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坚 05
2022.07.06 星期三

责编:薛丽萍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news@cenews.com.cn

立法编规 开启护“水”新篇章

全民护河全民护河，，霍童溪与碧水霍童溪与碧水““重逢重逢””
宁德市霍童溪宁德市霍童溪（（蕉城段蕉城段））流域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流域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ⅡⅡ类类

◆◆雷凯平雷凯平

随着“咔、咔”快门声响起，霍童溪沿岸生态旅游
景区一处处美景被定格在游客的相机中。溪畔 3 万
多株桃树苗被种下后，700 多亩桃林成片，河道两岸
青山含翠、水清鱼欢。岸绿了，景美了，保护的最终
落脚点还是在发展。

在霍童溪流域河谷平原地区，大部分村庄都种
蔗、制糖。通过福建省乡村生态振兴专项小组联合
审查获得第一批高级版“绿盈乡村”认定的黄田村红
糖板在其中品质最优。“甘蔗都是临霍童溪种植，这
两年水环境好了，糖蔗甜度高、出糖质量好，产量自
然有所提升。”村里的古法制糖传承人黄师傅表示，
这些红糖不仅在本地销售，还销往省外，产销两旺为
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收益。

无 独 有 偶 ，霍 童 溪 畔 的 贵 村 也 探 索 出 了“ 生
态 致 富 之 路 ”—— 以“ 水 韵 故 居 ”为 主 题 ，依 托 古
渡 口 、古 民 居 、古 榕 树 群 等 景 点 ，辐 射 带 动 商 业 、
农业、生态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国家级传统村
落 ”“ 省 级 特 色 旅 游 名 镇 名 村 ”“ 国 家 级 森 林 乡
村”等称号接踵而来。

“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57.2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
入突破 2 万元。贵村从贫困、闭塞的古村落脱胎成
为朝气蓬勃的美丽乡村。”年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
的景象，让贵村村党支部书记陈东升笑逐颜开。

黄田村与贵村是以霍童溪为轴线打造霍童溪乡
村振兴精品示范带，推进流域沿线村庄“绿盈乡村”
建设的成功映射，“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山水相依，
玉带连银珠”，水韵成为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一抹靓丽
色彩，其环境治理成效也转化成人民看得见、摸得着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过去一年，宁德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180 亿
元，增长 13.3%，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等 5
项指标增幅位居福建省第一。宁德同步实现了经济
发展高素质、生态环境高颜值。

下 一 步 ，蕉 城 区 将 继 续 认 真 践 行“ 两 山 ”理
念 ，持 续 建 设“ 百 里 画 廊 、曲 水 桃 源 ”，将 霍 童 溪
打 造 成 具 有 亲 水 廊 道 、生 态 堤 岸 、文 化 景 观 带 的
美 丽 河 湖 ，带 动 乡 村 旅 游 ，走 出 一 条 具 有 闽 东 特
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沿着福建省宁德市霍童溪一路向下，山水钟灵毓秀，稻田
诗情画意，乡间美丽风景与村庄美好生活正诗意相连。然而
在宁德迈入脱贫“快车道”的“十三五”发展初期，这幅“美丽山水画
卷”却曾遭到破坏：生活污水直排河道、河滩违法堆放大量建筑垃
圾、畜禽养殖无序……

近年来，宁德市践行“两山”理念，采取“高位补短板、精准
建长效、创新促延伸”的保护思路，统筹做好生态环境和经济
发展两篇文章，擦亮治水“美丽名片”。如今，宁德市霍童溪
（蕉城段）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一幅幅河畅、水
清、岸绿的图景再次与霍童溪“重逢”。

21 世纪初，基于当地“原生
态”的发展背景，霍童溪水质常
年保持地表水Ⅱ类优质水，工业
基础薄弱，保护难度自然偏小。
在脱贫致富路上，宁德先后抱到
多个“金娃娃”项目，培育了锂电
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铜材料等
多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
业，当地经济随之进入跨越式发
展“快车道”。

但 伴 随 而 来 的 是 企 业 数 和
人口数爆发式增长，加上污水处
理厂缺失，管网等环境基础设施
不完善，工业废水、生活废水未
经有效处理直排溪流，以及部分
水库移民在库区无序养殖，当地
水生态环境每况愈下。

“之前每逢下大雨或是河道
泄 洪 ，垃 圾 就 会 被 冲 刷 到 主 河
道，荒滩上堆着垃圾，群众意见

很大。”谈及昔日环境“痛点”，住
在霍童溪旁的村民止不住埋怨。

企业腰包鼓起来了，生态环
境却开始走“下坡路”了。如何
解决历史“欠账”过多造成的功
能性缺失，实现经济、生态同步
发展，是宁德在发展中一直探索
的问题。

“我们遵循‘高位补短板’原
则，先后制定《宁德市霍童溪流
域保护条例》和全省首个单流域
规划《霍童溪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并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建设等 10 余个专项规划做了
衔接，从立法和编规入手开启霍
童溪流域保护新篇章。同时，联
合水利等部门开展河道挖沙专
项整治。”宁德市生态环境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蕉城生态环境
局局长詹舒杰告诉记者，前期流

域沿线县（区）政府还召开跨区
域协商会议 10 多场，共同协商推
进霍童溪保护，并同步建设园区
污水处理设施，开展沿线乡村生
活污水治理，为污水处理兜底。

从 清 退 沿 岸 造 纸 厂 、板 材
加工厂、畜禽养殖场，到严厉打
击 利 用 废 塑 造 粒 厂 、造 纸 原 料
加工厂等污染大、能耗高企业，
再 到 关 闭 拆 除 沿 线 污 染 企 业 ，
对“ 皮 革 厂 ”“ 电 镀 厂 ”等 环 境
不 友 好 项 目 实 行“ 一 票 否 决 ”，
宁 德 坚 守 生 态 红 线 ，倾 力 守 护
霍童溪清水通道。

实践证明，立法编规、设立
产业门槛、强基补弱等一系列优
化顶层设计的“组合拳”，是破题
历 史 欠 账 的“ 对 症 药 ”，自 上 而
下、大手笔谋划成为流域生态保
护变强的“秘诀”。

农旅融合 有风景更有“钱”景

三重监管 力推水环境整治

清晨，从霍童溪乘一叶扁舟
顺流而下，江心被“拨”出一道道
涟漪。在岸边，几名志愿者正端
着水桶朝水里放生，鱼儿们如金
丝带般在水里舞动。

这是“河长日”系列活动现
场，也是宁德守护碧水蓝天、实
施长效监管的生动缩影。

面 对 后 续 水 生 态 环 境 维 护
人手不足、资金紧缺的窘况，处
于项目建设高速期的宁德，梳理
流 域 监 管 全 环 节 ，总 结 经 验 教
训，将关键点放在了“三个监管”
上，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撬
动霍童溪保护的重任。

“按照智慧监管+法治监管+
全民监管的思路，我们通过完善
前端感知监测设备、形成法治协
同监管模式、调动各方力量护卫

流域等方式，水质量、水生态、水
环境得到了明显改观。”谈起对
霍童溪的保护，詹舒杰心中更有
了底气。“通过监控实时监管，加
上公检法等部门齐抓共管，还有

‘河道警长’保驾护航，有威慑力
更有行动力。”

霍 童 溪 在 持 续 修 复 水 生 态
环境的基础上，围绕目标全力攻
坚，一场河湖“清四乱”的战役随
之打响。在这场战役中，集中整
治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
突出问题，坚持“发现一处、清理
一处、销号一处”。

截至目前，宁德开展整治行
动 92 次，清理非法渔排 1980 框，
清理库区养殖网箱面积 24.37 万
平方米，依法拆除河道内违法建
筑 11 处，累计清理河道管理范围

内违建 14800 平方米，严厉打击
非法采砂行为 8 起。经 过 系 列
整 治 ，霍 童 溪（蕉 城 段）流 域 水
质 稳 定 达 到 地 表 水 Ⅱ 类 ，常 年
保持河岸整洁、河道畅通、水质
清 澈 ，库 区 水 质 也 由 Ⅳ 类 提 升
到Ⅲ类。

同时，全民共治的氛围日渐
浓厚。据霍童村村民黄岷山介
绍，保护霍童溪已成为当地群众
的共识。“霍童镇民间河长黄振
坤每天义务巡河，劝导并阻止河
道沿线乱堆垃圾、乱排废水、乱
搭 乱 建 等 行 为 ，宣 传 保 护 母 亲
河。”黄岷山说。

在河长的带动下，更多的村
民参与到护河行动中，“全民参
与、部门联治、社会共治”已蔚然
成风。

图 为 治 理 后 的 霍 童 溪 ，畲 族 姑 娘 漫 步 在
水清岸绿的溪畔对歌、戏水。

宁德市蕉城生态环境局供图

本报讯 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
区铁山街道柏岚子村一家水产品加
工厂内，一台专门用来监控其排污的
远程网络监控系统近日刚完成安装。

在旅顺口区沿海地区，近 50 多
家海产品加工厂和水产养殖场中，每
个重要生产车间和废水排放口都安
装了摄像头，专门用来监控生产中的
排污情况。这是旅顺口生态环境分
局安装的远程监控网络系统，即使环
境执法人员不到现场，也能通过监控
平台及时看到生产污水处理状况，让
生态环境监管有了“千里眼”。

旅顺口区地处黄渤海沿岸，海岸
线长，沿岸分布的海带加工、水产品
养殖以及化工、造船等企业达几百
家，入海排污口分布较复杂，环境执

法 人 员 巡 回 检 查 一 次 需 要 较 长 时
间。针对这一问题，旅顺口生态环境
分局不断加大对沿岸海域环境管控
力度，把现代网络技术引进环境保护
工作中，建立远程网络监控系统，在
局内建立网络终端监控平台，通过平
台每时每刻都能监控生产企业排污
现场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企业反
馈，并立即前往现场处置，提高了环
境监管工作效率。

目前，旅顺口区安装远程环境监
控系统的企业近百家，并将逐步扩
大，将环境监控引入矿山业、制造业
等各类排污单位中，使现代化的环境
监控“千里眼”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赵冬梅杨景云

本报讯 在浙江嘉兴平湖广陈镇
龙兴村赵家兜灌区，水稻田面源污染

“田—沟—河—圩”系统治理示范区
建设近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今年以来，全市围绕水稻田面源
污染治理，从农田的源头防控到生态
排水沟的过程拦截，再到河道的水生
态修复，一项项技术落地，促成了平
湖市农田面源污染“田—沟—河—
圩”系统治理，实现稻田退水“零直
排”迭代升级。

升级版稻田退水“零直排”是指
通过改造田埂、应用双闸板溢流型排
水装置（稻田“小闸门”）和推行科学
灌溉制度，精准管控稻田灌水和排
水，达到灌溉水“近零排放”、暴雨收
集利用“尽少排放”目标，切断农田、
化肥、农药流失的载体，把肥、药控制
在田间。

通过少量的投入，稻田变身为
“海绵农田”，利用水稻耐淹特性，收
集利用雨水资源，稻田也变身为“生
态湿地”，不仅充分利用化肥、农药，
而且在汛期也可减少水稻田蓄满产
流，消减入河水量，降低洪峰。

生态沟渠、圩内河道是稻田被动

排水的“虚拟再生水厂”，通过稻田溢
流型排水装置的水土流失拦截、生态
排水沟的过滤和植物措施净化，圩内
河道曝气、水生动植物修复等环节，
进一步削减入河污染负荷，降低圩内
水体中氮磷浓度，通过圩区内水质水
量监测和循环利用，可以为农田提供
更优的灌溉水源，生产出更优质的
稻米。

为 更 好 地 发 挥 稻 田 面 源 污 染
治理成效，平湖市深入推进农业水
价 综 合 改 革 ，推 行“ 田 长 制 ”，聘 请

“ 田 管 家 ”。 为 保 证 设 施 设 备 的 正
常运行，管理优秀的村由市财政按
照 20 元/亩 给 予 奖 励 ，鼓 励 村 集 体
管 好 农 田 水 利 设 施 ，少 漏 水 ；为 了
提 高“ 田 管 家 ”管 水 责 任 心 和 积 极
性 ，对 优 秀 放 水 员 ，由 市 、镇 两 级
给 予 最 高 14 元/亩 的 奖 励 ，鼓 励 管
水员扩大管水规模，由兼职管水转
为职业管水。

下一步，平湖市将加大农田面源
污染系统治理模式的推广，提升稻米
清洁生产水平，实现农业减污降碳和
协同增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王彤茹 夏跃东黄妙妙 王雯

浙江平湖“为肥水减肥”
全面启动稻田退水“零直排”

资讯速递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矿山千疮百孔”，这是
江西省信丰县小江镇曾经给人的印象。丰富的煤矸石
资源虽然助推当地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不少环境问题。

如今，小江镇的矿山变绿了、空气清新了、生态变
好了、村庄变美了、产业经济旺起来了，还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观光……这一切转变得益于一年来小江镇深
入践行“两山”理念，扎实推进煤矸石矿山生态修复和
综合开发利用，打好生态治理、产业转型、乡村建设组
合拳，探索出一条资源型乡镇绿色转型发展的新路。

重拳出击，“荒山黑土”变绿水青山

小江镇是信丰县的“南大门”，煤矸石资源丰富，开
采历史悠久，高峰期相关企业达 60 余家，从业人员近
5000 人，是名副其实的煤矿重镇。丰富的煤矸石资源
供应辐射周边县（市）区及广东地区，带来诸多经济效
益。但开山容易“补山”难，因矿山开采、矿区废弃导致
的地表裸露、水土流失、地面塌陷等如何修复治理？

小江镇芫坝村村民何春明的家就在矿区边，与修
复前的裸露荒山仅相隔数米。“以前白天我根本不敢开
门窗，灰尘太大了，大雨天晚上我连觉都睡不踏实，就
怕出现山体坍塌，每次镇村干部还要来现场查看。”何
春明说。

近年来，信丰县高度重视矿山生态修复，小江镇认
真落实上级要求，全面禁止非法开采，对所有矿山实行
闭坑作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督促矿山企
业切实履行修复治理义务，每座矿山安排包矿责任干
部，强化日常巡查督促。

在治理方式上，创新实行山上山下、地上地下同治
的“两同”治理模式。在山上开展地形整治、边坡打带、
覆盖客土、撒播草籽、植被复绿等治理措施，在山下填
筑沟壑、兴建生态挡墙、截排水沟，确保消除矿山崩岗、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在地上通过覆盖客土、

增施有机肥等措施改良土壤，平面因地制宜种植脐橙、
松树、红叶石楠、泡桐等经济作物，坡面采取打带撒播
喷播草籽等多种形式恢复植被，地下对矿坑采用蓄水
发展生态水塘的方式进行减污治理，全面修复废弃矿
山生态环境。

通过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原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
山多了郁郁葱葱的植被，“青山”回来了。

因地制宜，“靠山吃山”变绿色发展

煤矸石企业停业整改，矿主和工人面临着职业转
型、再谋出路的难题。对此，小江镇坚持既要生态美，
又要百姓富，扎实做好矿山综合开发利用的后半篇文
章，按照“宜工则工、宜林则林、宜果则果”的工作思路，
探索“生态+现代农业”“生态+工业小区”治理发展道
路，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8000 株赣南脐橙茁壮成长，鱼塘碧波粼粼、鱼翔
浅底，几十亩复绿植被生机盎然……走进民顺煤矸石
矿山，眼前的景象让人难以想象 3 年前这里还是块寸
草不生的“大伤疤”，现在它不仅是风景独好的“绿水青
山”，还是蕴藏着生态致富密码的“金山银山”。矿主吴
联平说：“正在积极申报县级高标准示范果园。若按照
每株脐橙丰产期平均产值 300 元算，全部挂果后，可实
现年产值 240万元。”

矿山面貌之变折射出煤矸石产业“生态+现代农
业”绿色转型发展之变。据了解，小江镇把矿山生态修
复与发展现代农业紧密结合起来，综合治理开发矿区
周边土地，已建设高标准农田 1100 亩，利用矿区整治
修复的土地种植脐橙、蔬菜、油茶等经济作物 500亩。

近年来，小江镇绿色转型发展再提速。江西省委、
省政府关于做优做强数字经济发展“一号工程”的决策
部署和信丰县委、县政府关于构建“1+3”工业承接平
台的发展思路，让小江镇找准了矿山综合开发新突破

口。小江镇发挥具有工业发展传统、矿区有工业用地
指标等优势，先行打造小江工业小区。

“生态+工业小区”转型之路，其势已成。目前，一
个总投资 3 亿元、年产 500 万套汽车零配件的项目正
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这是首个落地小江工业小区的大
型工业项目，计划于年内试产。同时，正在洽谈的企业
还有 6 家。通过稳步推进工业小区建设，进一步盘活
了矿区土地、厂房资源，增加了当地群众就业收入，有
力助推了工业倍增升级。

聚焦民生，“空心村组”变美丽乡村

畅通清洁的村组道路、清澈明静的河塘溪流、错落
有致的房屋建筑……5 月 30 日，走过小江镇的村落，目
之所及皆是山乡之美，“煤”镇已蝶变成“美”镇。

“现在我们也不用羡慕别人了，回到家感觉住进了
‘天然氧吧’，现在不少城里人反过来羡慕我们农村的
生活哩。”小江镇湖东村村民赖华生说。

煤矸石企业停了，绿色产业有了，如何建设美丽乡
村，事关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为此，小
江镇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矿山整治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小江镇把“四好农村路”作为乡村建设的重中之
重，争取到项目资金 2000 多万元，新建柳小公路，彻底
解决了柳塘片区近万名群众到圩镇要绕道他乡的问
题，维修矿区村破损道路 11 公里，新建通组道路 5.3 公
里，改造危桥 1 座，全面提升了矿区村的交通基础设施
水平。

同时，投资 800 多万元，精心打造小江湿地公园和
湖东村乡村振兴示范点，并充分发挥小江雪片糕、小江
巴豆等传统特色美食优势，建设一座占地 440 平方米
的客家美食城。慕名前来公园游玩、乡村采风、品尝美
食的群众络绎不绝，这里成了新的网红打卡地。

在完善交通、做美村庄的基础上，小江镇还在发展
乡村旅游方面下功夫，正积极推进永吉围民宿旅游、矿
山遗迹资源调查、圳下特色农业采摘园等项目，着力打
造赏香山杜鹃、游矿山遗迹、品美丽乡村、吃客家美食、
住围屋民宿的一条完整旅游产业链，让美丽乡村的“钱
景”更广阔，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做好
矿山综合利用的后半篇文章，巩固矿山生态修复成果，
建设生态好、产业旺、村庄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小江
样板。”小江镇党委书记游騉说。

打好生态治理、产业转型、乡村建设“组合拳”

江西小江镇将“煤”镇变成“美”镇
◆◆蔡启芊蔡启芊肖秀节肖秀节 吕卓然吕卓然

丹江口水库鱼类增殖放流站近年来专门建设污水回收利用系统，用
管道将增殖放流站与松涛山庄内的橘园和茶园连通，形成回水循环再利
用的喷灌管网，实现鱼苗孵化和橘树、茶树抗旱保苗两不误，不仅降低生
产用水成本，而且做到一滴污水不外排，实现污水回收“变废为宝”。

叶相成郑江斌摄

图片新闻

本报讯“以试点地区为先导，在
全区范围内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危
险废物集中收集体系。”近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出台《自治区
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方
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部署
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以解决小微企业和社
会源危险废物收集难问题为工作目
标，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地（州、市）申
报建立不超过 3 个试点单位，其他地

（州、市）可申报建立不超过 2 个试点
单位，鼓励依托小微企业集中的工业
园区、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产
生单位较多的区域开展试点，也鼓励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和危险废物产生单
位利用现有符合相关要求且足够容量
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参与试点工作。

同时，将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除
外）年产生总量 10 吨以下的小微企
业，以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学

校、各类检测机构、机动车维修机构
等单位及社会源作为收集服务的重
点；年产生量大于 10 吨的产废单位，
其产生的少量废矿物油、废包装容器
及沾染物、实验室废物、在线监测废
液、废荧光灯管、废活性炭等，可纳入
收集范围。

试点单位经审查确定后，将依法
取得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严格
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要求，
并按相关规定将所收集的危险废物
及 时 转 运 至 危 险 废 物 利 用 处 置 单
位。据悉，试点单位收集总规模不大
于 5000 吨/年。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展试点
工作将进一步强化小微企业危险废
物的环境监管和服务，有效打通小微
企业危险废物收集“最后一公里”，健
全和完善危险废物集中收集体系，保
障生态环境安全。 杨涛利

新疆部署小微企业危废收集试点
试点单位收集总规模不大于 5000吨/年

“千里眼”全天候监控污染
大连旅顺口区建设远程环境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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