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站 在 重 庆 市 永 川 区 朱 沱
镇 转 龙 小 河 溪 的 石 板 桥 上 ，清 澈 的 水
面 倒 映 着 蓝 天 白 云 ，两 岸 美 人 蕉 与 河
中 的 水 草 浮 岛 相 互 映 衬 …… 一 切 都 生
机勃勃。

开展综合治理
“黑臭水”变身“幸福河”

转龙小河溪并不是一直这样清亮，
在居民的记忆中，它的水质几经变迁。

转龙场依着转龙小河溪而建，曾经
居民从这里挑水喝。近几年，河水黑了，
时常飘出阵阵臭味，场镇居民连在河里
洗衣都“嫌弃”。

直到 2020 年初，转龙小河溪才渐渐
旧貌换新颜，这得益于永川区对农村黑
臭水体的专项整治。

永川区投入资金 24.7 万元，通过在
转龙小河溪两岸合理布置不同植株高
度、不同品种的水生植物，建造水草生态
浮岛 10 个，采取安装曝气增氧装置、投放
菌种等措施有效改善河道水质，提升水
景观赏性。

今 年 4 月 ，重 庆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将
15 条（段）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列入市级
重 点 民 生 项 目 ，纳 入“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实 践 活 动 ，预 计 在 年 内 完 成 整 治 。
永 川 区 的 转 龙 小 河 溪 、宝 峰 河 和 大 通
河正是其中 3 条。

微风吹过，河里的再力花轻轻摆动，
鸟儿婉转鸣叫……如此惬意的场景，是
现在宝峰河的真实写照。宝峰镇实施的

“千沟万塘”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程改善
了村庄的人居环境，也帮村民找回了记
忆深处清流淙淙的宝峰河。“现在我巡河
都可以摘旁边的黄瓜吃哟。”宝峰河河长

刘方雨笑称。
“以 前 河 边 的 庄 稼 都 种 不 活 ，要 倒

苗。去年以来，我们发动社区党员干部
清淤抽渣，对污水管网进行修复，打造生
态湿地，种植美人蕉。现在河水变清，庄
稼也可以正常生长。”永川区宝峰镇宝峰
场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祥中说。

位于永川区临江镇的大通河，因河
岸的 1000 亩蔬菜种植基地而饱受农业面
源污染困扰。通过栽种再力花 2.5 万株，
狐尾藻、睡莲等水生植物 6 万余株，打造
人工湿地 5000 平方米，以达到净化水体、
提高水质的目的。

整治期间，为防止垃圾被雨水冲入
河内污染水质，对河道岸线 100 米内的各
类 垃 圾 进 行 清 除 ，转 龙 小 河 溪 清 淤
3337.5 立方米。同时，为方便河道清漂，
修建长 15 米的河道堤坝；修建化粪池两
个，酒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
污水处理站……

“现在水变清亮了，环境也美了”。
家住临江镇九龙村的村民钟霞乐呵呵地
说。

实施雨污分流改造
逐户走访宣传

实际上，永川区对农村黑臭水体的
治理并不一帆风顺。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面 积 广 、控 制 难 度
大，再加上种植户不肯配合，我们在治理
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永川区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对此，镇村社
干部走进每家每户进行入户宣传，带领
他们实地参观其他地区整治后的成效，
对种植户进行科学转型培训，种植户观
念得到了转变，并减少了农药和肥料使

用。
“黑臭水体治理虽渐显成效，但个别

水体仍会出现反复。”这位负责人介绍，
比如大安石庙社区至金星水库段沟渠临
近原来撤乡并镇的老场镇，原有场镇居
民的雨污管网并未分流，直接导致石庙
社区沟渠至金星水库段黑臭。在 2020 年
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中，对已排查的
部分管网进行了分流，但多次雨季巡查
时发现，雨污分流还是不够彻底，雨季过
后，黑臭现象又开始反复。

对此，今年 5 月，大安街道组织相关
部门进行座谈，决定再次对管网进行全
面 彻 底 排 查 ，并 实 施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工
程。这项工程已于 6 月开工，7 月中下旬
竣工。

此外，永川大力推进智慧排水系统
建设，科学分析排水数据，不断优化排水
系统，发现管控盲点，合理预测城市内涝
及其他风险点，实现信息资源化利用。
整合排水信息资源，建立排水应急抢险
指挥系统，迅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同时，加快推进“厂网一体化”管理
模式，有效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监
管、市场运作、企业负责、公众参与”的排
污治污新模式。

建立长效机制
实现农村黑臭水体长“制”久清

“此次农村黑臭水体摸底调查涉及
全市 39 个涉农区县，覆盖 9100 多个涉农
村社，排查出约 16 万条水体数据，通过筛
选，列出了 160 条重庆市农村黑臭水体清
单。”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有关负责
人介绍，这份清单是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联合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委，通过信息

收集、属性排查、监测判定等程序，对全
市农村黑臭水体进行逐一排查认定形成
的。

根 据 排 查 结 果 ，重 庆 市 生 态 环 境
局“按照查源控污与末端整治相结合；
生 态 修 复 与 工 程 措 施 相 结 合 ；村 民 满
意 与 监 测 指 标 相 结 合 ”3 个 原 则 ，根 据

“联合收集、综合筛选、溯源解析、分类
整 治 、共 治 共 享 ”的 工 作 思 路 ，合 理 确
定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整 治 规 划 目 标 ，扎 实
推 进 水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 包 括 15
条（段）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任
务 的 黑 臭 水 体 在 内 ，将 开 展 共 27 条

（段）农村黑臭水体的整治。
同时，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印发《重庆

市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实施方案》《重庆市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重庆市农
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技术汇编》等，通过
加强调度，及时安排现场踏勘，强化农村
黑臭水体现场核查和指导帮扶，定期更
新农村黑臭水体数据库及整治进展；强
化技术支撑，构建农村黑臭水体整治专
家联络制度，建立市、区（县）、镇（乡）三
级联合工作机制；推动河长制向村级延
伸，压实农村黑臭水体所在河湖的河长
责任，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要求纳入村
规民约等一系列措施，逐步实现农村黑
臭水体长“制”久清。

代渝露 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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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调研反思：退耕还林逐步摸索推进

“水变清亮了，环境也美了”
重庆市永川区全面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图为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吴起镇旧貌换新颜。
温笑寒摄

油烟问题“灵嗅”辨知
嘉善数字化技术赋能餐饮油污监管

“背靠黄河面对着天，陕北的山来套着山，翻了架圪梁拐了道弯，满眼眼还是那
黄土山……”

这首信天游，传唱于上世纪80年代的陕北。几句简单的歌词唱出了黄土高原
的组成元素。日前，记者跟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1年宣传活动采访团来到吴起县，了解到退耕还林工程在吴起的实施，使得黄土
高原曾经的黄沙漫天已成为历史。吴起人民享受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
福利，红色传承与绿色发展的协奏曲在这里奏响。

吴起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
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农
牧过渡地带，是典型的黄土高原
梁状丘陵沟壑区，由八川两涧两
大山区构成，沟壑纵横，地形破
碎，土质疏松且贫瘠，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向荒
山进军、与山林争地、倒山种地、
遍地放牧，人们穷尽各种办法向
大自然索取。

然 而 受 限 于 气 候 、地 形 条
件，年复一年的“揭地”并没有使
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缺水
的梁峁多是‘和尚头’，喂不饱烟
熏火燎的‘灶口’;春种一面坡，

秋收一瓢粮，喂不饱倒山种地的
‘人口’；羊蹄一踩就倒，羊嘴一
啃就光，喂不饱漫山遍野的‘牲
口’。这‘三口’问题当年真是难
倒了吴起人民。”回忆起 20 世纪
末的吴起，延安市人大代表、吴
起县村民闫志雄连连摇头。

而 与 掠 夺 式 开 发 一 同 而
来 的 ，是 当 地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的
明 显 下 降 。“ 嘴 是 一 把 剪 ，蹄 是
四 把 铲 。”当 地 民 谚 形 象 反 映
出 山 羊 对 于 生 态 环 境 的 破 坏
程 度 之 大 。 漫 山 遍 野 的 山 羊 ，
将 草 和 树 叶 吃 光 ，把 土 层 里 的
草 根 刨 光 ，把 黄 土 高 原 上 的 树
皮啃光。

最终，山不抗风，地不保水，
当地水土流失加重，土壤生产力
进一步下降。当地老人告诉记
者，上世纪 90 年代末，山上的耕
地 赶 上 好 年 景 一 年 才 收 获 100
来斤粮。农民们以来年多开荒
地、多养山羊延续并试图改善自
己的生活。吴起陷入了“越穷越
垦、越垦越穷，越牧越荒、越荒越
牧”的恶性循环。

数据显示，1997 年，吴起全
县林草覆盖率仅 19.2%。吴起县
成了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严
重的县之一，到 1997 年底，水土
流失面积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97.4%。

无序开发：生态环境陷入恶性循环

1997 年，吴起县决定停止延
用原有的发展模式，锚定方向再
启程。吴起县县委、县政府深入
农村开展调查，并召开十余次会
议进行研究，期望解决当地生态
保护和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

“ 长 期 的 调 研 让 吴 起 县 干
部群众认识到，广种薄收、漫山
放牧是陷入长期贫困的主要原
因之一，以封山禁牧为突破口是
改 善 生 态 、脱 贫 致 富 的 正 确 途
径，改良畜种、舍饲养畜是封禁
退耕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吴
起县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齐统
祥告诉记者。

1998 年，在党中央“再造一
个 山 川 秀 美 的 大 西 北 ”的 号 召
下，吴起县率先进行“退耕还林”
工作试点，确立“封山退耕、植树
种草、舍饲养羊、林牧主导、强农
富民”的开发战略。当年，吴起
县实施封山禁牧、植树种草、舍

饲养羊，改良羊的品种并改造养
羊设施，全年淘汰散牧山羊 23.8
万只。

1999 年，国务院提出“退耕
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
以粮代赈”的“十六字”方针，使
吴起县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目标：
除人均留足两亩口粮田外，一次
性 将 25 度 以 上 的 155.5 万 亩 坡
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

“政策刚推出的时候，许多
村民不接受。”闫志雄 1996 年至
2018 年担任吴起县南沟村的村
委会主任，“原因很简单，以前十
多亩地的粮食都吃不饱，现在只
留下两亩粮田，村民们担心以后
会没饭吃。”

直到 2000 年 9 月，国务院颁
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
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
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
地每年补贴粮食 200 斤，另外每

亩每年还有 20 元管理费，连续
补贴 8年。

同年 ，吴 起 县 开 始 给 1999
年 退 耕 的 农 民 兑 现 粮 食 。“ 兑
现 粮 食 前 ，县 林 业 局 有 专 人 验
收 造 林 成 果 。 林 苗 成 活 率 和
株 数 不 能 达 到 指 标 的 农 民 ，兑
现 不 了 粮 食 。”齐 统 祥 2000 年
参 加 工 作 ，刚 好 赶 上 了 首 批 造
林 兑 换 粮 食 的 验 收 工 作 ，“ 当
时 真 是 几 家 欢 喜 几 家 忧 ，达 标
的 农 户 全 家 喜 气 洋 洋 ，未 达 标
和 没 有 退耕还林的农户则悔不
当初。”

到手的粮食打消了村民的
顾虑，之后，退耕还林工程全面
铺开。到 2004 年，全县 155.5 万
亩 退 耕 地 基 本 上 已 经 完 成 造
林。随后，吴起县又开展林分结
构优化工作，在原来的灌木林中
种植油松、刺槐等乔木，调整成
乔灌混合模式。

“两山”转化：绿色发展带来民富村强

细细梳理 20 多年来吴起县的政府工作报告，生态立县的
指导思想一以贯之。领导干部一任接一任，但不变的是退耕
还林政策的坚决落实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坚强决心。

二十多年的坚守之下，吴起县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
遏制。截至 2020 年底，全县共完成国家退耕还林计划面积
202.46 万亩，森林覆盖率、林草覆盖度分别由 1997 年的 8.4%、
19.2%提高到目前的 20.3%、72.9%。土壤年侵蚀模数由 1997
年的每平方公里 1.53万吨下降到目前的 0.5万吨。

期 间 ，吴 起 县 累 计 兑 现 退 耕 还 林 补 助 资 金 19.1 亿 元 ，
22876 户 105426 人享受政策，户均领取补助资金 83494 元，人
均领取补助资金 18117 元。

闫志雄告诉记者，退耕还林政策还使村民从土地里解放
出来，不少村民按照“谁地谁种谁管谁受益”的原则，种植松
树、洋槐树、山杏、山桃，果树挂果的销售收入也很乐观。

而山洼里的南沟村也尝到了甜头。“退耕还林工作开展之
后，我们村占地 400 余亩水库的水越来越清。陕北人都稀罕
水，于是村里便把这个水库开发成旅游景点，建成水上乐园，3
年来景点盈利接近 300 万元。”闫志雄感慨道，1996 年他上任
南沟村村委会主任时，全村村民年平均收入只有 660 元。等
到他 2018 年卸任时，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 16000 元。

此外，作为全国退耕还林实施县中封得最早、退得
最快、面积最大、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县，吴起县先
后被国家有关部委授予“全国退耕还林试点示范
县”“全国退耕还林与扶贫开发结合试点示范
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等荣誉。

思路一变思路一变，“，“三口三口””问题迎刃而解问题迎刃而解
退耕还林让吴起县人民切实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退耕还林让吴起县人民切实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本报见习记者温笑寒本报见习记者温笑寒

本报记者朱智翔 通讯员顾雨
婷 张文燕 王洁嘉兴报道“油烟味
没了，住得更舒心。”近日，家住浙江
省嘉兴市嘉善县城陈家浜小区的薛
文辉可以放心地开窗了。他家紧邻
县城的一条美食街，家中窗户正对
着 4 家餐饮店的油烟管道，过去根
本不敢开窗。如今，恼人的油烟味
没有了。

市民的舒心源自嘉善餐饮油污
监管的一次创新。“餐饮油烟事虽
小，却难监管。”嘉善县油污办相关
负责人费汝梅介绍，过去只能依靠
执法人员肉眼找、现场跑。

为此，嘉善率先探索油污废气
智慧化治理，联合综合执法、生态环
境、市场监管、建设等部门成立餐饮
油污废气专项整治办，在原有餐饮
油污废气智慧监管平台基础上，今
年升级研发了“灵嗅”餐饮油污智管
平台，并在浙政钉上线，实现全县 9

个镇（街道）全覆盖。依托数字化技
术，平台实现了分等级、分类别、分
街区建模，将城区产生油烟废气餐
饮商户分级建档。

目前，嘉善全县纳入平台管理
的餐饮商户共 2599 家，占全县产生
油 烟 餐 饮 店 总 数 的 95%，城 区 873
家餐饮店中，因油污管控到位被评
为一级的餐饮店占 98%以上。

目前，嘉善累计安装油烟在线
监测设备 100 台、隔油池监测设备
100 台、水质监测设备 1 台，基本做
到了在线监测设备的“身影”随处可
见，并且一旦油污废水超过警戒线，
系统就会自动报警，让油污无处可
藏。

有了数字化平台，嘉善油烟治
理减少基层人力投入近 30%，问题
发现、处置时间缩短 50%。截至目
前，已累计排查 17442 次，处置问题
6100 多个。

0.7秒“揪”出尾气超标车
乌鲁木齐采用遥感技术监测车辆超 363万辆次

本报讯 面对路上飞驰而过的机
动车，只需 0.7秒就能“揪”出尾气超
标车辆。目前，这种机动车尾气遥感
监测设备已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启用一年，监测车辆超过 363
万辆次，合格率达90.8%。

记者从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
了解到，乌鲁木齐市自去年启用 4
套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设备
和 1 台移动式遥感监测设备，实时
监测道路行驶车辆尾气排放，进一
步加大机动车排放污染管控力度，
全面提升监管效能。

乌鲁木齐市机动车排污管理中
心工程师刘琨说，目前乌鲁木齐市
已经初步形成了覆盖主城区及重点
路段的、全天候的道路行驶机动车
排气污染遥感监测网络。

“在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的基
础上，遥感监测设备监测一辆车的
尾气仅需 0.7 秒。”刘琨说，遥感监

测设备可快速对行驶车辆尾气成分
进行分析，并显示车牌号及尾气各
种污染物浓度的实时数据。由此筛
选出的尾气超标车辆信息，将向公
安交管、交通管理部门推送，监督超
标车辆维修治理达标上路，实现对
超标车辆的联合管控。

乌鲁木齐市机动车排污管理中
心监察科科长赵权说，从去年 7 月
到现在，遥感监测系统已监测车辆
超过 363 万辆次，向交通运输部门
推送尾气超标的柴油货车、出租车
和公交车等营运车辆信息 4817 条，
由交通运输部门督促车主及企业进
行维修治理，同时在乌鲁木齐市人
民政府网中的生态环境局“环境监
管”专栏公布 3637 辆超标非营运车
辆，要求机动车所有人或使用人及
时进行维修治理，按要求复检，确保
车辆达标上路。

杨涛利

滏阳河曲周段水质大幅提升
共清理整治河道 145.9公里，清表 69.3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李京
哲 蒿文祥邯郸报道 几只水鸭在河
中追逐嬉戏，微风吹来，清澈的水面
涟漪荡漾，这是近日记者在滏阳河
曲周段看到的景象。

曲周县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东北
部。近年来，曲周县围绕“河净、水
清、岸绿、景美”这一目标，多措并
举，强力实施地表水治理和水质提
升工程，辖区水环境质量得到持续
改善。

曲周县谋划、实施了滏阳河曲
周段水质提升项目、县城污水处理
厂尾水生态治理工程、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等一批水污染治理项目，集
中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为滏阳河水
环境和水质量持续改善提升奠定基
础。

在推进治理的基础上，曲周县
进一步强化水环境监管，将生态环
境、水利等部门现有地表水相关数
据统一整合到综合监控平台，并在
滏阳河、老漳河关键点位设置视频

监控系统；投资 1000 余万元，在重
点河流建设 12 个便携式水质自动
站，并购置移动式监测船，增强现场
查污排源能力。建立水环境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机制，各职能部门和乡
镇密切协同，做到河流水质、水量及
污染情况信息共享，一旦出现情况，
迅速响应及时消除污染隐患。

保持生态补水，畅通全域水网
微 循 环 ，曲 周 县 开 启 了 管 水 治 水
新模式。借助引黄输水的有利条
件，曲周县大力实施河渠坑塘综合
治理，通过对河渠、干渠、坑塘储备
水源，增加全县蓄水能力 2800 万立
方米，确保全县生态用水，保障国、
省考断面水质水量全面持续达标。
有序实施水网治理工程，曲周县通
过控源、截污、清淤、扩挖、引流、生
态修复等多种手段，全力推进环城
路水系、滏阳河、老漳河等水域治
理。目前共清理整治河道 145.9 公
里，清表 69.3 万平方米，滏阳河曲周
段水质大幅提升。

7 月以来，贵阳市持续开展臭氧污染防治工作，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和臭氧巡查制度，进行不间断排查整治，巡查、督
查及交叉督查 10 余次，出动人员 280 余人次，共计检查汽修行业企业
59 家，发现并处置露天焚烧问题 10 余个，油烟污染问题 216 个，臭氧污
染问题 20个。

唐倩 盖娟刘芋均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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