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坚 05
2022.08.17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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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庆
千
里
河
流
碧
波
再
现

七
十
四
个
国
控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超
百
分
之
九
十
八

◆

本
报
记
者
余
常
海

上半年，重庆印发了水生
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下
达 1099 项碧水保卫战年度任
务。印发贯彻 4 号河长令工
作 方 案 、嘉 陵 江 等 4 条 河 流

“一河一策”方案及年度任务
分解，争取水污染防治中央资
金 5.25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50.5% ，新 申 报 入 库 项 目 17
个；协助争取第二批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资
金 20 亿元。各项举措显示，
重庆上下正以坚定的决心和
有力举措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流域综合治理，就要从整
治农业、工业等污染着手。重
庆这方面的经验一定程度上
来源于重庆永川区的实践。

近年来，永川区对大陆溪
吉安段开展技术诊断，提出了

“ 一 用 一 变 一 改 一 带 一 治 一
造”的“六合一”修复措施及

“两步走”的工作路径。去年
12 月，永川区制定《大陆溪流
域（吉安段）综合治理实施方
案》，明确“外源截污、内源削
减、生态修复、清水补给、产业
调整”的治理思路，实施畜禽
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染、农
业种植污染、工业污染等 8 个
专项整治行动，打出治河“组
合拳”，持续改善全流城水质。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要实现双赢。”永川区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水环境整治上有所进展后，
永川区调整大陆溪吉安段农
业产业结构，建设万亩田园综
合体，实施生态防控技术，休
闲观赏农业发展劲头十足。

打出组合拳，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图 为 重 庆 市 永 川
区大陆溪吉安段河流经治
理后，碧波荡漾。

余常海供图

滔滔长江水，源自遥远雪山，或奋勇争先，或缓缓
流淌，在重庆留下了绿色回响，繁荣一方经济，滋养一
方文化，润泽一方民生。

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近年来，
重庆坚定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坚持精
准治污，创新治理模式，开展综合整治，碧水保卫战取
得一定成效。今年上半年，重庆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达98.6%，高于目标1.3个百分点，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除流域综合治理外，持续
加强不稳定达标河流帮扶工
作也是重庆水治理的关键工
作之一。

2018 年 ，大 足 濑 溪 河 流
域 13 个镇街被实施环境保护
区域限批，2019 年，在第二轮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濑溪河
玉滩水库水质不升反降，被生
态环境部作为典型案例通报。

大足区痛定思痛，开始全
方位推进濑溪河治理。大足
区的首要工作便是对濑溪河
进行精准排查，摸清摸准濑溪
河水污染的根源问题，找出病
根开出药方。

“药方怎么开，要理清思
路，找准病灶。”大足区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通过详细的排查，他们发现厂
网类问题是制约大足区水生
态环境改善的主要矛盾。

发 现 病 灶 后 ，以 大 足 城

区、龙水城区问题管网为重点
的 整 改 行 动 开 始 逐 步 落 实 。
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和镇街二、
三级污水管网建设，新改建雨
污管网 363.2 公里，城区污水
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扩容改
造、技术升级污水处理厂 21
座，日处理能力 15.9 万吨，大
足区很快实现了污水处理设
施高标准全覆盖。

今年上半年，濑溪河4个国
考断面水质均达到考核要求，
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事实上，大足区的“药到
病除”，是重庆持续加强不稳
定 达 标 河 流 帮 扶 工 作 的 缩
影。上半年以来，重庆还督导
暗访濑溪河等重点流域 30 余
次，排查交办问题 150 余个。
现场督战澎溪河、南溪河、璧
南河等相关工作，大陆溪流域
8 个专项整治项目整治任务
完成进度已过半。

持续加强不稳定达标河流帮扶工作

上半年以来，重庆还启动
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整治“回
头看”行动，完成 49 个水源地
保护区调整划分，督促完成两
江四岸 14 个水源地保护区环
境问题整改。

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
专项排查中，形成 107 个问题
清单，推动 6 座园区污水处理
厂开工建设，完成两个园区污
水处理厂改造升级。

此外，对全市 38 个关闭
煤矿涌水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完成医疗机构水专项联合执
法检查，面向全市 421 家二级
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补齐污水
处理设施短板及规范废水处置
专题培训，疫情防控医疗废水
监管处置实现两个“100%”。

系列措施也让涪陵区农
村生活污水整治工作取得了
成效。涪陵区通过“3 步走”
将污水资源化利用，破解了农

村面源污染整治难题。
长久以来，乡村的养殖粪

污处置都是难题。“首要是生
态化处理。”涪陵区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涪陵区利
用粪污还田还土、变废为宝的
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新
模式，在 78 个农村居民点建
设生态调控池总计1万立方米，
总处理规模为660立方米/天。

同时，建立起“化粪池出
水—生态调控池—管网延伸至
庄稼地—定期半自动化浇灌”
模型，配备流量计、全景视频等
自动监控设备，接入还土管网
99公里、灌溉出水桩1750套，初
期还土面积约2500亩。

在前两步基础上，涪陵区
还按照村级自管自用、镇级监
督维护、区级评估指导的管理
模式，制定了农村生活污水长
效治理扶持政策，引入第三方
公司提供全方位运维管理。

新模式下水污染防治难题迎刃而解

川渝山水相连，同饮一江
水。其跨界河流星罗密布，仅
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
跨界河流就达到 81条。

近年来，川渝联手开展跨
界河流联防联控，重拳整治河
流顽疾乱象，水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以来，
开展了大陆溪河、大清流河、
南 溪 河 、濑 溪 河 川 渝 联 合 巡
河。召开第 4 次川渝跨界河
流联防联治联席会，编制完成
大清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川渝联防联治方案。

“川渝携手打造跨界河流
联防联控联治合作典范”被评
为“2020 全 国 基 层 治 水 十 大
经验”。

不久前，川渝两地以重庆
市水系图和四川省河流水系
图为底图，融合两地水利、生

态环境等相关部门的空间数
据，通过专业地图制图技术，
绘制了川渝跨界河流水系图，
形成行政区、河流、流域面、流
域界、水资源量、取水口、生态
流量国考断面、水文测站、入
河排污口、环保国考断面等专
题信息图集。利用这一水系
图，可直接查询跨界河流具体
位置、生态流量国考断面目标
值、取水户的年许可水量、入
河排污口的主要污染物最大
年排放量、环保国考断面水质
现状和“十四五”末目标值等
系列数据。

下一步，川渝跨界河流水
系图将接入两地河长制信息平
台，深化基础信息和动态监测
数据的运用，形成上下游数据
联动，为跨界河流所在地河长
巡河查河治河提供决策辅助。

川渝联手开展跨界河流联防联控

本报讯 长 18cm、宽 13cm，
中间印有二维码，内部嵌合射
频芯片……这是江苏省南京市
探索非道路移动源污染监管的
新举措——全新升级的非道路
移动机械环保标识。

“工地上常见的装载机、推
土机、压路机等都属于非道路
移动机械。由于此类机械类型
多、范围广、使用周期短、流动
性强，给污染治理带来了很大
难度。”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
处副处长田锋介绍说。

原来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环
保号牌缺乏技术手段支持，机
械入场登记不便，作业区域统
计困难，同时机械与号牌信息
关联弱，错牌、假牌难以分辨，
给环境监管带来一定挑战。

“相较于旧的环保号牌，电
子标识不仅‘身形’小了很多，
在环境监管上也带来了升级。”
田锋介绍说，“南京市非道路移

动 机 械 环 保 电 子 标 识 由 二 维
码+射频芯片组成，就像‘身份
证’一样，存储着非道路移动机
械环保号码、机械种类、燃料种
类、排放阶段等相关信息。”

为方便管理，目前南京市
将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识按
照排放种类进行分类：新能源
为绿色，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
为蓝色，国二及以下（包括无法
判断排放阶段）为黄色。

2021 年，南京在国内首次
将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识升
级 为 二 维 码 加 无 源 射 频 识 别
(RFID)电 子 标 识 。 以 此 为 基
础，南京在全国再次率先探索
并试点建设工地“智慧门禁”，
即在工地出入口建设移动源管
理门禁，通过进出场传感器、
RFID 读 取 器 等 识 别 ，对 工 地
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情况
进行自动判定。

“‘RFID’电子标识是雷达

技术衍生的射频识别技术，工
作原理类似于条形码的扫描，
通过无线射频进行非接触的双
向通信。”南京市建邺生态环境
局徐向荣介绍说，“执法人员开
展现场检查时，使用手机就可
以 对 车 辆 完 成 扫 描 ，RFID 手
持枪也可以直接读取车辆排放
信息，操作非常简单。”

“智慧门禁”可以对机械进
出场时间、分布情况“一目了
然”，为移动源污染非现场执法
提供重要依据。“电子标识”与

“智慧门禁”双管齐下，让非道
路移动机械监管更智慧。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已提
前一年在官网、微信公众号等
进行宣传，定期发送短信升级
提醒。”田锋表示，市生态环境
局在全市 13 个板块均设有非
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和标识
发放受理点。

截 至 目 前 ，南 京 已 完 成 3
万台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子标识
升级工作，全市 1500 辆非道路
移动机械试点安装在线监控。
下一步，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
将紧“盯”移动源尾气排放，加
大移动源污染防治力度，提升
空气质量。 杨柳 张健

四川千名专家进万企开展治气帮服
深入现场调研 176家企业，提出治理建议 800多条

◆本报记者王小玲

河北大宗货物运输车辆新能源化
新能源重型货车保有量突破 5000 辆

山东省枣庄市生态环境
局滕州分局近日开展夏季近
地面臭氧高值区专项排查整
治行动。滕州分局组织大气
科、综合执法大队对臭氧高
值区的 5 家企业进行突击检
查。利用走航车对臭氧高值
区域涉及的道路和推送的点
位周边进行实时监测，并对
异常点位进行检测分析。

滕州分局还委托枣庄
学院专家团队对 VOCs 排放
量较大的企业进行了深入排
查 ，进 行 综 合 分 析 ，针 对
VOCs 收集处理能力提升等
有关问题提出了 8 项整改意
见。季英德 闫广强李波摄

资讯速递

“结合夏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帮服，省级
专家协助各地开展区域性和相关城市大气质
量分析，深入现场调研 176 家企业，摸清状况，
提出治理建议 800 多条。”7 月 27 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赵乐晨
透露。

近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做好
生态环境领域稳增长服务保障有关工作的通
知》，围绕“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的
工作总思路出台了 8 条措施，“千名专家进万
企”帮服活动就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

截至目前，四川已组建省、市、县 3 级专家
团队，对全省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和重点城市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提供帮助服务，提升环境管
理水平，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

跨度长，分两阶段持续到年底

大气环境质量事关广大百姓。如何积极
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四川省省长黄强多次批示指示，要求组织
开展“千名专家进万企”帮服活动，推动解决基
层企业突出环保问题。

近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等 4 部门联合印
发《2022 年度“千名专家进万企”大气污染防治
帮助服务工作方案》，组织精兵强将，聚焦重
点、难点问题开展帮服活动。活动将“送政策、
送技术、送方案、送服务”，帮服解决制约企业
发展的技术难题。

此次帮服活动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
6 月—8 月，期间各级专家团队深入企业摸排
情况、识别问题、听取诉求，帮助企业制定问题
台账和治理建议清单。

截至目前，四川已将 400 余名多行业专家
纳入专家团队，其中省级专家库 124 人、市级
专家库 348 人，同时将 14 个行业的 800 余家企
业纳入 2022 年度帮服对象。15 个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城市也明确了 271 名市、县级专家，将
近 700家企业纳入 2022 年度帮服对象。

“结合夏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帮服，省级
专家已深入现场调研 176 家企业，提出治理建

议 800 多条，同时帮助企业制定‘一厂一策’治
理方案，标本兼治提升企业治污绩效。”杨庆
说，各地也积极行动，派出 114 名专家对 566 家
企业进行帮服。

按照要求，7 月 31 日之前，省级专家团队
将完成对帮服企业的第一轮问题排查，及时形
成问题清单，提出帮服指导意见。

第二阶段为 9 月—12 月，各级专家除持续
提供技术支持外，还将分批分类推动实施“一
企一策”升级改造、深度治理等实施方案。“按
照要求，专家团队将持续进行现场帮服、技术
指导，还将督促企业按照方案开展问题整治，
并明确完成时限。”赵乐晨说。

规模大，组建省、市、县3级专
家团队

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临时负责人
杨庆看来，与以往的帮服活动相比，此次开展

“千名专家进万企”帮服活动有 4大亮点。
“一是推动层次高。”四川从政府、专家和

企业 3方面协同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二是专家水平高。“我们按照分级分类指

导原则，抽调、邀请省内外大气污染治理、环境
影响评价、环境监测与执法等 17个行业领域专
家，组建省、市、县3级专家团队。”杨庆说。

三是瞄准疑难问题。围绕解决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整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难点问
题，针对钢铁、石化、焦化、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深度治理等技术难题，助企业找到病根。

专家团队将深入重点行业企业，重点针对
“两高”项目、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深度治
理及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等情况进行深入
调研，在摸清市（州）、县（市、区）产业状况、发
展方向、存在问题，掌握重点企业生产工艺、治
污水平、排污状况等底数后，建立重点行业综
合治理突出问题台账清单，并及时移交清单。

摸清关键底数后，专家团队将按照标本兼
治、精准施策要求，依据法律法规、相关行业标准
和管理规范，确定并发布四川省重点行业“一行一
策”综合治理指导意见，科学出台整治方案。

此外，各级专家团队将基于摸底调研结
果，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分门别类开展
不少于 40 场技术培训和交流座谈，全面提高
企业环境保护管理能力和治污水平。

“第四个亮点则是形成工作闭环，通过专
家帮服、问题解决、效果评估，开展‘一对一’闭
环式服务。”

此外，杨庆强调，推进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工作是此次帮服活动的特色。“从调研情况看，
大部分企业都对绩效评级工作非常重视。”被
评为 B 级绩效和绩效引领的企业，在重污染天
气期间可不停产或少限产。

“我们组织专家对汽车整车制造、水泥制
品、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绩效评级，
目前已资料评审 61 家，初步通过 33 家，其中 B
级绩效企业 20 家、绩效引领企业 13 家，其余正
按程序评级审核。”赵乐晨通报说。

将视情况逐步扩大专家库，持
续赴企业开展帮服

帮扶工作不能一蹴而就。
赵乐晨说，下一步，四川将根据帮服具体

情况逐步扩大专家库，持续赴企业现场开展具
体帮服活动，引导企业提升治污能力、提高生
产效率，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是围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专家组
配合由 4 个厅局牵头组成的 11 个帮服组前往
15 个重点城市开展帮服工作，协助各地开展大
气治理分析，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

二是以帮服企业名录为主，省、市、县 3 级
专家组对重点企业难点、堵点问题开展针对性
帮服。深入各地企业摸排情况，会同企业明确
整治目标，形成问题台账及治理建议清单，及
时提醒企业整改突出环境问题。

三是深入开展“一行一策”调研。省级专
家组重点针对“两高”项目、重点行业超低排放
改造、深度治理及 VOCs 综合治理情况进行调
研，按照标本兼治、精准施策要求，做好技术培
训，进一步完善四川省重点行业“一行一策”综
合治理指导意见。

本报讯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近
日召开“强化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污染综合治理”新闻发布会，
会议指出，河北省统筹“油、路、车”
治理，深化重型柴油货车污染防
治，持续提升全省机动车排放污染
防治水平。目前，全省新能源重型
货车保有量已突破 5000 辆。

“河北省发挥重点用车单位辐
射带动作用，严格用车排放监管，
指导帮扶全省 2100 余家重点用车
单位建立健全重型柴油车污染防
治责任制和环保达标保障体系。”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机动车污染防
治处二级调研员戴喜明介绍说，同
时，河北省通过引领钢铁、焦化等
重点行业企业“升 A 晋 B”，激发企
业内生动力，推动大宗物料和产品
运输采用新能源重型货车。目前，
河北省新能源重型货车保有量已
突破 5000 辆，大宗货物运输车辆
新能源化发展态势良好。

在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

物管控方面，河北省通过科学划定
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区域，严格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监
管。目前，河北省各地主城区基本
禁止使用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
道路移动机械。

制定《河北省非道路移动机械
使用登记管理办法》，建立完善非
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制度，河北
省按照“应编尽编”原则，重点对全
省工程机械和场内车辆等开展编
码登记。目前，全省已编码登记各
类机械超过 18 万台，并纳入环境
日常监管范围。

加强排放检验机构和加油站
点监管，上半年河北省累计检查排
放检验机构 3031 家次，发现各类
问题 91 家次；组织开展全省油气
回收装置运行情况专项检查，已抽
查抽测加油站 9872 家次，对油气
回收设施不正常运行加油站予以
处罚，共计 28.1万元。

张铭贤刘白歌

本报讯 今年以来，昌吉州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率先开展“十四
五”污染减排挖潜工作，制定《昌吉
州“十四五”污染减排潜力清单》，
并启动“污染减排三年行动计划”
全力推进实施，为“十四五”期间昌
吉州重点项目建设腾出污染排放
指标。

根据生态环境部“新建的单体
项目需制定区域削减方案，污染物
排放量需实行倍量或等量削减替
代，确保项目投产后区域环境质量
有改善或不恶化”相关规定，建设
项目污染物排放指标倍量（等量）
替代已成为新建项目环评审批的
前置必要条件。昌吉州经济结构
重型化特征仍然显著，且随着“十
四五”期间准东一批重点项目迅猛
建设，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将大幅度
增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面临严峻
考验，重大项目落地所需污染物排
放指标保障持续紧张，进一步加大
污染减排力度刻不容缓。

今年 1 月以来，昌吉州生态环
境局组织专业技术团队围绕产业
结构升级、清洁能源替代、工业污

染 深 度 治 理 、VOCs 产 品 源 头 替
代、交通运输轨道化工程、车和油
品 清 洁 化 工 程 等 方 面 ，历 时 4 个
月，深入现场对辖区内近 600 家污
染源企业和面源开展了污染减排
挖潜工作。制定了阜康市等 7 个
县市和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3
个国家级园区的污染减排清单并
逐项进行了减排量测算。

截至目前，根据已实施的减排
工程和挖潜的污染减排清单，昌吉
州生态环境局帮扶指导县市、园区
已向东方希望煤制烯烃、特变多晶
硅等 7 个重点项目和县市 38 个招
商引资项目提供了污染物排放指
标，及时保障了新建项目环评审批
污染物指标来源，实现了新建项目

“增产不增污、增产减污”，有效推
进了大气环境质量的向好发展。

下一步，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将
进一步根据挖潜的减排工程清单，
结合县市实际确定污染减排三年
行动计划，指导县市落实减排工
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质
量的持续改善。

陈奕皓杨茗茹

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换“芯”
南京采用“电子标识”+“智慧门禁”双管齐下

昌吉州启动污染减排三年行动计划
完成近 600家污染源企业和面源污染减排挖潜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