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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底，湖北省十堰市房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人员走进田间
地头，向村民开展秸秆荒草禁烧宣传。图为宣传人员正在发放禁
烧秸秆宣传单。 薛乐生 宁宣庄摄

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大港分公司内，青
岛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工作
人员正在对港区内升级改造后的卸船机、
轮胎吊车、门机、吊车、叉车、拖车等多种
机械设备进行抽检，经过第三方机构的逐
一检测，结果显示污染物排放全部达标，
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

自 2021 年开始，山东省青岛市为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减少老旧
机械污染排放，以重点区（市）和企业为试
点，在全省首创非道路移动机械以“改”促

“治”新模式，鼓励企业为具备改造条件的
国一及以下机械更换国三发动机，以较低
的成本实现污染减排和成本节约双赢。

经过一年的试点，青岛在具备改造条
件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中全面推广升级改
造工作，通过“换芯”升级代替淘汰，达到
微成本减排，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
全 省 首 创 的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以“ 改 ”促

“治”新模式宣告成功。

首创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
治理新模式，省钱又环保

在移动源污染中，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气污染是主要组成部分。据测算，1 台机
械的排放量相当于 60 辆国四标准的大货
车排放量。国一及以下机械排放量更高，
带来的污染和扰民问题尤为突出。据统
计，目前青岛市已登记编码非道路移动机
械达 4.4 万台，其中国一及以下机械约占
4%。如果全部予以淘汰换新，成本较高，
且造成资源浪费。

“山东港口青岛港大港分公司是参与
升级改造试点的企业之一。经过前期摸
排，公司共有 42 台机械属于国一的设备，
如果全部淘汰换新的话，需要花费 5400

万元。而通过对发动机进行升级改造，将
国一排放发动机更换为国三排放的发动
机，只需要花费 280 万元，经济成本节省
了 95%。”公司流机队技术副队长蓝海涛
介绍：“从去年 3 月开始，公司陆续将 42 台
国一机械通过更换发动机全部升级为国
三排放的发动机，达到环保要求。公司老
旧机械排放状况明显改善，作业效率大幅
提升，设备运行故障率显著下降。公司下
一步将重点将国二排放的发动机更换为
国三排放的发动机，达到环保的标准和要
求。”

升级改造后的机械能否实现持续稳
定达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升级改造
工作是否适合全面推广？在大港公司抽
检现场，青岛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副支队长宋敏介绍：“我们去年在重点
区（市）和企业探索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
升级改造试点工作的时候，心情比较忐
忑。经过一年的试点实施，升级改造的减
排和节省成本效果非常明显。这为我们
在 全 市 范 围 内 推 广 这 项 工 作 树 立 了 信
心。”

加大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污
染排放管控，节能又增效

近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等 9 部门联
合印发《山东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
管控工作方案》，对全省老旧机械的淘汰
更新划定了最后期限。目前青岛市相关
部门正在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出台落实措
施，建立健全重点任务调度督导机制，明
确目标任务、完成时限和责任单位，确保
各项工作如期完成。

根据上级要求，2022 年底前，青岛市
将进一步扩大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

动机械区域，届时青岛市将全域禁用国一
及以下排放阶段的机械。在生态环境部
门日常监督性抽测中发现，部分国二机械
检测结果也达不到“禁高区”排放限值要
求。随着“禁高区”的扩大，这部分超标机
械的使用也会受到限制，机械业主也要

“未雨绸缪”。
“作为政府部门，群众满意是我们工

作的唯一标准。在达到环保要求的同时，
我们也要最大限度帮助企业节省成本。”
宋敏介绍，“根据自愿原则，我们鼓励国二
及以下排放阶段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通过
更换国三及以上排放阶段的发动机来升
级排放阶段。有意愿升级改造且具备改
造条件的机械，机主可自主与具备资质的
改造企业签订协议实施改造。升级改造
允许使用再制造发动机，并与新生产发动
机享有同等使用权益。改造后机械的环
保号码将根据更换后的发动机的排放阶
段重新确定，并享有与其他同排放阶段原
装机械同等的使用权益。”

下一步，青岛市将根据全市的统一部
署，巩固扩大试点工作成果，在具备改造
条件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中全面推广非道
路移动机械升级改造工作，引导在用高排
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换发动机，鼓励轻型
非道路移动机械实现电动化替代，进一步
减少老旧机械污染排放，为机械业主节省
机械更新成本。

青岛今年将在全市禁用国一及以下
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推动和引导更多的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通 过 以“ 改 ”促“ 治 ”的
方 式 来 实 现 国 家 的 排 放 标 准 。同时，进
一步加强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执法监管，
严厉打击使用不合格机械的行为，维护守
法机主的权益，推动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淇河，作为一条写进《诗
经》的 壮 美 河 流 ，为 重 现《诗
经》之河，鹤壁市采取“加减乘
除”法，不断加强对河流的全
面综合治理，强化水生态环境
保 护 责 任 ，科 学 算 清“ 生 态
账”，擦亮“生态牌”。

“为确保淇河生态环境质
量不断提升，我们针对沿河两
岸工农业污染源和农村环境
问题进行综合整治，同时积极
推进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
鹤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任晓
云介绍，减法上，实施“厕所革
命”，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建立健全“村分类、乡收集、县

（区）运转”的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长效机制，有效降低了农村
面源污染风险。开展污染源
搬迁整治、环境综合治理提升
等集中治理行动，先后关闭 18
家“五小”企业，搬迁、关闭 72
家养殖企业，极大拓展了淇河
水环境容量。

为缓解淇河水量小、季节
变化大、下渗严重、干旱季节
断流等问题，鹤壁采取了增水
节流、人工湿地、生态建设等
一系列有效措施。

投资建设总库容 6.08 亿
立方米的盘石头水库，成为淇
河生态流量永久性源头，在城
区河段投资 10 亿元实施河道
防渗减漏工程。将城区饮用
水全部改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 供 水 ，每 年 可 置 换 约 3000
万立方米水源用于增加盘石
头水库的下泄流量，在淇河河
道内现有和待建水利水电工
程设置生态流量泄放设施，确
保盘石头水库下泄流量满足
要求。

任晓云介绍，通过实施沿
淇高效农田节水灌溉改造、水
肥一体化，有效解决农田灌溉
和科学种植问题，降低了流域
面源污染。同时，实现了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沿

淇河营造水源涵养林约 1.29
万亩，修复湿地 923.4 亩、生态
缓 冲 带 1389 亩 、生 态 隔 离 带
15 公 里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0.22%，治理下游河道生态湿
地 9 万平方米，造林和提升改
造约 1.8 万亩，构建了“乔灌草
蓠藤湿”相结合的淇河生态保
护圈层。

为保护淇河生态的长治
久 安 ，鹤 壁 市 加 大 智 能 化 建
设，实施科学治河，启动智慧
淇 河 系 统 试 验 ，建 设 视 频 监
控、水质水文监测和无人机等
硬件设施，配套 APP 及微信公
众号等支撑平台。

经过多年不懈治理修复
和 保 护 ，不 仅 解 决 了 断 流 问
题，也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生 态 平 衡 逐 年 好 转 。 同
时，淇河年均流量达到 16.96
立方米/秒，年均天然径流量
达 5.35 亿立方米，年最大径流
量达 16.46亿立方米。

采取采取““加减乘除加减乘除””法法，，对河流进行全面综合对河流进行全面综合治理治理，，强化水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强化水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鹤壁淇河重现鹤壁淇河重现《《诗经诗经》》美景美景
◆本报记者刘俊超

进入四月，河南省鹤壁市淇河岸边杨柳倒映，一群白鹭划破碧
波，两岸的林木带内百鸟鸣唱，碧桃花和迎春花争娇斗艳，青石桥
上孩子们追逐打闹，鸭子们浮在水面悠闲地梳理着羽毛，再现“淇
水汤汤，渐车帷裳”“淇水滺滺，桧楫松舟”的壮美景色。

前不久，生态环境部发布首批18个美丽河湖提名案例，淇
河鹤壁段获此殊荣，这也是河南省唯一一个入选的美丽河
湖。淇河水质常年保持二类以上标准，在河南省历年公布的60
条河流中排名第一，成为华北地区少有、海河流域唯一未受污染的
河流。

淇河，属于海河流域南运河水
系卫河支流，发源于山西省，全长
176 公 里 ，在 鹤 壁 境 内 长 约 83 公
里。受自然条件变化和降水年内分
配不均、丘陵山区地形和人为活动
的影响，淇河曾多次出现季节性断
流，导致生态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
骤减；同时，面临城市黑臭水体和农
业、工业污染的威胁。

为 确 保 淇 河 长 治 久 安 ，针 对
淇 河 季 节 性 断 流 、生 态 退 化 等 问
题 ，鹤 壁 市 政 府 先 后 于 2003 年 、
2011 年 两 次 发 布 政 府 令 ，划 定 三
级红线，明确工作要求，切实加强
保护，严禁破坏行为。2020 年，河
南 省 批 准 实 施《鹤 壁 市 淇 河 保 护
条 例》，确 立“ 规 划 引 领 、保 护 优
先 、属 地 管 理 、综 合 治 理 ”的 保 护
原 则 ，明 确 政 府 及 其 主 管 部 门 的

工作责任。
“2020 年 的 淇 河 保 护 立 法 ，厘

清了淇河综合规划与各专业规划间
的关系，对严重破坏淇河生态环境
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为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淇河保护管理工
作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河南省
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杨
学来表示。

有了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淇
河变得越来越美，鸟语花香，鱼翔浅
底。据不完全统计，淇河目前鱼类
有 64 种，渔业资源丰富，其中，淇河
鲫鱼是淇河的著名特产鱼类和优势
种群。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底
栖动物分别达到 34、10、14 种，水中
大熊猫——桃花水母频现；白鹭、鸳
鸯、黑鹳、白天鹅等国家级保护动物
沿河可见。

依法护航，划定“保护圈”

为了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和人为
对淇河水质的潜在威胁，打造山水
相依、林水相生、城水相融、田水相
嵌的“人·水·生物”和谐共生的生态
样本，鹤壁市以立法保护为先导，多
策并举，持续实施“三水统筹”“城河
共治”，协同推进污染治理和生态
修复。

“我们在开展城市水系生态治
理之前，建成区共排查出黑臭水体
7 条，黑臭水体段落总长约 21.97 公
里。这些黑臭水体如不能得到有效
治理，将直接影响淇河水质。”鹤壁
市淇河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牛克
锋说。

鹤 壁 市 通 过 修 建 污 水 提 升 泵
站、清理黑臭水体底泥和沿线垃圾、

拆除黑臭水体两岸违章建筑等方
式，完成了黑臭水体短期治理目标
任务。通过截污纳管、修建污水处
理厂等方式完成黑臭水体长期治理
目标任务。投资近 18 亿元建成区
黑臭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新建钜桥
南、金山两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
能力每日新增 3万吨。

前些年，个别村民在淇河过度
捕捞，甚至采取网鱼、电鱼等极端方
式，打破了物种平衡，使淇河生物资
源受到威胁。

“我是喝淇河水长大的，也是淇
河水质变化的见证者。原来淇河的
鱼类比较丰富，各种鱼又多又大。
后来很多人用网、用电捕鱼，鱼越来
越少，鸟也逐渐不停留。”81 岁的许

整治难点，流域“大扫除”

沟村村民许老伯介绍道。
为解决淇河的自然生态

平衡问题，自 2011 年起，鹤壁
先后颁布淇河保护条例，进一

步明确淇河河道内禁止网鱼、
电鱼、毒鱼、炸鱼等行为，严格
实行禁渔期制度，每年开展渔
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保护淇

河鱼类资源的种群数量，实现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渔业资
源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淇河生
态保护戴上法律“护身符”。

科学施策，算清“生态账”

图为淇河鹤壁段一景。 鹤壁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非道路移动机械可“换芯”升级改造

青岛在省内首创以“改”促“治”
◆许颖 王涛

本报通讯员唐潇伦 居丹
荔 倪颖 王勤聪 见习记者王
雯嘉兴报道 眼下正值春耕备
耕的关键期。在浙江省嘉兴平
湖市农开区（广陈镇）龙兴村叶
家浜，目之所及，郁郁葱葱。

“今年这一片小麦地与往
年有所不同。”顺着监测站工作
人员徐法明手指的方向，只见
农田里矗立着一个黄色的小房
子，正对小麦地进行水土实时
监测，“这是去年新建设完成的
农田氮磷流失智慧监测与源头
阻控（农业面源污染自动监测
站），目前已经正式投入运营。”

走近监测站，可以看到一
旁有几个蓄水池连接着农田，
当地里的水量达到一定值后就
会流入这几个池子，池子自动
连接小房子中的监测设备。房
间内，总氮在线自动监测仪以
及总磷在线自动监测仪两台仪
器不停运转，实时监测小麦地
里的氮磷含量。这些数据通过
系统被传输到省农科院以及浙
江大学的相关研究所。研究人
员根据结果调整肥料用量和肥
料品种。仪器旁边还有一个降
雨自动采样设备，也在持续运
转。

据了解，农业面源污染自
动监测项目采取院校合作、院
地合作的模式，由省农科院、浙
江大学与平湖市合作共建。项
目主要通过麦—稻轮作系统全
年降雨径流中氮磷污染物浓度

智慧监测、水文数据观测与收
集、源头化肥减量与替代技术
研究等，明确稻—麦轮作种植
区氮磷面源污染物的产排污系
数及与周边地表水水质的相关
性，评估优化施肥技术对氮磷
流失的减排效果，形成一套平
湖市稻—麦轮作区农田氮磷流
失智慧监测与源头阻控技术，
为全市稻麦化肥减量和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传统的农业作业基本采
用的是粗放式管理，无法对农
作物生长的参数进行管理，对
于肥料的运用也主要依靠人的
感 知 能 力 以 及 往 年 的 种 植 经
验，存在极大的不准确性。”平
湖市广陈镇农业经济发展办副
主任王宇磊说，使用自动监测
站后，能够实现数据实时上传、
监测，了解肥料使用后农作物
的需求、吸收情况，排水时肥料
的排出、下渗、挥发情况，找出最
适合本地的种植、施肥方式，测
出最适合当地土地的肥料，达到
实时有效、全方位监测的目的。

通过自动化监测，采取科
学的配方施肥，可以稳定农田
作物产量，肥料用量也能相应
减少。接下来，依托龙兴村的
农业面源污染自动监测站，平
湖市将进行水稻监测实验，找
出 最 适 宜 水 稻 的 种 植 施 肥 方
式，进而推广到平湖市及周边
地区，实现农业稻麦化肥减量
和面源污染治理双推进。

农业稻麦化肥减量和面源污染治理双推进

平湖启用首个农业面源污染自动监测站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四川
省成都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成都
将以夜间、中高考期间为重点时
段，组织开展为期3个月的“宁静
蓉城”噪声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近年来，成都市经济社会
发展动力强劲，已成为常住人
口突破 2100 万、机动车保有量
超过 630 万辆的超大型城市。
与此相伴的各类噪声污染问题
也愈发突出，尤其是群众反映
较为强烈的各类社会生活噪声
和建筑施工噪声扰民问题，近
期已占涉及夜间投诉的 94%。

为此，按照市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领导小
组 办 公 室 印 发 的《关 于 开 展
2022 年 重 点 时 段 噪 声 污 染 专
项整治行动的通知》要求，由市

生态环境部门牵头，从 5 月 1 日
起至 7 月 31 日止，成都将集中
力量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
期 3 个月的噪声污染专项整治
行动，齐心协力为广大市民营
造一个安宁舒适的工作、学习、
生活环境。

据了解，各相关部门将紧
密结合群众关于噪声问题的日
常投诉和中央、四川省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信访举报情况，以
社会生活噪声和建筑施工噪声
为重点整治领域，以“11+2”中
心城区为重点整治区域，以夜
间、中高考以及第 31 届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举办期间为重点整
治时段，集中力量解决一批群
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难点、热点
噪声扰民问题。 辜迅

为期3个月，专项整治噪声污染

成都将开展降噪行动宁静蓉城

本报讯 光泽县位于闽江上游、富
屯溪源头。作为福建省首批农村生活污
水提升治理试点城市，近年来，光泽县以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抓手，切实改善农
村水环境质量和人居环境质量，村民生
活幸福指数不断得到提高。

光泽县根据《福建省农村生活污水
提升治理五年行动计划》，积极探索治理
模 式 ，推 动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能 力 提
升。经过努力，2021 年完成两个乡镇 11
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全省首
批试点任务，新增配套污水处理设施能
力 525 吨/日，新建污水主管、支管和接
户管 33.8 千米，试点村庄生活污水收集
率达 90%以上，受益农户 1100 多户，受
益人口达 5000 多人。

南平市光泽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
说，首先是规划引领，统筹谋划全域治理。
光泽县先后研究出台《光泽县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专项规划（2021—2030年）》等。

在全面厘清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现状的同时，明确从 2021 年至 2023 年分
3 批次，采用“P+C+O”模式（施工—采
购—运维—体化），即由县属国有公司作
为业主，将项目施工、采购和运维整体打
包进行招标，实施 7 个乡镇共 28 个村庄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补齐短板，提升
生活污水治理水平。

南平市光泽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说，
今年光泽县将持续发力，实施 3 个乡镇
13 个村庄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项目，
并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智慧监管平台建
设，实现信息化智能监管，确保项目建得
成、管得好、用得上，不断改善农村水生
态环境质量和人居环境质量。

陈伟 吴祥国 王骥

福建光泽采用
“P+C+O”模式
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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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水清岸绿让水清岸绿，，鱼翔浅底鱼翔浅底

本报讯 甘肃省生态环境
厅近日召开 2022 年全省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部署会。会上，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大 气 处 通 报 了
一 季 度 全 省 及 各 市 州 空 气 质
量状况。今年一季度，受沙尘
等 不 利 气 象 条 件 和 通 道 传 输
影响，全省大部分市州空气质
量有所反弹。

各 市 州 虽 然 高 度 重 视 大
气污染“冬防”工作，对重点工
作进行全面安排，通过强化研
判、落实机制、加强污染源管
控、实行“网格化”监管、采用

“人防+技防”信息化手段全面
开 展 攻 坚 行 动 ，取 得 一 定 成
效 。 但 依 然 存 在 一 些 突 出 问
题，主要表现在燃煤锅炉综合

整治、散煤治理、工业企业达
标排放、扬尘管控等方面。

会议强调，各市州要扎实
推进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要从
建立机制抓常态、明确方向抓
重点、集中力量攻难点、提升
能力夯基础 4 个方面，全面推
进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各 项 重 点 措
施 落 地 见 效 。 不 断 提 升 大 气
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水平，全
面安排部署，细化工作任务，
夯 实 工 作 责 任 。 要 充 分 发 挥
各 地 大 气 办 或 环 委 办 统 筹 协
调和调度分析的总协调作用，
严格落实分析、调度、督导制
度，扎实推进重点工作，确保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成健

推进各项重点措施落地见效

甘肃着力提升治气精细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