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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层面作部署，区级层面
抓落实。深圳市涉水面源污染整
治正形成市区共治、多方协作的
局面。

在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
面源污染整治采取“社区+物业”
的方式，全面推动涉水面源整治
工作开展。“指导小区物业人员操
作使用涉水面源管控 APP，由其
直接对本小区餐饮行业及化粪池
进行管理登记，可从源头防控面
源污染。”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光 明 区 组 建 了 一 支 专 业 队
伍，率先对水务设施进行一体化
管 理 改 革 ，并 发 挥 基 层 网 格 作
用。一方面，由水务网格员开展
全区排水户调查，引导经营性排
水户规范排水；另一方面，由社区
市政中心、环保网格员等通力合
作，实现全区涉水面源日常巡查

检查全覆盖。
各区面源污染整治措施因地

制宜，效果显著。罗湖区更是在
开展面源污染整治工作的同时，
推动辖区下坪垃圾填埋场建成全
国首座填埋场地表水处理设施，
处理能力为 5000 立方米/日，实
现氨氮浓度达地表水Ⅳ类标准。

截至目前，深圳全市已完成
排查包括餐饮食街、汽修洗车、农
贸市场、垃圾转运站等在内的涉
水面源 226544 个，排查发现问题
48743 个，完成整改 38164 个。

下一步，深圳市将组织开展
涉水面源专项抽查，同时加强涉
水面源整治宣传，引导各类对象
加强源头管理，规范建设预处理
设施、依法接驳市政污水管网等，
大力削减面源污染，推动各区建
立面源污染长效治理机制，推动

“动态清零”与“长治久清”。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记者近日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今年上半年全省水环境质量
报告出炉。报告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省 203 个国考断面中，水质
优良断面为 187 个，占比 92.1%。
其 中 ，87 个“ 十 三 五 ”国 考 断 面
中，水质优良断面为 85 个，占比
97.7%。

2020 年，岷江流域水质首次
实现全面达标，沱江流域创近 20
年来最好水质，10 个出川断面水
质全部达到优良标准。

今年，四川省水环境质量继
续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趋势。报
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雅安、攀枝
花、甘孜等 7 个市（州）考核断面
水质优良率为 100%，凉山、绵阳、
成都、德阳等 7 个市（州）考核断
面水质优良率超 90%。此外，雅
砻江、安宁河、大渡河、嘉陵江、涪
江、青衣江、黄河、赤水河等流域
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均为 100%。

四 川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水 生 态
环 境 处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接 下
来 ，四 川 省 将 坚 持 以 水 环 境 质
量持续改善为核心，以沱江、岷
江 、涪 江 等 流 域 为 重 点 治 理 区
域 ，强 力 削 减 主 要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确 保 全 省 水 环 境 质 量 持
续改善。

四川上半年水环境
质量报告出炉
203个国考断面水质

优良率为 92.1%

本报讯 青海省西宁市近日
全面开展湟水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的监测溯源和排查整治工作，对
全市 1693 个湟水河流域入河排
污口进行把脉问诊。

“去年我们通过无人机航测、
人工徒步排查等方式，对湟水河
流域干流、支流入河排污口进行
遥测、数据采集、人工排测，全面
摸清全市 1693 个湟水河流域入
河排污口底数。现在我们对入河
排污口开展监测溯源以及整治工
作。”西宁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西宁市委、市政府对此
项工作高度重视，全市上下将严
格按照工作标准和时间节点开展
工作。

据悉，近年来，西宁市以湟水
河污染治理为重点，按照干流和
支流、城市段和乡村段、水域和陆
域统筹治理的治水思路，以流域
主要水质考核断面为重点，强化
源头控制，统筹推进流域水环境
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使湟水河
流域水质持续改善。

下一步，西宁市将按照统一
部署，攻坚克难、主动作为，集中
开展监测溯源，持续改善湟水河
水环境质量。

夏连琪 刘红

西宁问诊湟水河
流域入河排污口
对 1693 个排污口进行

监测溯源和排查整治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山西省太原市近日制定出台《全
市水务行业治水监管提升三年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
3 年内将通过筑牢法治思维、建
立监管体系，明确各领域监管的
目标、职责分工及主要任务，全面
提升水务行业监管效能。

《方案》明确，太原市水务行
业治水监管涉及水利工程监管、
水旱灾害防御监管、水资源监管、
河湖监管、节约用水监管、水行政
执法监管等。今年底，太原市将
完善市级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能
力，推动建立县级监管体系；2022
年底，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县两级
联动、协调配合、覆盖全行业的监
管体系，长效机制逐渐发挥作用；
2023 年底，全面提升监管水平，
实现治水监管常态化、规范化、法
治化。突出标本兼治，切实强化
水务行业监管。

太原推动水务行业
提升治水监管效能
今年底完善市级监管

体系，推动建立县级

监管体系

深圳提速涉水面源污染整治
排查涉水面源 22 万余个，发现问题 4.8 万余个，完成整改 3.8 万余个

◆本报见习记者李菁

“茅洲河共和村断面、深圳河河口断
面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观澜河企坪等
10个断面均达到地表水Ⅲ类及以上标
准。共和村断面氨氮、总磷浓度较去年同
期分别下降51.1%和34.8%。”记者近日
从广东省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深圳
市在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基础上，持
续巩固提升水污染治理成效，推进涉水面
源污染整治，助力深圳河流水环境质量不
断“高走”，推动深圳治水攻坚从“治污”迈
向“提质”。

科学统筹，落实13类面源污染整治要求

为进一步提升深圳市涉水
面源污染的精细化管控水平，
全面推进“三产”“三池”涉水污
染 源 以 及 城 市 面 源 的 污 染 整
治 ，深 圳 市 于 2020 年 5 月 印 发

《深圳市涉水面源污染长效治
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深圳
面源污染治理方案》），成立深圳市
涉水面源污染整治办公室（以下
简称面源整治办），探索建立涉水
面源污染长效管控工作机制。

据了解，《深圳面源污染治
理方案》明确将面源污染突出
的餐饮、汽修等“三产”场所，化
粪池、生活垃圾中转站等水污
染高风险场所，以及保洁环卫
不到位的城中村、城市道路、河
道沿岸等共 13 类对象统一纳入
整治范围。

为实现“源头减污、规范排
污、严格管理”，《深圳面源污染
治理方案》对纳入整治范围的 13
类对象进一步作出整治要求。

其 中 ，餐 饮 、汽 修 洗 车 、农
贸市场、垃圾转运站等 10 类场
所要全面“建设规范的废水收

集系统、预处理设施”，“作业污
水 依 规 接 驳 排 入 市 政 污 水 管
网”，“严禁将作业污水排入雨
水管网”等。而对于城中村、城
市道路、河道沿岸等 3 类对象，
则严格要求进行“全过程密闭
化垃圾收集转运”，“合理清洁
道路减少径流污染、严禁将污
染物冲洗排入雨水管网”，“及
时清理暴露垃圾，保持地面、道
路、河岸干净清洁”等。

此外，配套《深圳市涉水面
源污染整治责任手册》，对整治
工作的具体任务、完成时限及
责任单位等做了明确规定，以
多方行动、联合整治的方式，推
动深圳市河流水质全天候、全
水域达标。

“ 为 确 保 各 项 工 作 抓 实 落
地并切实取得成效，我们还建
立了面源污染治理年度考核制
度，逐步将面源污染长效治理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范畴，
保障这项工作的持续性、长期
性和稳定性。”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人说。

以查促改，用更严考核标准加快整治

“ 这 家 餐 饮 店 已 建 有 规 范
的隔油预处理设施，不存在洗
碗、洗菜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
问 题 ……”在 深 圳 市 坪 山 区 碧
玲街道的一家火锅店内，碧玲
街道相关工作人员正对照着深
圳市涉水面源污染整治现场检

查表，详细排查这家店是否存
在不规范排水的情况。

据 了 解 ，深 圳 市 借 助 第 三
方专业技术人员的力量，以街
道为单元，采取随机抽查的方
式，重点对各区、各街道的面源
污 染 排 查 与 整 治 情 况 进 行 检

多措并举，各区面源污染整治亮点纷呈

查。《2021 年深圳市涉水面源污
染整治抽查检查工作方案》今年
4 月印发，明确抽查范围及标准，
确保涉水面源排查全覆盖，推进
各区面源排查整治工作有序进
行。“我们于去年印发了检查方
案，今年的方案是在去年方案的
基础上进行完善和优化，加严了
考核标准，细化了检查要点，以进
一步提升排查、整治成效。”面源
整治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例如，
整治合格率考核由原来的 0.8 分
调整为 1 分，整治合格率大于等
于 95%即可得满分，而 2020 年只
需要高于 90%就可得满分。

与此同时，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开发了面源整治管理系统。这
一系统集“数据采集、数据管理、
统计分析、信息更新、信息报送”等
功能于一体。排查人员在检查时
只需要打开手机客户端即可进行
登记、验收销号等。当前，深圳市生
态环境部门正积极对接市政部门、
技术指导公司，收集各区最新矢量
地图数据，持续更新街道社区的地
图信息，完善数据统计、分析等功
能，进一步优化涉水面源管控APP。

检查人员表示，这一系统的
推出更好地统一了各区标准，便
于指导推进整治工作，在减轻基层
信息报送压力的同时，提高面源整
治的效率和智慧化监管水平。

◆周兆木 骆炳浩宋羽波

近日，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公
布“肥药两制”（即农药购买实名
制、化肥施用定额制）改革综合试
点创建单位名单（包括3个市，25个
县市区），杭州市富阳区位列其中。

据了解，推行化肥、农药等农
业投入品实名制购买、定额制施
用改革，是推进浙江省农业向数
字化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促进耕地质量保护、控制农业
面源污染、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全域范围内有效推
进肥药购买实名制，首先
对水稻等4种作物推行
化肥定额制

富 阳 区 以 数 字 化 改 革 为 牵
引，从 2020 年开始探索“肥药两
制”工作，推广应用浙江省“肥药
两制”数字化改革管理系统，对肥
药进行全程数据化管理。

目前，全区所有的农资店均
纳入省农资平台监管系统，全域
范 围 内 有 效 推 进 肥 药 购 买 实 名

制，5 家示范农资店配备了人像
扫描仪。

同时，印发《杭州市富阳区农
业投入化肥定额制实施方案》，首
先对水稻、油菜、葡萄、茶叶等 4 种
作物推行化肥定额制。按照“一
业一方”要求，对主导作物按定额
制要求重新制定 20 余种施肥建议
卡，调整 10 种作物配方肥结构。
制订“肥药两制”推广机制，建立
工作专班，明确各镇街道和各科
室单位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时
间要求，配合行政执法推动和纳
入考核等手段，全力推进“肥药两
制”改革进程。

根据试点方案，到 2022 年，富
阳区将完成创建“肥药两制”改革
示范农资店 19 家，培育“肥药两
制”改革试点农业主体 171 家；化
肥施用强度或单位种植面积化肥
施用量（折纯量）为 25.33公斤/亩，
农药施用强度（折百量）为 0.16 公
斤/亩；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技术
覆盖率为 90%，病虫草害绿色防
控技术覆盖率为 40%，专业化统
防统治率为 45%；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达 98%以
上，秸秆综合利用率为 95%；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率为 90%，肥料
包装废弃物回收率为 90%，废旧

农膜回收率为 90%；病死动物无
害化处理率为 100%；规模水产养
殖 主 体 尾 水 零 直 排 率 达 80% 以
上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为 25 克/千
克；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省级监
测合格率达 98%。

推动农业绿色生产
方式三大转型

富阳区将通过“肥药两制”改
革综合试点县（市、区）创建，推动
农业绿色生产方式三大转型。

一是推动农业投入源头减量
增效。今年以来，富阳区逐步对

“浙样施”系统名录下的农户开展
化肥、农药定额购买和定量施用，
并通过农资实名制购买主体数量
的增加，扩大体量。年推广商品
有机肥 3600 吨以上，水肥一体化
总面积维持在 1.6 万亩以上，完成
测土服务 502个，推行统防统治 10
万亩、绿色防控11万亩的目标。

深入开展畜禽和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畜牧业重点实施兽用抗
菌药减量化和饲料环保化，渔业
重点实施水产养殖用药减量化。
通过兽用抗菌药减量化和饲料环
保化试点评估的畜禽养殖场 14 家
以上；建成省级以上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场 6 家，示范主体水产用药
平均减少 5%以上。

计划建设兽用抗菌药减量化
示范场一个、试点场 8 个，饲料环
保化示范场一个、试点场 4 个。明
确养殖场主体责任，大力推行畜
禽健康养殖，规范兽药饲料使用
行为，全力推进畜牧业绿色可持
续发展。

二是促进农业资源循环高效
利用。深化沼液还田利用技术，
开展沼液消纳服务。畜禽粪污染
源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达 90%以
上。今年，富阳作为秸秆全量化
利用试点，获得中央拨付的 700 万
资金，用于加强综合利用技术集
成与示范推广，推进收储运、加工
体系建设 6 家以上，秸秆综合利用
率稳定在 95%以上。稻渔综合种
养模式达一千亩以上。

三 是 加 强 农 业 生 态 环 境 改
善。建设高标准农田氮磷生态拦
截沟渠两条，示范推广农田退水
原位循环“零排放”模式。落实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措施，严格执
行 严 管 类 耕 地 种 植 结 构 调 整 制
度。持续推进农业废弃包装全口
径、分类别回收处理，肥药包装废
弃 物 以 及 废 旧 农 膜 回 收 率 均 达
90%以上。

杭州富阳全域推进化肥农药购买实名制
促进耕地质量保护，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
员李京哲 蒿文祥邯郸报
道 近日，记者跟随河北省
邯 郸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执 法
人 员 在 市 区 一 处 中 石 化
加 油 站 进 行 检 查 。 执 法
人 员 查 看 了 油 气 回 收 型
加 油 枪 配 置 情 况 、加 油 枪
集 气 罩 破 损 情 况 ，让 工 作
人 员 现 场 运 行 油 气 回 收
真空泵。

“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
的运行不仅可以有效减少
因油气挥发造成的大气污
染，还能消除安全隐患、减
少能源浪费。”市生态环境
局 执 法 人 员 马 旭 光 告 诉
记者。

入 夏 以 来 ，针 对 臭 氧
污 染 加 重 的 季 节 性 污 染
特 点 ，邯 郸 市 有 针 对 性 地
制 定 、实 施 多 项 臭 氧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取 得 明 显
成效。

实 施“ 一 厂 一 策 ”治
理。邯郸市聚焦治污设施

“三率”，即 VOCs 废气收集
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
去除率，对 437 家涉 VOCs
企业实施“一厂一策”治理，
127 家 化 工 、涂 装 、包 装 印
刷 等 企 业 完 成 低 VOCs 原

辅材料替代，焦化、化工、制
药等重点行业 54 家企业每
季度开展一次泄漏检测与
修复。

严 格 错 时 生 产 作 业 。
邯郸市 437家涉 VOCs排放
企业按照绩效评级，分时段
错 峰 生 产 ，减 少 高 温 时 段
VOCs排放。每天早 5 点至
晚 6 点 ，停 止 建 筑 墙 体 涂
刷、道 路 划 线 、沥 青 铺 设 、
栏 杆 喷 涂 等 户 外 作 业 。
加 油 站 装 卸 油 时 间 调 到
夜 间 ，今 年 6 月 出 台 错 峰
加 油 优 惠 措 施 ，引 导 车 主
夜间加油。

全 面 开 展 排 查 整 治 。
邯郸市对有机液体储罐、装
卸造成污染，废油（漆）桶、
敞开液面油气逸散，废旧活
性炭危害等突出问题，加大
排查整治力度，对油（漆）桶
建立流向台账，全面掌握底
数，统一集中处置，严防随
意堆放。

初步监测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6 月 30 日，邯郸市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5.24，同
比下降 14.4%；PM2.5 平均浓
度为 49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22.2%，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

邯郸强化臭氧污染管控
上半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5.24，同

比下降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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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发布通知，国三高排放老
旧机动车淘汰补助将于今年年底结束。截至今年 6 月
底，共有 8.4 万名“国三”车主淘汰了自己的老旧机动
车。据测算，淘汰这些老旧车一年可以减少一氧化碳、
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污染物排放共计约 0.7 万吨。
据相关资料，截至今年 6 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为 603万辆，占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 50%左右。

本报记者邓佳摄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
木齐报道 近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转发自
治区发展改革委、邮政管理
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加快
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加强新疆快递包装
治理。

《实 施 方 案》明 确 ，到
2022 年 ，快 递 包 装 领 域 治
理体系进一步健全，快递包
装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基
本形成；严格落实快递包装
材料无害化强制性国家标
准，电商和快递规范管理普
遍推行，电商快件不再二次
包装比例超过 90%，不可降
解塑料胶带使用量逐步降
低，快递包装标准化、绿色
化 、循 环 化 水 平 进 一 步
提升。

到 2025 年 ，电 商 快 件
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邮
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
降 解 塑 料 包 装 袋 、塑 料 胶
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可
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进
一步扩大，快递包装基本实
现绿色转型。

《实施方案》提出 14 个

方面的工作任务，包括健全
地方快递包装标准体系，推
动快递包装材料减量化、无
害化，提升快递包装产品规
范化水平，严格快递操作规
范，完善快递收寄管理，推
行绿色供应链管理，推广可
循环包装产品，培育可循环
快递包装新模式，加强可循
环快递包装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快递包装回收，规范快
递包装废弃物分类投放和
清运处置，加强监督执法，
完善综合性支持政策，强化
科技支撑等，并明确各部门
的职责分工。

同 时 ，《实 施 方 案》要
求，各地（州、市）人民政府

（行政公署）进一步增强做
好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对
本地区快递包装治理工作
的 统 筹 指 导 。 各 有 关 部
门 要 加 强 协 同 配 合 ，形 成
齐 抓 共 管 的 工 作 合 力 。
要 通 过 传 统 媒 体 主 阵 地
和 新 媒 体 新 平 台 ，广 泛 宣
传 绿 色 理 念 ，大 力 宣 传 快
递 包 装 绿 色 转 型 的 典 型
做 法 和 工 作 成 效 ，营 造 良
好社会氛围。

新疆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2025 年，电商快件基本不再二次包装

图为茅洲河美景。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