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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钟兆盈 通讯员陈爱民

浙江省杭州市迎战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涉疫垃圾量最高达到 135 吨/天。他们以“四
快”保“四清”，截至 2 月 4 日 24 点，杭州市实
现所有涉疫垃圾存量清零，随后日产日清成
为常态化。

春节前后的杭州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
数已过百人，涉及杭州滨江区、富阳区、萧山
区等 6 地。定点医院，密接、次密接隔离点，
封控区、管控区等产生大量的涉疫垃圾。面
对紧急情况，杭州市生态环境部门以“四快”
举措确保实现“四清”目标，打赢涉疫垃圾处
置歼灭战，牢牢守住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线。

应急启动快，确保存量清

正值春节期间，处置单位人员放假离杭
返乡，集中隔离点却不断增加，涉疫垃圾收运
量暴增，最高达到 135 吨/天，远超原有的 35
吨/天。他们提前启动应急预案，新增应急处
置设施一套，处置能力提升至 145 吨/天，并
做好另一套应急处置设施随时启动的准备。
同时，将小微企业纳入抗疫队伍，并对其开展
涉疫垃圾收储运相关业务培训。对全市清运
车辆调配，在原有清运能力 21 辆（50 吨/天）
的基础上，新增车辆 20辆（75吨/天）。

统筹调度快，确保底数清

随着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点和封控小
区的陆续增加，为保障指挥调度高效、顺畅，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专门成立了医废管理工作
专班，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带队入驻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生态环境、城管、卫健部门确定
专人进行集中办公，建立每日会商、工作例
会、信息通报等机制，实现专班化运作。

同时，制定每日调度清单，落实专人跟踪
调度涉疫垃圾产生量、库存量、转运量、处置
量等，实现清单化调度，全面掌握各个隔离点
涉疫垃圾情况，合理调度指挥，确保产、运、处
三方无缝衔接，高效匹配。

流程规范快，确保标准清

杭州市生态环境部门对各区、县（市）疫
情防控主要负责人开展涉疫垃圾收储运全链
条工作专题培训，以培训促规范，以规范保安全，进一步强化认识、规范
管理、落实责任。此外，根据浙江省相关文件精神和杭州实际，他们以
规范抓管理，总结制定“一规范一流程”，即收转运责任落实流程图和涉
疫垃圾管理规范，细化收集暂存、运输、处置和人员防护四大环节疫情
防控具体要求，明确各单位主体责任、监管责任，确保全过程闭环管理，
全方位联动监管。

检查行动快，确保问题清

杭州市第一时间制定隔离点、机场、处置单位等现场检查方案和检
查清单。2 月 4 日，所有局领导带队，市、区联动开展隔离点等现场检
查，确保现场检查全覆盖。截至目前，累计出动 2459 人（次），检查隔离
点、定点医院、处置单位等 914 家（次），实现 260 家隔离点检查全覆盖。
同时，落实专人通过生态智卫大场景、春节期间每日线上全覆盖开展隔
离点巡检，确保线上巡检全覆盖，保证发现问题及时交办并跟踪督促整
改。同时，及时做好回头看，确保问题滚动清零。

本报讯 云南省财政厅近日
印发《云南省中央农村环境整治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了对中
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的分配、下
达、使用、监管等要求。整治资金
重点支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
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治理，农村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和水源涵
养以及其他需要支持的事项。《实
施细则》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 ，实 施 有 效 期 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

《实 施 细 则》共 六 章 二 十 九
条。着眼进一步加强中央农村环
境整治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实施细则》明确，整治资金
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生态环境厅管
理。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整治
资金项目库管理、确定年度资金
支持重点和资金分配标准、研究
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和绩效目
标、开展项目日常监管和评估、组

织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督
促和指导各地做好项目组织实
施、资金的具体使用和监管等。

《实施细则》明确，整治资金
采用项目法分配。云南省生态环
境厅根据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和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投资方向和
重点，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入库审
查、技术帮扶等工作。各地生态
环境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组织
本地区项目申报工作，在中央项
目库系统中逐级审核上报。

据悉，云南省财政厅近日还
发布了《云南省中央水污染防治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云南省中央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实施细
则》《云南省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
金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了
对中央水、土壤、大气污染防治资
金的资金分配、下达、使用、监管
等要求。此举将进一步加强中央
水、土壤、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陈克瑶

云南出台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重点支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事项

◆本报记者杨爱群

新春佳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内蒙古兴
安盟唯一的牧业旗科尔沁右旗中旗，去感
受这里绿富同兴、生态经济效益“共赢”的
生动实践，感受这里的老百姓满满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吃“生 态 饭 ”，做“牛 文 章 ”，念“文 旅
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立旗之本，兴安盟科
右中旗“生态+修复+文化+经济”的生态文
明发展模式让农牧民实实在在端上了“金
饭碗”，实现了树木连片柠条成行,草地绿
茵林密果香。

站在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哈吐布其
嘎查的沙棘林中，虽是隆冬，干枯的沙棘树
林仍然一眼望不到边，很难想象这里曾是
黄沙漫天。

“以前沙化、盐碱化严重，养的羊也多，
草场退化，有风就起沙，荒野茫茫，200 多
只羊的收入还不及现在 10 头牛的收入。”
哈吐布其嘎查好特老艾里村朱刘山讲述着
自己曾经的生活。

近年来，科右中旗开展“禁牧、禁垦、禁
伐”、复绿补植，按照“谁批准谁负责、谁破
坏谁恢复”的原则，对非法开垦草原、采挖
沙石、毁坏林木等违法行为限期治理。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提高到 63%，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8.05%。

在白音胡硕镇的义和塔拉林场，党委
书记董爱军指着成片的欧李介绍，300 亩
欧李今年刚开始挂果，以每公斤 4 元的价

格被收购商抢购。阿茹纳果园内的苹果、沙果也即将进入盛果
期。每一株果树都将给科尔沁大地增添一抹绿色，每一棵果树
也将给当地百姓增加一份收入，科右中旗生态饭“吃”得香，百姓

“笑”得美。
“如今，科右中旗最大的发展优势就是天蓝地绿水净。人民

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科右中旗旗
长王海英表示。

在“吃生态饭、做牛文章、念文旅经”的发展思路下，科右中
旗全力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了“从散养向规模化
养殖转型”“从放牧向舍饲养殖转变”两大方式，减羊增牛，缓解
生态环境承载压力。

乌力吉图嘎查牧民温都苏自从 2016 年开始改养高端西门
塔尔牛，效益一年比一年好。2020 年，温都苏养殖的 160 多头西
门塔尔牛，年收益达 200 万元。他不仅自己改良品种牛，还向周
边农牧户宣传冷配改良的好处，为 300 多头牲畜进行了品种改
良，有效提高了当地牲畜的品种质量。在他的影响下，采用改良
配种科学技术的农牧户逐年增多。

“羊的采食方式是‘啃式采食’，对牧草损伤较大，养羊的利
润空间越来越小，拼数量的传统养殖路已经难以持续，而养牛的
劳动强度小，利润空间大。”温都苏说。

哈吐布其嘎查牧民白吉林白乙拉的家地处科尔沁沙地腹
地，荒漠化、盐碱化土地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54%，农牧民的
主要经济来源以养殖业为主，种植业为辅。利用当地政府的养
牛补贴，白吉林白乙拉购买了 10 头牛，发展肉牛产业，提高了收
入。“现在我有 80 亩地种玉米、青贮饲料，牛爱吃这个，去年我还
卖了 3 头牛犊，平均每头能卖一万多元。沙棘树长成后既可以
护林，又可以卖果，集体收入也提高了。”白吉林白乙拉说。

◆本报记者董若义

“哇，快来看，这里水好清啊。”
大年初一，村民和孩童们来来往往，串门拜

年。在村西小桥下，南北两处坑塘形成了自然径
流，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大家伙纷纷驻足张望。

这处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吴村镇中心村西侧的
坑塘，是满载记者儿时记忆的地方。

小时候，塘里的水很是清亮。每到夏季，小伙
伴们最大的乐趣就是爬上塘边粗壮的大柳树，一个
猛子扎进水里。水下，砂砾散射着光泽，鱼儿游来
游去，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抄到几个大河蚌。塘边
的石头缝里，随手一摸就是一把田螺，清水里泡半
天，油锅里炒一炒，美味就能上桌了。

记者至今还记得，那一年，遭逢大旱，水库干
涸。家里饮用的水，要跑几里路用水车拉回来。当
时，这处坑塘也干涸了，长辈们就在中心位置，挖了
个一两米深的水坑，慢慢的，水源汇聚，形成了一泓
清泉。正是这泓清泉，让我们熬过了旱季，迎来了
甘霖。

后来，随着周边生产生活的发展，这里日渐成
为一处纳污坑塘，水质迅速恶化，岸边垃圾堆积，异
味飘散，蚊蝇滋生。

直到 2018 年夏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家门口的
坑塘治理好了，可好看了。记者赶回老家，也为眼前
景象振奋不已——只见塘边绿油油的柳枝下，仿木
护栏若隐若现，一条小径蜿蜒向前。塘里水波粼粼，

鲢鱼鲤鱼穿梭游弋，几只大鹅不时扑棱起翅膀，感受
河水滴落的清凉，好一派祥和宁静的乡村景象。

家门口的坑塘何以“重生”？吴村镇副镇长康
守瑞向记者介绍，2017 年起，针对中心村污水处理
设施不健全、没有有效收集处理设施、村内饮用水
水源没有保护措施等现状，吴村镇在济宁市生态环
境局和曲阜生态环境分局两级生态环境部门的帮
扶下，对中心村实施了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和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项目建设。

“项目总投资 111 万元，重点建设了生活污水
收集处理设施，累计铺设涵管 580 米，建设 8000 平
方米人工表流湿地一处，仿木护栏 297 米。在污水
入表流湿地处建设了生物滞留塘等处理设施，坑塘
清表护坡，栽植了睡莲、荷花、芦苇、再力花、香蒲等
水生植物。”康守瑞对记者说。

项目建成后，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了 70%
以上，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了 80%以上，坑塘及
周边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吴村镇副镇长晏军告诉记者，为进一步规范村
民生产生活，全镇建立起网格化管理体制，明确环
保所长和网格员职责，督促做好辖区内环境污染防
治监管和巡查，引领村民树立低碳生活理念，走上
绿色发展道路。

临近傍晚，家人拎着垃圾桶去倒垃圾。最近的
一处垃圾收集点，要走近 100 米。记者说：“要跑这
么远啊。”家人乐呵呵地回应道：“远啥远，能让村里
干干净净的，跑这点路，一点都不算远。”

◆杨涛利 韩沁言

“哎……电暖气是个好东西。”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喀什地区泽普县阿克塔木乡巴格阿瓦提村村民
塔西汗·吐尔地说起家里这一新物件，高兴得像个
孩子一样。

“政府给老百姓办了件好事，自从‘煤改电’以
后，家里暖暖的，还不用打炭生炉子，省事又干净。
没想到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赶上这好事儿。”60
多岁的塔西汗说，屋里没有了过去的煤烟味，清清
爽爽睡一觉，是这个冬天最幸福的事。

在塔西汗的记忆中，生炉子、烧煤取暖，衣领袖
口都是煤灰，家里被煤烟熏得黑乎乎的，睡觉也不
踏实，时刻要当心一氧化碳中毒。

“烧煤取暖，半夜还要起来‘伺候’炉子，生怕一
不小心炉火灭了。提炭、倒灰，对上了年纪的人来
说也是一种负担。”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烧煤取暖让
塔西汗觉得越来越不方便。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为了保护环境、方便群
众生活，实现生活能源清洁化，2021 年，泽普县“煤
改电”一期工程改造 8500 户，塔西汗家就在其中。

当年 11 月，塔西汗家的“煤改电”采暖工程完

成。入冬后，塔西汗家的室温基本能保持在 20 摄
氏度以上。“现在能热乎乎地睡一整晚，也不用半夜
起来给炉子加煤了。”塔西汗乐呵呵地说，“我的气
管炎病今年再也没有犯过。”

“设定好温度，就完全不用管了，非常省心。不
烧炉子了，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在家被炉子烫伤。”塔
西汗老人的儿子亚森·沙迪尔说，“以前烧煤取暖一
个冬天大约要用两吨煤，得花近 2000 元，现在用电
取暖政府有补贴，电价还有优惠，真是省钱又安
全。”

“‘煤改电’改变了我们家，也改善了村里环境，
温暖了我们的心。”“电暖气操作起来简单方便，只
需按一个键就可以开机关机，老人和小孩子都能轻
松操作。”说起“煤改电”的好处，村民们赞不绝口。

“村民的生活环境好了，人就有了精气神儿，发
展动力也更足了。”巴格阿瓦提村村委会副主任艾
海买提·买买提说，2021 年村集体收入突破 14 万
元，全村人均纯收入 1.4万元。

与塔西汗家一样，目前，南疆已有 89.2 万户农
牧民享受到了这样的幸福。随着“煤改电”工程的
实施，一幅环境整洁、风景宜人的美丽乡村画卷徐
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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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塘清了 村民笑了

“煤改电”了 不再冷了

村村喜看变化 处处天蓝水碧
——本报记者新春走基层，感受各地生态之美

本报记者王璟太原报道 山
西省生态环境厅近日举行综合行
政执法队伍制式服装着装仪式。
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延峰出席着
装仪式并讲话，厅党组成员张继
平主持着装仪式。

王延峰指出，近年来，全省各
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
伍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及
厅党组决策部署，担当作为、攻坚
克难，推动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融
入污染防治攻坚战主战场，为促
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设
美丽山西作出了贡献。

王延峰强调，统一制式服装
着装是山西省深化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坚持依法行政、加强队伍正
规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标志着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标
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上新
台阶。

王延峰要求，统一着装既是
形象展示，更是使命责任担当。
全省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队伍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
大好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永
葆初心使命，坚持对党忠诚，始终
从讲政治的高度依法开展生态环
境执法工作。要把这次统一着装
看作一种动力、一种鞭策、一种鼓
舞，进一步增强集体荣誉感和历
史使命感，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
向新征程、展现新形象、建功新时
代。要坚持纪律严明，秉公用权，
依法执法，切实维护好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要
以此次统一制式服装着装为契机，加快推进全省生态
环境执法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努力打造
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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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滑雪大跳
台在北京冬奥会期
间承担单板和自由
式滑雪大跳台比赛
项目。项目选址于
首钢工业遗产园，
除跳台本体以外，
赛事的配套设施全
部来自首钢冷却塔
区域的工业遗产改
造。大跳台以石景
山、永定河为自然背
景，将成为北京城市
老工业遗址文化与
奥运文化完美融合
的代表性景观。
本报记者邓佳摄

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市雨朵镇坚持“绿富美”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将植树造林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由党政干部带头，带动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植树造林，形成了多主体、多层次、多形式的造林绿化格局，推
动全镇森林覆盖率持续提升、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通讯员董淳淳 记者张林
霞九江报道 为适应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强化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干部能力素质建
设，切实打造一支本领高、作风硬、
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2
月 7 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江西省

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启动了为期两天
的全系统集中业务培训活动，此次
培 训 以 视 频 形 式 覆 盖 全 员 ，共 计
690余人参训。

选择在新年上班第一天举办培
训班，目的就是传导一份重任在肩
的责任感、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督促引导大家迅速收心聚神，全身

心进入工作状态，加快提升综合业
务 水 平 ，抓 紧 抓 实 生 态 环 境 各 项
工作。

此次培训活动中，生态环境部
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排污许可技术
部一组组长陈秋韵、河北环境工程
学院副教授曹晓凡以腾讯会议形
式作了题为《企业证后监管与执法
要点及案例解析》《生态环境法律
法规解读》专题授课，原环境保护
部应急中心巡视员张志敏、江西惟
民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小梅就《生态
环境政策法规贯彻实施与风险防
范》《规 范 执 法 守 护 碧 水 蓝 天 ，依
法 行 政 防 范 法 律 风 险》进 行 了
讲解。

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强化能力素质建设

九江市生态环境局组织集中业务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