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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扼住污水入河的“咽喉”
截至目前，对 900个太湖流域入河排污口全部完成排查溯源

◆本报见习记者王雯

▲ 湖州环太湖大道。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全扫式”排查——摸清底数

湖州境内的太湖流域沿岸有多
少排污口？在哪里、谁在排、排什
么、排向哪？

顶着日头、戴着草帽，穿稻田、
跨沟渠、溯源头，2019 年 7 月，湖州
市抽调 50 余人，成立 13 个排查小
组，触摸碧水的脉络，筑牢母亲湖水
质防线。

在人力难以抵达的可疑排污口
点位，排查队员放出无人机，开天
眼；在无人机难以察觉的隐蔽点，排
查人员跋山涉水，实地核查，揪出每
个“深藏不露”的排污口。

“天地”结合，“人机”互补，这是
湖州市入河排污口“大体检”中的
一幕。

2019 年，生态环境部启动长江
经济带 11省份城市入河排污口专项
整治提升工作。湖州市立即开展相
关准备工作，第一时间委托生态环境
部卫星中心进行无人机航拍，制作排
查 APP，制定排查行动方案，打响了
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的“发令枪”。

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沟汊
港塘河连河，如何才能理清每个入
河排污口的“来龙去脉”？

作为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的前
沿阵地，湖州市在太湖湖堤轴线外
延两公里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将排
查范围全面推进至太湖湖堤轴线外
延 10 公里，包括所有人工岸线（城
镇岸线、渔业岸线、特殊用途岸线

等）、自然岸线（滩涂、湿地等）。
“我们将所有向太湖及其支流

排放污染物的涉水排口全面纳入排
查范围，结合‘五水共治’、黑臭水体
排查和‘污水零直排区’创建等工
作，统筹运用人工检查、技术排查、
资料核查等手段，采取天空航拍、地
面检查、水上巡查等多种方式，反复
校核，为有针对性地整治入河排污
口奠定基础。”湖州市生态环境局水
处处长钱宗禹告诉记者。

经纬度、排水来源、目标、联系
人及监督电话……为压实治污主体
责任，湖州还给排查确认的每个入
河排污口制作了“身份信息”，建立

“一口一档一手续”“一口一牌一标
准”，纳入湖州市治水智慧平台进行
统一管理，确保入河排污“看得见、
可测量、有监控”。

“对症下药”整治——以水定岸

截至目前，湖州市共计 900 个
太湖流域入河排污口已全部完成排
查溯源工作，而入河排污口“一张
图”背后，少不了管理的“一盘棋”。

“任务清、权责明、配合快，多部
门通力协作，是湖州市开展入河排
污口整治工作的一大法宝。”钱宗禹
介绍，湖州市整合水利、生态环境、
财政、经信、交通、住建、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等部门力量，真正把入河
排污口专项整治提升工作作为一项
系统工程，协力推进，攻坚克难。

排污口整治工作，问题在水里，
根子在岸上。

湖州重点突出太湖流域保护修
复总体要求，按照《污水零直排建设

与管理规范》“1+3”地方标准总体
框架，聚焦居民小区、工业园区、商
贸集中区排污口，分类确定整治目
标，实现入河排污口标本兼治、源头
治理。

农 村 污 水 治 理 一 直 是 个“ 顽
疾”，但在湖州织里义皋村的生活污
水处理终端排放口，涓涓清流缓缓
入河，碧波荡漾，水鸟蹁跹。不远处
的农村污水运维站点内，花红叶绿
的美人蕉十分醒目。在这里，全村
385 户农户的生活污水通过集中纳
管，经厌氧池、污水池、沉淀池、人工
湿地等一系列处置，最后以Ⅲ类水
质排入河道。

“织里镇北傍太湖，村民大体都

是沿河而居，以往家家户户的生活
废 水 或 是 随 意 倾 倒 ，或 是 直 接 排
放。近年来，织里镇对 1058 户农户
的生活污水进行截污纳管，同步对
农村生活污水散乱排口开展整治，
有效规范和管控了入河排口。”湖州
市生态环境局吴兴分局水科科长童
悦介绍。

而在吴兴童装产业高标准砂洗
印花城，记者看到，整齐明亮的厂房
一字排开。通过集聚入园，转型升
级，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吴兴彻底
告别了太湖沿线“低小散乱”砂洗、
印花企业污水直排入河的传统模
式，浙北水乡重现岸绿水清。

这是湖州“水陆统筹，以水定
岸”开展排污口整治的一个缩影。
如今，湖州已有效实现了岸上截污，
入太湖水质连续保持Ⅲ类水。

升级“渔水”治理——长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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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渺烟云，悠悠水韵。从空中俯瞰浙江省湖州
南太湖64公里的黄金岸线，湖水碧澈，湖岸整洁。

晚上10点，在位于近岸水域的渔人码头，夜
市才刚刚开始，一片灯火通明。这里聚集着各
类餐饮商家 22 家，却没有一滴污水流入太湖。
个中缘由，就在于扼住污水入河的“咽喉”——“排
污口”。

“我们对沿线10个入湖排污口开展‘查、测、
溯、治’工作，结合‘污水零直排区’创建，渔人码头
已全面完成雨污分流改造和污水截污纳管。”湖州
市生态环境局南太湖新区分局治水办副主任蒋仕
斌介绍。

溇港、河道纵横交错，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作
为浙江省唯一以太湖命名的城市，湖州市有131
平方公里的湖岸区域，承担着浙江全省入湖排污
口整治工作的重任。2019年以来，湖州市按照
“有口皆查、应查尽查”的要求，建立权责清晰、监
控到位、管理规范的入河排污口监管体系，推动太
湖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全国大中型湖
泊入河排污口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对湖州来说，得天独厚的环境

孕育了太湖丰富的渔业资源，但水
产养殖污染却成为入河排口整治工
作的难点之一。对此，湖州先试先
行，将淡水渔业尾水入河排污口整
治纳入渔业绿色发展工作中，实现
全市渔业尾水养殖治理全覆盖。

秋风起，江南无蟹不成宴。在
位于湖州南太湖高新区的庙港人水
产有限公司，蟹塘整齐地镶嵌在太
湖沿岸的田畴中，蟹农已经在忙着
收获。穿过开阔的养殖区，记者来
到几个紧挨在一起的池子前。

“这里就是我公司的尾水处理
池，占地面积为 19.8 亩。所有养殖
尾水都要经过沉淀池、曝气池、生物

净化池、过滤坝等 7 个环节，达标后
排入太湖。”庙港人水产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了解，2018 年开始，高新区
对辖区内 8799.68 亩养殖面积全面
开展养殖尾水处理终端配套建设，
共建设终端尾水处理池 652.88 亩，
同步规范水产养殖入河排污口，有
效防止了养殖尾水的直排偷排。目
前，湖州已制定发布了《淡水池塘养
殖尾水净化技术规范》，明确工程设
计、主要设施和设施占比面积等工
艺要求，形成“三池两坝一渠一湿
地”等治理模式。

同时，湖州市充分发挥“河湖
长”等地方特点优势，将排污口纳入

日常巡查监管，确保时时有监控、事
事有监管。

趁着午休间隙，湖州南浔区千
金镇党委委员费海峰习惯性地打开
手机，点击河长制信息管理系统，看
看自己作为“河长”负责的关皇渡桥
河道水情。此时，在千米之外的关
皇渡桥河道，固定在桥头的高清摄
像头正“监视”着河道的排污口，监
控画面实时呈现在手机客户端上。
这样的全天候监控，使偷排、乱排等
行为无所遁形。

“我们建立了日常巡查、突击检
查、后期督察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对
已完成整改的排污口开展‘回头看’

‘后督查’，做到问题不整改不放过、
效果不保持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
放过，不断提升太湖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水平。”钱宗禹说。

▼ 碧水环绕义皋村。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熊争妍 李翠

“生态补水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今
年年底前可以完成施工。”近日，记者了解
到，湖北省随州市正在组织实施氵厥水梁家
桥配水暨城区内河生态补水工程，以解决
没有连续稳定适量的活水注入，容易导致
东西护城河的水体成为死水的问题。这是
全市进一步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果，保障
城区内河水生态持续良好的举措之一。

随州市位于湖北西北部，是湖北对外
开放的“北大门”。市内无客水经过，市中
心城区建成区内均为封闭的内河流域。在
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随州市老城区人口
骤增，大量的房屋建设、居住小区开发导致
部分水体被污染，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质
量和城市形象。

为此，随州市近年来强力推进黑臭水
体治理工作。目前，市中心城区建成区内
14 处黑臭水体已全部完成治理，治理长度
为 15.421公里，总投资达 6亿元。

“一水一策”，确保黑臭水体
应治尽治

一条内河穿城而过，见证了随州市的
悠久历史。东护城河位于随州主城区中
部，整个内河成琵琶形，为元代所筑，是承
担市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功能的主要内河
河道。

“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时候，家门口的
这条河还是清水长流，小时候经常吃河里
的鱼虾。后来看着它一年一年变脏，最后
都成了垃圾池。”谈及过去的东护城河，周
边居民连连摇头。

2014 年，随州市政府决定启动东护城
河治理工程建设；2017 年完成迁仁桥至东
关学校 840 米的治理任务；2018 年 11 月启
动市场段和延伸段建设，仅仅用一年半的
时间便完成了 2203 米的综合治理任务。
从此，随州市黑臭水体消除率达到 100%。

“东护城河治理后，污水看不见了，河
床清亮了，环境美化了。”市民们纷纷点赞，
东护城河流域真正实现了集生态、休闲、景
观、居住功能于一体的目标。

东护城河的“涅槃重生”是随州市黑臭
水体治理的一个缩影。

为攻坚城市黑臭水体整治，随州市多
次对建成区内的沟渠进行全面排查和检
测，明确市中心城区建设区范围内黑臭水
体总数，确保应治尽治。之后，通过实施

“一水一策”，各个击破。
“我们注重把黑臭水体治理作为民生

优先领域，列为环境保护重中之重。”随州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多次开展一线调研，成立攻坚
指挥部，组织专业技术团队，反复排查、检
测、论证，制定黑臭水体“一水一策”攻坚治
理方案，开展靶向治疗。

全市组织规划、设计、施工企业、监理

等多方技术人员，集思广益，逐步探索完善
整治方案。从拆迁到房屋加固，从河床处
理方案到生态档墙布置、栏杆设计，从砖型
选择到绿化穿插、游园布局，尽量做到高标
准设计。

“水岸共治”，四方面突出控
源截污

“黑臭在水里，问题在岸上，关键在排
口，核心在管网”。随州市委、市政府充分
认识到黑臭水体治理的关键与难点，从 4
个方面实施“控源截污”。

实施排污口截流工程。对白云湖城区
排污口边搜排边登记边治理，形成常态整
治模式，先后投资 1.3 亿元对白云湖城区段
沿线 82 个排污口全部进行封堵截流，日减
排生活污水 1万吨。

扩大管网覆盖范围。持续加大对老城
区污水管网的升级改造力度，对新城区的
管网进行整体规划，实行“雨污分流”，实现
城市空间拓展与污水管网覆盖同步延伸。
中心城区污水管网达到 175公里。

提高污水处理能力。2018 年，随州市
中心城区建成一座规模为 5 万吨/日的城
南污水处理厂（总容量为 20 万吨），中心城
区污水集中处理率已达 96%以上。同时，
2019 年完成市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提标改
造，并投入运行。

处置岸线垃圾。随州市建立“组保洁、

村收集、办转运、县处理”分级负责、全面覆
盖的运行管理体系，规范垃圾的收集转运和
处理。实施垃圾清零工程，有效减少城市垃
圾对水体的污染。同时，启动建设一期规模
为 600吨/日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座。

力争长治久清，将生态修复
作为主攻方向

进行污染治理后，还需开展生态修复，
才能恢复河道水生态功能。

全市实施“五水绕城”城区水生态综合
治理工程，重点推进城区内河连通、生态补
水、河段治理等 14 个项目，将涢水、氵厥水、
漂水等河水引至城区，保证城市内河碧水
久清，彻底消除城区黑臭水体顽疾。

随州市还实施白云湖水污染防治、水
生态修复、水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工程，有效
改善城区内河水质。

要实现长治久清并非易事，更需要长
效机制“保驾护航”。全市将 14 条黑臭水
体纳入河长管护范围。印发《关于建立健
全城市黑臭水体管理长效机制的通知》，确
定城市建成区内各类水体的管理范围和管
护责任，以河长制管理为标准，明确水体管
护单位和河长，做到一处水体一个公示牌、
一位责任领导、一位责任人、一个巡查管护
专班，定人、定岗、定责、定标准、定奖惩，实
行内河巡查监管考核责任制，对城区水体
进行全天候管理巡查，落实日常保洁机制。

实施“一水一策”，坚持“水岸同治”

随州14处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治

资讯速递

本报通讯员吕卓然 董淳淳 谈思
宏九江报道“历时两年多，九江终于
为 长 江 入 河 排 污 口 建 立 了 专 属‘ 档
案’。”江西省九江市生态环境局的张
伟说，自 2019 年开始，九江市通过溯
源 排 查 ，摸 清 1012 个 长 江 入 河 排 污
口，鄱阳湖、柘林湖、修河及其主要支
流入河排污口共计 755个。

基本溯清排污口责任主
体和污染物来源，形成1154
份“一口一策”

根据生态环境部启动的长江入河
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九江市迅
速开展研究部署。由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通过的《九江市长江及主要河湖
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于 2019 年 4 月正式印发；成立由市
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通
过“查、测、溯”基本掌握排污口信息，
制定分类整治方案，有序推进整治。

2020 年，通过与生态环境部共同
开展无人机航测、人工徒步排查和专
家 质 控 核 查 三 级 排 查 ，九 江 市 完 成
1012 个长江入河排污口和鄱阳湖 142
个典型排污口的初步溯源评价。“我们
用脚步丈量着长江大堤、内河湖泊、港
汊沟渠，在围墙、桥下、水塘溯源，真正
做到脚下有土、心中有谱。”排查人员
回忆着当时的情形感慨道。

通过这次排查，九江市基本溯清
各个排污口责任主体和污染物来源，
建立了主要排污口与污染源之间的对
应关系，形成一份排污口溯源档案台
账，并通过分析各个排污口存在的问
题，分类提出整治建议，形成 1154 份

“一口一策”，同时明确需要重点管治
的排污口清单。在初步溯源的基础
上 ，确 定 1012 个 长 江 入 河 排 污 口 类
别，涉及工业排污口、农业农村排污
口、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港口码头排
污 口 、城 镇 雨 洪 排 污 口 、沟 渠 河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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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排干和其他排污口等 7大类。

对长江入河排污口开展命名编码，建立排污
口信息册

今年，九江市开始对 1012 个长江入河排污口开展命名，按照
企事业单位作为责任主体、无企事业单位作为责任主体和有固定
名称的排污口 3 种类型，对排污口名称的规范化情况进行核实。
同时将 1012 个排污口按照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先上游后下游、先
左岸后右岸的顺序排序，根据已确定的排污口类别进行编码。根
据命名、编码和现场核实情况，初步建立长江入河排污口信息册，
并组织各县（市、区）参照要求对其他排污口进行分类、命名及编
码。

“例如编码名为 FA-360403-0001-YH-WZ 的排污口就是长
江流域浔阳区顺序号为 1 的城镇雨洪排口，已完成整治。与我们
人的身份证号码一样，排污口编码的作用是确定这是什么水系上
的、哪个地区的、什么性质的、整治进展情况如何的排口。”九江市
生态环境局的郑驰轮告诉记者。

现在，九江市根据排查工作编制了《九江市长江入河排污口分
类整治工作方案》，全面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分类整治，并将逐步
向内河、内湖推广应用相关经验。

本报通讯员张雪晴北京报
道 据北京市水务局提供的信
息，“十三五”期间，北京市重要
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达到 87.5%，超过既定目标，水
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加，黑鹳
等一批珍稀水禽成为常留鸟。

近 年 来 ，北 京 连 续 实 施 3
个三年治污方案，中心城区和
城市副中心建成区基本实现污
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全收集和
全处理。出台小微水体整治管
护 规 范 ，累 计 整 治 小 微 水 体
890 条。常态化开展“清管行
动”，最大限度减少初期雨水污
染 。 划 定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321 个，面积 1300 余平方公里，
基本完成全市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定。

同时，建立四级河长责任
体系，明确各级河长主要工作
职责，并将河长制落实情况纳

入对相关部门、相关区域的审
计重点内容。自 2017 年以来，
各市级河长开展督导检查 206
人次，区、镇、村级河（湖）长年
均累计巡河 44 万余次，累计协
调解决问题近 7万件。

此外，采用智能化设备助
力河道管理。目前，北京市探
索对全市主要国家考核断面、
优美河湖、整治后的黑臭水体
等 200 处监测点水质进行实时
监测。开发上线河湖热点区域
人口流动热力图，50 条（段）河
湖已实现实时游河人数统计，
实现精准管控。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全
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5%，国家
考 核 断 面 水 体 优 良 比 例 达
68%，劣Ⅴ类断面全面消除，全
市平原区地下水埋深累计回升
3.72 米，增加储量 19 亿立方米,
有水河长达 2600 余公里。

北京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
近九成达标
超过既定目标，水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加

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山地救援队的志愿者近日系上
安全绳索，行走在黄石寨悬崖绝壁上捡拾丢弃的塑料袋、饮料
瓶等垃圾。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