
则，突出“一主两辅”，以还田为主，
以燃料化、饲料化为辅，积极拓宽综
合利用“疏”的渠道，让秸秆变废为
宝。

在河夹扶贫产业园内，今年新
启动的郧西国瑞燃气有限公司工业
园区集中供气项目，正在收集整理
收购的香菇棒、树皮、废木材等，为
园区内木材加工企业提供蒸汽原
料。截至目前，公司已收购了 400
多吨原材料。

“下一步，计划在夏季秸秆禁烧
期收购 1500 吨秸秆。”项目负责人
唐光华介绍，秸秆回收不同于其他
原材料，费时、费力，不易粉碎，但为
了做到惠民利民，公司按照补贴价

150元/吨收购，做到应收尽收。
秸秆不仅是天然的燃料，而且

是草食畜禽的饲料。
在火车岭村七组，两辆拖拉机

正拉着刚从农户地里收购来的秸
秆。火车岭村共有 6 户养殖大户，
牛、羊共 300 多头。种植大户查明
学告诉记者，这些秸秆粉碎后成为
50 多头存栏牛过冬最好的口粮，一
个月能消耗 50多吨秸秆。

目 前 ，废 弃 秸 秆 除 以 上 两 种
回 收 方 式 外 ，还 有 一 部 分 交 由 郧
西 国 瑞 燃 气 有 限 公 司 处 理 ，村 委
会 承 担 运 输 成 本 ，农 民 个 人 增 收
明显。剩下部分由合作社免费回
收。这解决了过去秸秆类农业废
弃物焚烧带来的资源浪费及环境
污染问题。

以奖惩制度为保障

上午 7 时多，火车岭村驻村干部张绪达
带着宣传喇叭，骑着摩托车开始巡查。

在 村 委 会 附 近 ，只 见 部 分 油 菜 田 和 麦
田 已 经 收 割 ，还 有 的 正 待 收 割 。 张 绪 达
说:“ 从 5 月 11 日 开 始 ，每 天 早 上 7 点 到 晚
上 8 点，除在村委会处理日常事务外，我每
天 巡 查 4 次 ，看 到 村 民 就 向 他 们 宣 传 露 天
焚 烧 秸 秆 的 危 害 ，并 发 放《致 广 大 农 民 朋
友一封公开信》。”

据张绪达介绍，全村组建了由镇政府驻
村干部、村干部、组长、公益岗和护林员共 27
人的秸秆禁烧巡查组。分组分片实行包保，
每天巡查，全覆盖看护。今年 58 岁的张绪达
主动请缨到村里最难管控的一组开展秸秆禁
烧工作，他每天骑着摩托车早出晚归，将秸秆
禁烧工作要求和综合利用补贴政策宣传到户
到人。

机制形成后，如何调动巡查员的积极性，
进一步压实责任？

火车岭村积极探索履职保证金制度。村
干部以一个月工资为履职保证金，公益岗和
护林员缴纳 1000 元保证金。各组负责的农
户若出现秸秆焚烧行为，巡查员按比例扣除
保证金，农户取消当年度的地力保护补贴。
夏季和秋冬季禁烧工作结束后，依据禁烧成
效兑现奖罚。

目 前 ，郧 西 县 秸 秆 禁 烧 工 作 正 按 照
“ 标 本 兼 治 、疏 堵 并 举 、属 地 管 理 、源 头 控
制”的原则，全面落实“县督导、镇负责、村
为 主 、户 联 防 ”工 作 机 制 ，全 县 各 乡 镇 、各
村 因 地 制 宜 ，积 极 探 索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的 新
途径。

强“堵 ”重“疏 ”，郧 西 县 正 通 过 全 面 打
响 以 秸 秆 禁 烧 为 当 前 重 中 之 重 的“蓝 天 保
卫战”，强化综合利用，建设美丽生态宜居
家园。

本报讯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推进河湖面貌持续
改善，获得 2020 年度国务院督查激励。
其中，自治区推荐的柳州市鹿寨县获国
务院办公厅予以督查激励通报表扬，并
给予 1000 万元奖励，用于河湖长制及河
湖管理保护工作。

2020 年，广西实现“水十条”国考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三连升，全区 52 个国家
地 表 水 考 核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实 现
100%，排名全国第一；2021 年一季度入
围城市增加到 10个，保持全国第一。

据介绍，自 2018 年 6 月全面建立河
湖长制体系以来，广西建立起由各级党
政主要领导任总河长的“双总河长制”和
横到边、纵到底的五级河湖长制组织体
系，实现江河湖库河湖长制全覆盖。

其中，共设立各级河湖长 2.9 万名，
西江、柳江、郁江、桂江设立自治区河长，
流经的市、县、乡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担
任辖区段河长。各级河湖长统筹推进水
资源管理、水域岸线管控、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 6 项
任务，并把“清四乱”作为打赢打好河湖
管护攻坚战第一抓手，深入推进河湖“清
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推动整治销号河湖

“四乱”问题 8000 多个，基本实现“动态
清零”。

此外，建立联防联控长效机制，与 4
个相邻省签订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治协
议，建立 12 项省区协调联动工作制度和
机制。同时，组织开展“民间河长”“河小
青”“关爱山川河流·保护母亲河”等志愿
活动，完善村规民约，广泛凝聚河湖管护
合力。 蓝皓璟

制定法律进一步强化政治责
任，健全责任体系

黑龙江加强黑土地
保护与利用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报道
记者近日从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黑龙江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切实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有关情况。

据了解，黑龙江是黑土地大省，黑土
地面积占全国黑土地面积的 45.7％，其
中典型黑土耕地面积占东北典型黑土耕
地总面积的 56.1％。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
考察时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
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
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决定》共 9 条，主要内容首先明确了
进一步强化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政治责
任，使保护黑土地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使
命、共同责任和共同行动。

其次，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要
求，构建党委领导下的黑土地保护利用
长效机制，健全责任体系，强化黑土地保
护职责。

同时，多措并举，有效保护利用黑
土 地 ，防 止 黑 土 地 面 积 减 少 和 质 量 下
降 ，鼓 励 节 约 使 用 黑 土 地 。 进 一 步 强
化 黑 土 地 保 护 的 考 核 监 督 ，将 黑 土 地
保 护 利 用 作 为 落 实 粮 食 安 全 党 政 同
责 的 重 要 指 标 ，并 将 黑 土 地 保 护 完 成
情 况 纳 入 对 各 级 人 民 政 府 的 考 核 内
容 ，加 强 人 大 常 委 会 监 督 。 此 外 ，推
进 专 项 立 法 进 程 ，尽 快 出 台 全 省 黑 土
地 保 护 利 用 地 方 性 法 规 ，为 保 护 利 用
黑土地提供法治保障。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将为依
法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提供有力的法治
保障。”这位负责人表示。

◆◆陈梦竹

近日，由贵州省人大环境与资源
保护委员会主办的“守护母亲河·奋力
出 新 绩 ”2021 年 贵 州 环 保 行 如 期 启
程。贵州第五次环保行仍以乌江为主
线，考察乌江多个监测断面、水电站、
沿岸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为乌
江“把脉问诊”。

乌江天险焕新颜

记者跟随采访团穿越十几公里山
路，绕过二十多道弯，终于来到贵州省
毕节市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

发源于乌蒙山的六冲河与三岔河
在这里汇合成乌江，横贯贵州中部和
东北部，成为贵州第一大河。乌江以
近贵州省四成的国土面积和承载一半
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成为贵州名
副其实的母亲河。

六冲河与悬崖相依，组成风景如
画的乌江源百里画廊，化屋村人依山
傍水而居。过去，这个悬崖下的村落
因自然条件闭塞而深陷贫困，只能“靠
水吃水”。网箱养鱼、沿河捕捞以及污
水直排等行为，破坏了六冲河的生态
环境。

据村民回忆，六冲河面上曾一度
布满垃圾和油污。2018 年，贵州省取
缔网箱养鱼，全面落实长江十年禁渔
要求。2019 年，完成全面退捕。化屋
村撤掉了网箱，渔船也全部上了岸，并
且，乘着化屋村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
业的东风，渔民得到了妥善安置。

化屋村相关负责人向采访团介
绍：“为解决农户生活污水排放问题，
化屋村修建了污水处理设施，预计在
今年 7 月底，污水治理工程能实现全
覆盖。”如今，六冲河水质已经达到了
Ⅱ类，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2019 年，化屋村所有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化屋村人守护着乌江上游的
一方水土，心里逐渐形成了一杆发展
与保护的秤，在脱贫致富的路程中，归
还了乌江碧水清波。

34号泉眼治理上新阶

告别秀美的乌江源百里
画廊，采访团一行来到遵义
市播州区乌江镇乌江 34 号
泉眼。

如果说化屋村是乌江的
明珠，那么 34 号泉眼就是乌
江 的 隐 痛 。 34 号 泉 眼 是 一
个 岩 溶 泉 ，2009 年 ，距 离 其
11.4 公里的贵阳中化开磷化
肥有限公司（现贵阳开磷化
肥有限公司）交椅山磷石膏
废渣场产生的污水渗漏到地
下，通过地下水系从 34 号泉
眼集中涌出流入乌江，致使
乌江大坝下游流域氟化物和
总磷长期严重超标，流域水
质从过去的Ⅲ类下降到劣Ⅴ
类，乌江镇河段因此一度成
了“米汤河”。

发 现 污 染 后 ，贵 阳 开
磷 化 肥 有 限 公 司 按 照 贵 州
省 政 府 和 原 贵 州 省 环 保 厅
要 求 ，采 取 系 列 措 施 对 34
号 泉 眼 进 行 污 染 治 理 。
2012 年 以 来 ，贵 阳 开 磷 化
肥有限公司在 34 号泉眼陆
续 修 建 了 一 套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包 括 抽 水 工 程 以 及 深
度 治 理 工 程 ，形 成 前 端 减
量、中端抽回、末端治理的污
染治理模式。

此后，污染情况呈现逐
年 减 轻 趋 势 ，水 质 逐 渐 变
好。然而，这套设施不足以
处理在丰水期持续降雨的情
况下 34 号泉涌出的全部污
水。经过一系列汛期保障扩
能 工 程 建 设 ，2021 年 ，乌 江
34 号 泉 眼 污 染 治 理 工 程 的

处 理 能 力 达 到 12000m3/h，
能够保障对汛期泉眼出水进
行 全 部 处 理 。 34 号 泉 眼 下
游 干 流 总 体 水 质 保 持 在 Ⅱ
类，达到了治理目标。

贵阳开磷化肥有限公司
总经理廖吉星告诉记者：“现
在泉眼涌出的水经过处理后
排放，已不会再对乌江造成
污染。但泉眼涌出的水还是
污水，我们会进一步从源头
下功夫，将 34 号泉眼出水的
磷含量进一步降低，直到 34
号泉眼再也不会对乌江产生
污染。”

治污新进程开启

水变清了，是普通民众
对乌江水质变化最直观的感
受。但对乌江治理，仍不能
停下脚步。

采访团发现，在最大限
度地消耗磷石膏的同时，不
对 环 境 产 生 其 他 污 染 十 分
困难，并且当地农村还存在
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不能保
障正常运行、垃圾处理方式
粗放落后等情况。

此外，长江十年禁渔的
政策没能传进家家户户，生
态环境保护宣传有待进一步
加强。

“乌江水质保护看起来
是在水上，但根子在岸上”，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忠 说 ：“2021 年 是“ 十 四 五 ”
开局之年，保护乌江，守护母
亲河，我们要做到‘生态保护
争上游，一江清水送下游’，
守护好乌江一江碧水，两岸
青山。”

图片新闻

近日，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 1.4公里蕰藻浜（庙行段）滨水步道
正式贯通。

蕰藻浜是宝山的母亲河，近年来，经过治理，蕰藻浜的水更清
了，岸更绿了。2021 年，宝山区庙行镇进一步启动蕰藻浜沿线（共
和新路至康宁路）滨江贯通及景观风貌提升工程。

此次功能提升改造按照“民生+发展”理念，以公共空间提升、
绿地建设和区域功能更新为实施路径，拆除园区“围墙”，还水于
民、还绿于民、还岸于民，以健身跑道与休闲漫步道串联起绿色空
间与亲水平台，为市民提供了漫步河岸、运动健身、休闲娱乐的城
市公共空间。 人民图片网供图

黄河陕西段入河排污口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全面启动

2022 年，完成黄河干流陕西段和其他支流排查任务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任效良天津报道 记
者从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近 3 年来，天津市坚持
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控源、治污、扩容、严管”并举，
优良水质比例增加 20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下降 40
个百分点。12 条入海河流全部消劣。近岸海域优
良水质比例达到 70.4%，提高 53.8个百分点。

据了解，天津市位于海河流域最下游、紧靠渤海
湾湾底，是碧水保卫战的主阵地，也是渤海综合治理
攻坚战的最前沿。

近年来，天津市具体采取三方面举措，促进了全
市地表水、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天津市水资源先天不足，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 1/20 左右。针对水资源短缺问题，天
津市积极实施生态补水，在水源“再生”上下功夫，修
订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推动 110 座污水处
理厂完成提标改造，每年约 10 亿吨污水实现“由废
转清”，弥补了生态用水缺口。

同时，全市狠抓控源治污，全力补齐设施短板。
坚持协同推进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农业农村污
水治理，3 年累计完成 6000 余处治理工程。全市工
业园区基本实现污水集收集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能力提高 30%，处理率达到 96%。2209 个现状保留
村生活污水、2627 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实现全覆盖。

为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天津市积极创新管
理机制，严格落实责任。

首先，建立补偿机制，建立各区水环境质量按月
排名、补偿制度，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共同护河治河。

其次，创新监管机制，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
“查、测、溯、治、罚”，加强设施排口、入河排口、入海
排口监管，实现全链条管理。此外，创新工作机制，
河道、湖泊、海湾，全面挂长，压实治污责任。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生态环
境厅印发《关于印发黄河流域陕西
段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正式启动黄河流域陕西段
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分为五大部分。
总体要求上，强调按照工作计划要
求以及《2021 年全省生态环境工
作要点》安排，在 2020 年陕西省已
先期开展工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
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
治”4项重点任务。

范围对象上，主要涉及黄河干
流陕西段、渭河干流陕西段及一级
支流石川河各类入河排污口。工
作机制上，成立以厅领导为组长、
副组长，相关处室（单位）负责同志
为成员的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排查整治办及由相关处室牵
头负责的 3个专项工作组。

工作内容上，从基础资料整合
汇总、无人机航空遥感及图像解
译、人工徒步排查、专家质控核查、
排放监测、溯源分析、分类整治、建
立长效机制等 8 个方面提出具体
要求。同时，从强化组织领导、严
格责任落实、狠抓质量控制、强化
信息公开、严明纪律作风等 5 个方
面作出具体安排。

下一步，陕西将着重开展以下
4方面工作：

扩大范围，提前开展渭河全流

域排污口排查整治。自加压力将
渭河全流域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
纳入今年的工作任务。按照“站在
水里看岸上”原则，所有向水里排
污 的“ 口 子 ”都 纳 入 排 查 整 治 。
2022 年，完成黄河干流陕西段和
其他支流排查任务。

统筹安排，有序推进排污口排
查各环节工作。按照“水陆统筹、
以水定岸”原则，排查整治工作分
为“排查、监测、溯源、整治”4 个环
节。其中排查工作采用“一竿子插
到底”方式，由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配合生态环境部统一组织、统一质
控、统一建立台账。监测、溯源、整
治工作由陕西省组织实施。

加强组织，确保各项工作任务
按时完成。抽调厅内相关处室、单
位工作人员组成工作专班，专项负责
排污口排查。组织本省力量交叉开
展人工排查，协调做好联络、住宿、安
全、医疗等相关后勤保障，确保各环
节工作有序推进。

边查边改，督促发现问题尽快
整治。对排查工作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直接能整改的，要求辖区立
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制定整
改方案，定期整改。溯源后需要进
行分类整治的，因地制宜制定整治
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
落实单位，按照销号制度，整治完
成一个销号一个，切实防止问题反
弹。 肖颖 肖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