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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河湖“靓”起来的过程中，
“河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一次巡河，遇见两位老人在河
边散步，他们问我，咋天天都能在这儿
见到你，你也是来这儿遛弯的？”刘春
红是望京东湖街道果岭北里的社区书
记，也是一名基层河长，巡河是她的日
常工作之一。

“我告诉他们，我是巡河员。”刘春
红向老人介绍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他
们听完竖起大拇指说：“真好，如今有
这么干净美丽的河，你们功不可没。”

据了解，自 2017 年起，北京市全
面建立市、区、乡镇（街道）、村四级“河
长制”，并将 20 个政府部门纳入“河长
办”成员单位。

“河长制”的实施，促成各级、各部
门合力治水，打破了原来水环境管理
条块分割的局面，建立起了水环境属
地化管理制度，实现河道、河岸责任统
一，让水污染源头治理变得更直接、更
有效。

与此同时，智能系统的投用也进
一步提升了河湖生态问 题 的 处 理 效
率。

北京市为各级“河长”推出了“北
京河长 APP”，从中可以看到巡河统
计、问题统计、河长名录、河湖名录、重
点任务、日常监督等内容，还能查询游

河人数、雨水情等信息。河长们可以
将发现的问题用图片、文字等形式反
馈至平台，通知相关部门统筹解决，及
时查询进展。

让刘春红欣喜的是，河道还清后，
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组成了“护河小
分队”，大家分组开展河湖巡逻，哪里
有问题，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她或是社
区。“从这样的行动来看，每一位热心
居民都是‘河长’。”刘春红说。

一城碧水，滋润京华。多年的生
态治水，给北京的河湖水质和水生态
到底带来哪些变化？

在北京市水文总站办公楼 8 层的
走廊一角，有一个长约 1.2 米、高约 1.7
米的水生态实验鱼缸，这是展示北京本
地水域水生态系统的“活态博物馆”。

“其中的鱼、虾、螺，底沙、鹅卵石、
水 草 ，全 都 来 自 北 京 本 地 的 实 际 水
域。”水文总站副主任黄振芳介绍，最
多的时候，缸里的鱼有 30多个品种。

一条条通身银色、泛着彩色光芒
的小鱼在水中十分活跃。“这是鳑鲏
鱼，又叫五彩鱼，它只在水质良好、水
生态指标健康的水域中生存繁衍，是
水生态健康与否的风向标。”黄振芳
说，随着北京河湖治理力度不断加大，
水体质量明显好转。如今，鳑鲏鱼已
成为常见物种。

湖北省咸宁市总投资 1.1 亿元建成运
行的“智慧长江”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

“一张网”监管、“一张图”作战、“一平台”指
挥、多系统交互，并与公众及多部门联动，
打通全域生态环保业务，形成生态环境大
数据共享开放格局，有效推动了长江经济
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编织一体化监测网络，智慧
之“眼”全面感知生态环境质量

据介绍，“智慧长江”生态环境监管体
系项目旨在建成长江段具有示范作用的生
态环境综合监控系统。其中，“天地空”一
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共布设 72 套水、气
等监控设施，可以对全市生态环境开展全
面感知监测。

地表水质自动监测站覆盖全市三大流
域、12 个湖库、23 条河流的水质监测，实现
咸宁市全流域实时监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覆盖全市 33 个街办、乡镇、开发区园区，全
天候为政府部门评估各地空气质量提供数
据支持。

不仅如此，大气移动走航观测车和水
环境移动应急监测车可以灵活、精准界定

污染源范围，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和黑烟车
抓拍等系统，能够对机动车污染排放进行实
时在线监管。

同时，通过环保专网、互联网和电子政
务外网，横向整合气象、国土等部门相关数
据，纵向对接国家、省级环境监测站相关数
据，有效构筑起覆盖全市的“天地空”一体
化环境感知物联网。

开发大数据平台，智慧之
“脑”智能预测空气质量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智慧长江”生态
环境大数据平台包含指挥驾驶舱、业务中
心、数据中台、公共服务四大模块，共 23 个
业务系统，基本涵盖了所有生态环保业务。

其中，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可以对水、
气、固废污染源和机动车尾气等监测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审核和管理，为业务工作提
供有效支持。

监管决策系统通过对污染状况进行研
判分析，实现精准溯源。预警预测系统通
过对海量环境数据进行建模，可以预测华
中地区、湖北未来 7 天和咸宁未来 3 天的空
气质量。

协同管控平台则用于环境任务管理、

网格化监管，实现污染事件从“全面巡查”
到“分级处理”，从“发现上报”到“整改反
馈”的全过程闭环管控。

系统还建有公众服务平台，利用移动
互联网技术，搭建起公众参与环境监管的
渠道，实现“守护环境全民参与”。

为助力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目前，全
市所有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数据全部接入大
数据平台，可以实时监控主要河流、湖库等
水质状况。对超标数据，第一时间通过短
信预警，并发起排查任务，经现场排查处理
后，通过协同管控APP提交反馈办理情况。

目前，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每天推送
近百条水环境质量预警信息，其中 pH 值
预警信息对研判、预防斧头湖、西凉湖等重
要湖库的水体富营养化起到重要作用。

建设监管指挥中心，智慧之
“手”高效推动精准溯源

在咸宁市，1000㎡的生态环境监管指
挥中心采用大屏指挥作战与人工坐席值守
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实现监控指挥、远程会
商、本地会议及洽谈服务等功能。

在 23㎡的 LED 大屏上，实时呈现环境
监测、预警预测、研判分析等数据信息。短

信及 APP 信息预警功能，助力及时发现问
题，科学会商研判，统一调度指挥，现场处
置反馈，推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向纵深发展。

此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现场与
指挥中心实时联动，使得污染处置效能大
幅提升。

2021 年 8 月 2 日，通过“智慧长江”平
台发现浮山河水质异常，咸安区分局、高新
区分局立即进行沿线溯源排查，锁定是一
家企业的含漆废水事故排放造成了污染。
随后，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污染控制措施，阻
止了污染扩大，并对企业进行了立案查处。

为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效能，“智慧长
江”项目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把脉”水质，
为精准溯源提供线索，及时固定污染源，助
力执法部门打击企业非法排污。

“智慧长江”项目建成后，已形成覆盖
全市主要河流湖泊、城区黑臭水体的水环
境监测网络和覆盖机动车尾气、主要城镇
和工业园区的大气监测网络，为提升智慧环
境监管水平、助力环境质量改善发挥了重
要作用。

咸宁市将以“智慧长江”项目建设为契
机，深化“生态云”在服务实战、助力转型中
的应用。如今，这个生态“云管家”，已成为
生态环境“高颜值”背后的硬实力，成为美
丽咸宁绿色发展的新引擎。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昆明报
道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就《云南省土壤、地下水
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
员周波介绍，《规划》是全省开展

“十四五”时期土壤、地下水污染防
治工作的重要依据。其中明确，到
2025年，全省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
量总体保持稳定，局部稳中向好，
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
利用水平得到巩固提升，地下水
污染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左右，重
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
障；地下水国控点位 V类水比例稳
定在4.5%左右，“双源”（地下水型
饮用水水源和地下水污染源）点
位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规划》明确，开展农用地土
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行
动，以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问题突
出区域为重点，强化镉、砷等重金
属污染源头管控，巩固提升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水平；以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单位为重点，强化监
管执法，防止新增土壤污染；以用

途变更为“一住两公”的地块为重
点，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坚决
杜绝违规开发利用。以保护和改
善地下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建立
健全地下水污染防治管理体系。
加强地下水污染源头预防，控制
地下水污染增量，逐步削减存量；
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保障地
下水型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

《规划》从土壤污染防治、地
下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管能
力等三方面提出了 13 项重点任
务。通过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
化，结合中央土壤、水污染防治专
项资金管理要求及项目入库储备
要求，以问题为导向，切实解决区
域内突出土壤、地下水环境问题。
同时，设置调查与 评 估 、源 头 防
控、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监管能
力建设等四大类 11项重点工程。

周波表示，下一步，云南省将
全面落实《规划》要求，加强联动
监管，形成工作合力。加强资金
投入保障，严格监督考核，开展

《规划》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确
保《规划》顺利实施，为深入打好
净土保卫战、有效管控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风险提供有力支撑。

2022 年 9 月 13 日 ，在 江
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翰堂镇陇
塘村，农户正在回收稻田中晒
干的秸秆。

近年来，江西省宜春市上
高县大力推进农牧结合，将水

稻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变为畜
牧“香饽饽”，不仅农户实现一
稻两用，还大大减轻了环境污
染，有效促进了农户和畜牧养
殖户增收。

邹利强 张林霞摄

初秋时节，凉水河石榴庄路桥下游段
河道两岸草木葱茏，密密匝匝的低矮绿植
像一块块厚毯子覆盖在岸坡，朵朵小花在

“毯子”上悄然绽放。
凉水河干流起自石景山区原首钢退

水口，从城西南流经西城、丰台、朝阳、大
兴等 7 个区，最终在通州区榆林庄闸上游
汇入北运河，是北京城区最长的河道。经
过近年来的综合治理，现在的凉水河流域
水清岸绿，已经成为城南地区重要的观光
休闲地带。

水清了，岸绿了，河道治理也需要更
高的标准。

“我们所有的河道几乎都是斜坡，雨
水直接冲刷，会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长此
以往会对护坡安全产生威胁。”凉水河管理
处工作人员介绍，2021 年，凉水河管理处
将石榴庄路桥下游段 130 米左右的护坡
作为试点，采用截流沟和折板框格两种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开展城市河湖护坡水土
流失防治工作。这样不仅减少水流的冲
击，还能为绿植提供水源，在水土保持的
同时搭建起了特色花墙，美化了周边环境。

河道两岸整治美观，生态廊道也带来
生态效益。

“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啊，高高
燃灯塔呀，是条大桅杆……开船喽。”今年
6 月 24 日，位于京冀交界处的北运河杨洼

船闸现场，一曲“运河号子”拉开了京杭大
运河京冀游船通 航仪式的序幕，这是近
百年来北京第一次出现跨省际航道水上
旅游运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

千年京杭大运河在北京通州境内流域
长达40公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
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通州建设北京
城市副中心，为运河保护带来机遇。

清违建、拓河道、建湿地、净水源、治
黑臭、兴植绿……北京打出运河治理“组
合拳”，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题。

2021 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首
次建立京津冀供水动态保障机制，从密云
水库、官厅水库、南水北调中线等工程水
源，对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等进行跨流
域生态补水，仅北运河流域就配置了 1 亿
多立方米生态用水。

上游来水、雨水、再生水、生态补水让
运河里的水多了起来，也活了起来。

2021 年 6 月 ，大 运 河 北 京 段 全 线 通
航。至今年 4 月 28 日，大运河百年来首次
全线水流贯通。如今，大运河京冀段旅游
航道实现互联互通，北京与河北通过大运
河再一次紧密相连。

在北京副中心，如玉带环绕般的运河
上，游船南来北往，两岸绿意葱茏、水鸟成
群，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映成趣，运河
两岸成为水绿交融的生态走廊。

夏秋之交的北京，永定河山峡段河水
奔流，一派水光山色。

而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盗采
砂石、污水直排、连年干旱等原因，河道水
量逐渐减少，永定河北京段在 1995 年断
流干涸后，河床裸露、黄沙遍布，河流生态
功能几乎完全丧失。

河流的生命在于流动的水。为恢复
永定河生机，2019 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
员会组织京津冀晋四省（直辖市），协同联
动、紧密协作，大力实施流域生态水量统
一调度，对永定河进行跨流域生态补水。

黄河万家寨、册田、友谊等水库向官厅水
库调水 2.7亿立方米，永定河补水水源条件
形成。

2019 年春季，官厅水库向下游河道
集 中 补 水 2.3 亿 立 方 米 ，永 定 河 山 峡 段
108 公 里 全 线 流 动 ，官 厅 水 库 以 下 形 成
140公里连续水路。

2020 年春季，官厅水库生态补水出
库总量达 1.66 亿立方米，水头最终到达天
津市武清区。官厅水库以下形成 248 公
里连续水路，断流 25 年的永定河北京段
全线贯通。

河水变丰沛、水体变清 澈 、水 生 植 物 生
机 盎 然 ，步 道 、长 椅 、码 头 等 设 施 越 来 越
人 性 化……如今，北京市越来越多的河湖已
成为市民的亲水乐园。水质越来越好，环境
越来越美，不仅是百姓的共同感受，更有实实
在在的数据佐证。

2021 年，北京市共对 104 条河段进行了水
质监测，评价结果显示，水源涵养区符合Ⅱ类
标准的有水河长比例明显上升。景观用水区
符合Ⅳ类标准有水河长比例上升，Ⅴ类和劣

于Ⅴ类标准河长基本消失。全市达
标河长占比高达 95.2%。

同样来自北京市水务局水质水
生态监测中心的监测结果表明，2021 年北京
市水生态健康水体比例为 85.8%。随着全市
水生态健康情况改善和监测工作范围的扩
大，和上年度相比，河流中的底栖动物由 149
种增长为 230 种，水生植物物种数由 58 种增长
为 81 种。鱼类也累计调查到 61 种，已恢复到
历史最好水平（85种）的 72%。

海量数据实时更新，天地空一体防控

远程“把脉”水质，咸宁“智慧长江”平台显成效
◆李飞 晏威 黄晓涵

高标准整治河道，补水贯通水系构建生态廊道

北京的河里也北京的河里也有了鳑鲏鱼有了鳑鲏鱼
◆夏莉

◎高标准整治河道，多措并举打造大运河生态廊道 2021 年，在北京段全线通水的基
础上，小红门再生水、南水北调中线向
永定河补水工程，使得永定河水源更趋
多元化。9月，永定河 26年来首次实现
865公里河道全线水流贯通入海。

今年 5 月 12 日，随着天津市屈家
店枢纽开闸放水，来自永定河生态补
水水头汇入永定新河，标志着 2022年
永定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是自河水断流
后，永定河再一次全线通水。

永定河属于典型的游荡型河道，
断面宽浅、水流散乱、易冲易淤、河势
变化剧烈。针对这些特点，北京市积
极探索“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
题”，提出了“以水开路、用水引路”的

河流生态修复新理念。
以水开路，发挥自然水流冲淤造

床作用，以自然要素打通影响河流连
通性的人为障碍，重塑河型。

用水引路，以脉冲补水自然冲淤
造床恢复多样自然生境，推动河道地
貌形态和生态环境的自然恢复，以生
境多样性驱动生物多样性，为鱼类、鸟
类、两栖动物、底栖动物提供良好栖息
空间，达到“补水可持续、修复低成本”
的要求。

伴随着生态补水的持续滋养润
泽，永定河水质稳步提升，沿线景色如
换天地，湿地水面显著增加，水生态系
统日趋稳定，生物多样性极大丰富。

◎以水开路生态治水，永定河再现“连山通海”

◎“河长制”促河长治，水生态越来越健康

云南发布《规划》加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到 2025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3%

资讯速递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郭
静娴张家口报道 记者日前从张
家口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期间，张家
口、崇礼、核心赛区 PM2.5平均浓度
分别为 22 微克/立方米、15 微克/
立方米、12 微克/立方米，创造了
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好
水平。今年1月—8月，全市空气质
量明显改善，3项主要指标“两降一
升”，保持京津冀地区最优水平。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前 8 月，
张家口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17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2.0%，保持
京津冀地区最优水平；优良天数
216天，同比增加 15 天。其余 5 项
大气污染物 PM10、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臭氧及一氧化碳浓度全
部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据 介 绍 ，今 年 以 来 ，张 家 口
市强力推动重点治理工程落地
实施。截至目前，两家重点行业
企业实现全面超低排放改造、10

家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和 28 家工
业炉窑企业完成污染防治设施
提 升 改 造 ；强 化 机 动 车 尾 气 治
理，检测车辆 1786 辆、完成非道
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 8795 台；狠
抓扬尘面源污染治理，累计下发
专项通报 8 期、督办函 13 份，曝光
典型问题 4 个，向县区移交问题
82 个，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改，大
幅削减了扬尘污染排放。

此外，张家口市探索建立问
题整改闭环工作机制，实行 24 小
时 值 机 值 守 、推 送 问 题 整 改 销
号 、重 点 任 务 工 作 每 周 积 分 考
评、县区按任务实行半月通报等
工作机制，推进问题从发现到整
改的全闭环管理。

下一步，张家口市将持续抓
实抓好治企、抑尘、控车、减煤和不
利气象条件应对等 大 气 治 理 工
作，研究谋划秋冬季大气污染治
理空气质量攻坚措施，巩固提升
来之不易的空气质量改善成果。

张家口空气质量三项指标“两降一升”
前 8月空气质量保持京津冀地区最优水平

图片新闻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报道
记者从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今年 8 月，全省优良天数比例
达到 100%，PM2.5 浓度为 9 微克/
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3 微 克/立方
米，创黑龙江省有监测记录以来
最好水平。

今年 1 月—8 月，黑龙江省空
气质量同比持续改善，地级及以
上 城 市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到
95.2%，优良天数为 231 天，同比
提升两个百分点。其中，全省空
气 质 量 为 优 的 天 数 比 例 达 到
66.4%，同比上升 12.6 个百分点。
PM2.5 浓度为 24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3 微克/立方米，稳定达到
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黑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大 气
环 境 处 负 责 人 表 示 ，不 断 提 升
的空气质量，与近年来全省围绕
调整产业、能源、运输、用地等四
大 结 构 ，实 施“ 全 域 全 时 段 全
面 禁 烧 ”的 秸 秆 禁 烧政策息息
相关。

全 省 通 过 加 大 秸 秆 综 合 利
用力度，有效遏制秸秆露天焚烧
行为。在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
门的协调下，开展散煤污染治理

“三重一改”攻坚行动，推进散煤
削减替代，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
和“哈大绥”重污染天气联防联
控，有效解决区域性、季节性大
气环境问题，实现空气质量大幅
改善。

黑龙江8月优良天数比例达100%
创全省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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