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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水质稳定在Ⅲ类以上，主要考核
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 100%；5 个国家级生
态镇村、14 个省级生态镇村脱颖而出，省
级以上生态镇覆盖率达 75%以上……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持续深
入实施河长制，智能“看”水、对症“治”水、
科学“兴”水，全区水质状况始终保持在全
省前列，2020 年河长制工作考核位列全
市第一名、全省第四名。

智能“看”水 河湖监控智慧化

“往左边飞一点，再飞低一点，稳住，
看，有污水流入。”青原区河长办工作人员
周晓辉近日在富水河巡查，通过无人机，
各角落水面情况一览无余。

青原区改变“用脚步丈量”的巡河模
式，依托 5G 网络等技术装备，在全市率先
建设“智慧水利平台”，创建“河长云”，开
启智能“看”水新时代。

一“网”知水情。针对境内水系发达、
河流纵横交错、湖库星罗棋布的区情，青
原区整合水位、雨量、水质、生态环境等多
个监测系统，新增 100 多个监控摄像头，
构建智慧化监控网络，在线监测水污染防

治等情况，目前已覆盖全区水域。
一“键”可巡河。“有了‘河长云’，我们

可以随时了解巡河、保洁、水污染防治等
大小事务，发现问题可通过‘河长云’反
馈、督促整改，实现对河长制工作全过程
的监管。”青原区河长办负责人晏磊表示，
现在只需动动手指，打开 App，全区河流、
湖泊、水库等水污染防治情况一目了然。

一“机”瞰天下。青原区利用无人机，
推动对重点河湖和水域敏感区常态化巡
查，彻底打通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水
污染防治“最后一公里”。“无人机巡河，显
著提升巡河效率，提高解决问题的针对
性。”晏磊说。

对症“治”水 水体治理长效化

数据显示，经过清库、清淤、消毒，鹅
形、蔡坊、绕源山、年坑、排上、桃树坑等水
质不达标的水库全部达标，“水变清了，臭
味没了，饮水问题可以不用担心了。”住在
蔡坊水库下游的宋溪村村民王宗烂说。

在 2016 年，青原区已明确水库山塘不
得对外承包，但仍有水库水质因养殖受到污
染。今年，青原区开展水库山塘退养专项整
治行动，建立严格奖惩激励制度和工作追
责机制，划定水库山塘退养“底线”，采取

签订合同、规范养殖、严查污染等措施，快
速有效处置水污染问题，力争到今年底，
全区所有水库水质不低于Ⅲ类标准，山塘
水质达到农业灌溉用水水质标准。

为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建
设协调发展，青原区严格按照畜禽养殖

“三区”规划，规范水库周边养殖活动，推
进水库周边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的关
闭和搬迁，加快标准化规模生态养殖小区
建设。

针对污水偷排行为，青原区建立健全
联合执法机制，加大巡查力度，重点加强
对饮用水水源区水库及水质不达标水库
的巡查整治。采用明察暗访、群众举报、
突击蹲守等方法，严厉打击向水库内偷排
废 污 水 、倾 倒 畜 禽 粪 便 、肥 水 养 鱼 等 行
为。通过曝光一批、处罚一批、取缔一批，
坚决遏制污染水库水体的违法行为。

科学“兴”水 生态旅游全域化

“走，青龙洲漂流去。”
青原区富水河沿线的优美景色，引来

不少游人“打卡”，乡村生态游如火如荼，
当地群众的钱袋子鼓了。

富水河的嬗变，得益于青原区科学
“兴”水。近年来，青原区“点、线、面”结

合，突出生态美韵、治水美景，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的休闲旅游后花园。

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主动融入乡村
振兴发展战略，建成一批乡村生态公园和
美丽乡村示范点，打造国家 4A 级景区 4
个、生态旅游示范区 1 个和国家级生态镇
村 5 个、省级生态镇村 14 个，螺滩水库、青
原禅溪晋升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建设富水河百里风光带。投资 1.63
亿元，实施富水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五
个三”工程，对沿线两公里范围内的村庄、
景点、田园、山地进行绿化、彩化、美化、亮
化，塑造一条具有“山水吉安”“红色故里”

“正气家园”特色的百里风光带。
实施全域旅游景区建设。实行以奖

代补政策，撬动社会投资 10 亿多元，形成
“一（集聚）区引领、一廊贯通、四（景）区驱
动”的全域美丽旅游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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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重点污染源，瞄准靶心精准发力

资讯速递

阿瓦提加大白色污染治理力度
投入作业机械 137台，捡拾废旧地膜 30.4万余吨

智能“看”水 对症“治”水 科学“兴”水
吉安市青原区河湖水质稳定在Ⅲ类以上，主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 100%

吃着火锅吃着火锅 望着雪山望着雪山
截至截至 1212月月 22日日，，成都市今年优良天数同比增加成都市今年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1616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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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清了 野鸭来了
邯郸城市黑臭水体目前已全部消除黑臭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蒿
文祥 曹楚琦邯郸报道 12 月初，
河北省邯郸市天蓝风清，不少市
民来到输元河，远远望去，河面宽
阔，河水清澈，野鸭成群游弋。

“丛台区输元河黑臭水体治
理共分为两段，总长度 5.75 公里，
主要以河道清淤以及生态岸线建
设为主”。邯郸市丛台区委书记
强延峰介绍，输元河治理过程中
充分融入海绵城市理念，打造“一
轴、两带、四节点”生态布局，进行
河岸湿地修复、水质净化，以恢复
和增强河湖水系的自净功能。

2018 年 10 月，邯郸市成为全
国首批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之
一。围绕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邯郸
市探索推进了多种治理模式。

渚河黑臭水体多位于城乡接
合部和工业地段，河道侵占严重，
岸线垃圾堆积如山，现状问题复

杂，治理难度大。
“针对渚河问题，复兴区在渚

河流域实施了生活污水治理、山
体修复等工程。”复兴区委书记李
少锋说，渚河示范段秉持流域治
理理念，统筹上下游、左右岸，系
统治理水体黑臭，打造了生态新
城、魅力渚河，曾经黑臭的小河沟
摇身一变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支漳河黑臭水体示范段治理
中，邯郸市创新性地提出了“融
城、复地、塑境、铸魂”的设计理
念，并分别对应打造了生活休闲
区、文化交互区、滨水游憩区、湿
地体验区 4 个功能区，形成了集
生态、休闲、游憩等功能于一体的
城市重要绿色廊道。

截至目前，市区内总长 30.3
公里的 7 段黑臭水体，目前已全
部消除黑臭。

云南多措并举开展土壤和
地下水污染防治

土壤环境质量、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昆明报
道 记者近日获悉，云南省采取多
种措施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
治工作，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农用
地分类管理、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取
得积极进展，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稳定；全面完成全省加油站地下
油罐防渗改造，初步构建起地下水
环境监测网络，地下水环境质量国
考点位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
天喜介绍，近年来，云南省确保土
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见成效。全面完成土壤污
染状况详查，基本查明全省农用
地土壤污染面积、范围及对农产
品质量影响，掌握了重点行业企
业用地污染地块分布及其环境风
险情况。初步遏制土壤污染加重

趋势，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
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得以
巩固提升，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
用得到有效保障。

截至目前，全省受污染耕地
安 全 利 用 率 由 81.2% 提 升 至
90%。实现疑似污染地块、污染
地块空间信息与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管理，依法落实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制度。建立全省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风险评估和效果评估报告审
查管理体系。

在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全省
44个地下水国考区域点位 V 类水
比例控制在 4.5%，6个地下水国考
饮用水水源点位水质达标率为
100%，24个地下水国考污染风险监
控点位水质基本保持稳定。

图为成都生态环境
部门运用大气气溶胶激
光雷达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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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湖北省宜昌市化学品船舶洗舱站开始进行洗
舱作业。

这一洗舱站位于枝江市姚家港水域，采用污水全自动化
处理工艺、有毒气体检测、除臭和新风系统及无人值守巡检系
统等工业智能 4.0 标准建设，可清洗包括苯类、醇类、酸类、碱
类等多门类危化品，可同时满足两艘 5000 吨级船舶洗舱作
业，洗舱能力达 600 艘次/年，每年可接收处置化学品洗舱水
及污染物 15 万吨，是长江流域智能化程度最高、功能最齐全
的化学品船舶洗舱站。 人民图片网供图

集聚多渠道合力，借助科技突破难点

强化监管不放松
压实治污主体责任

举目抬眼是蓝天雪山，雪山之下是烟火人间。
近日，成都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1

日至12月2日，成都市优良天数为280天，同比增加
16天，优良率为83.3%，同比上升5.0个百分点。

“蓝天雪山”与“烟火人间”互相映照的背后，
离不开成都环境治理的系列举措，成都正力求让

“窗含西岭千秋雪”成为常态。

在石羊场客运站机动车尾气排放路检点位，柴油大货
车来往不绝，现场抽检车辆排起长队，成都市生态环境部
门和市公安交管部门正在有序地进行车辆尾气监督检测。

“以 PM2.5 和臭氧协同减排为主线，成都瞄准移动
源、工业源、城市面源污染防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
的‘靶心’，着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成都市生
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刘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成都最新污染源解析，在 PM2.5 来源中，移动
源占比最高，达 32.3%，其排放的 NOx 和 VOCs是臭氧
的主要来源。目前，成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614 万辆、
非道路移动机械 7.5万台，移动源污染已经成为制约成
都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的主要症结。

“随着成都市移动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对尾
气排放超标车辆的抽测和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入
城柴油车做到应检尽检，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精细治
理和重拳治理的监管态势正逐步形成。”成都市机动车
排气污染防治技术保障中心现场负责人介绍。

在机动车存量巨大的情况下，成都推广新能源汽
车 7.4 万辆，淘汰国Ⅲ及以下标准柴油货车 1.7 万余辆，
减少了 NOx排放。

同时，成都着眼工业源，关停或淘汰 34 户企业的
落后生产线（设备），动态处置散乱污工业企业 700 余
户，实现全市剩余大蒸吨燃煤锅炉清零，完成70台工业炉
窑淘汰和清洁能源替代，对5个重点园区和100余家重点
企业VOCs原辅材料替代开展现场诊断，组织专家对8个
重点园区、200余家重点企业VOCs减排工作开展精准帮
扶，推动全市 3 家水泥熟料、两家平板玻璃行业企业实
施深度治理，组织 31 个重点行业涉气企业开展重污染
天气应急减排清单修订，避免“一刀切”。

在攻坚城市面源污染方面，评定 611 个绿色标杆
工地，对 1700 余个违规工地进行查处，实施信用扣分
制度，查处餐饮油烟及露天烧烤问题 680 余个，推进
800 余家汽修企业使用低挥发性水性漆，完成 500 余家
绿色钣喷汽修企业建设，强化秸秆禁烧监管，未出现因
秸秆焚烧导致的空气污染问题。

此外，成都强化督查调度，组建市级联合督查组，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督查暗访，共
检查 1400 余个点位，定期通报发现的问题，并要求立
查立改。市级调度指挥中心实行 24 小时调度值守，将
通报问题纳入台账管理，动态销账。

防污治污，科技手段的运用无疑“如虎添翼”。
“成都在大气科研方面走在前列，成都市大气科研

重点实验室稳定运行以来，基本上每天都会通过数据
给出污染的成因分析和对策建议，供决策使用。”成都
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所所长宋丹林说。

据了解，成都市大气科研重点实验室依托成都市
环境科学研究院建立，持续开展成都市大气污染成因
和来源研究、源排放特征解析、大气环境政策评估以及
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等工作。目前，实验室拥有在线观
测 设 备 30 余 台 ，外 场 实 验 和 移 动 观 测 设 备 百 余 台

（套），可对超过 100 项大气参数进行分析监测，覆盖大
气物理、化学、光学以及数值模拟等领域。

在重点实验室稳定运行的同时，成都市建成四川
盆地首个大气复合污染防控院士工作站，引进全国大
气领域顶尖的院士专家团队。这一顶级团队将在科学
研判分析、重点区域污染精准管控、重点行业减排策略
和减排路径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

在科技治气领域，成都不仅建立了全国首个由政
府主导的大气污染防控院士（专家）工作站，而且获批
设立国家环境保护机动车污染控制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成都基地），建设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成都创新研究
院。同时，建成市级空气自动监测微站 660 个，在西部
率先建成大气复合污染综合观测站（超级站），大气综

合观测能力在全国领先。
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向精细化方向发展。连续13年

系统开展颗粒物源解析工作，是全国唯一连续开展此项工
作的城市。自主开发空气质量预报系统，7日空气质量预
报等级准确率超90%，未漏报一次重污染过程。

此外，成都在联防联控上发力，自主研发成都平原经
济区中长期空气质量预报系统，实现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
月度和季度的空气质量数值预报，牵头推动成都平原8市
大气污染防治城市轮值主席制度，多次召开联合会商会
议，实现空气质量精准预报和协同共治。编制成德眉资大
气科技攻关方案，共同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大气科研攻关
等行动，下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先手棋”。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离不开
制度的建立与遵循。”刘智透露，《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让成都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得到完善；《臭氧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结合成都自身特点，科学实施分区分
级管控，在启动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期间，全市
NOx、VOCs的日减排比例达到 8%和 21%，对削减臭氧
峰值浓度、防止出现重污染天气起到重要作用；《成都
市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建立“禁止餐饮
选址清单”制度，细化、明确餐饮油烟污染防治责任，积
极开展成都市餐饮油烟排放标准研究，让成都人可以

“吃着火锅望着雪山，好不惬意”。

又到寒冬，区域大气污染排放强度高叠加
成都平原经济区不利地理气候条件限制，成都
及周边 7市再次迎来严峻挑战。

“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不容乐观，主要
污染物PM2.5浓度较去年同期有所反弹。”成都市三大
战役办主任、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军在全市重污染天
气应对工作专题电视电话会议上说，通过省、市暗访检
查发现，部分排污单位依旧存在未落实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相关减排措施的问题，这反映出相关部
门监管力度不够大、管控措施不够严。

来自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的消息显示，针对
最新一轮污染过程，全省上下迅速行动、统一攻
坚，每日分析空气质量变化趋势，派出专家组对
重点城市开展驻点帮扶，每日调度秋冬季攻坚
和重污染天气响应工作情况。

同时，成都、自贡、泸州等 15市先后启动黄
色预警或橙色预警，应急预警响应期间，组织检查
1946次，推动整改问题点位1048个，曝光典型案例
59例。据评估测算，全省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攻坚，各市PM2.5浓度较预测下降了6.4%-8.8%，区
域性污染推迟了两天，全省减少污染天数12天。

张军透露，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特
别是今年最新出台的《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进一步压实相关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在重污染
天气应急期间，充分借助信息化科技手段，不断加
大调度指挥、执法监管、查处曝光等环节的力度。
对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未按相关规定落实应急减
排措施的单位及个人，将依法依规进行严厉打击、
坚决查处，并向全社会进行曝光。

据预测，今年冬季，成都平原整体气象条件
极为不利，未来还将面临两轮污染过程。成都
如何应对？

张军表示，为进一步降低颗粒物污染累积
速率，成都市按照省里统一安排部署，已提前于
12 月 1 日下发强化重点时段颗粒物污染管控的
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做好各类涉气污染源强
化管控工作。成都市三大战役办将持续调度并
组织各级各部门积极开展对各类污染源的巡查
管控工作，督导各排污单位落实好日常污染治
理及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的应急减排措施。同
时，希望各涉气工业企业、施工工地等能够合理
安排生产（施工）工序及时间，严格落实相关减
污治污规定。

本报讯 眼下，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棉花采摘进入收尾期。近
日，在阿瓦提县三河镇巴什库勒
村农民曹友桥的棉花地里，两辆
地膜捡拾机正紧张有序地作业。

今年以来，阿瓦提县按照“政
府扶持引导、企业市场化运作、农
民积极参与、资源循环利用”的思
路，以农田废旧地膜有效回收和
资源化利用为主线，大力推广应
用机械化技术，利用地膜捡拾机
回收废旧地膜，提高捡拾率。截
至目前，全县参与残膜回收的农
机合作社达 17 家，投入作业机械
137 台，累计作业面积达 3.8 万余
亩，捡拾废旧地膜 30.4万余吨。

“往年，我们打棉秆、揭地膜，
雇人，一亩地大概需要 60 多元工
费，现在一亩地只需 25 元，省钱、
省力还省工。”曹友桥说。

“我们将地膜交到回收企业，
由回收企业统一利用，国家对回

收一亩地的地膜补贴 20 元，老百
姓也能得到一部分收入。此外，
合作社解决了附近部分农民的就
业问题，按照提成给他们发工资，
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合作
社负责人王之启说。

“阿瓦提县紧紧围绕‘绿色生
态阿瓦提’建设目标，不断加大生
态文明建 设 力 度 ，把 防 治 白 色
污染攻坚战作为农业转型升级
的 突 破 口 ，坚 持‘ 谁 使 用 、谁 回
收，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实施
分阶段治理。以‘两不犁、两不
种’为抓手，积极开展废旧地膜
回收工作，严控新增污染，逐步
减 少 存 量 ，加 快 构 建 农 田 废 旧
地 膜 污 染 治 理 工 作 长 效 机 制 ，
全面统筹推进农田‘白色污染’
防 控 工 作 ，有 效 保 护 了 农 业 生
态 环 境 。”阿 瓦 提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办主任王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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