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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
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
型 全 国 重 点 大 学 ，国 家 首 批

“985”“211”工 程 重 点 建 设 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长
期致力于资源与环境经济，自
然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等理论
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我国环
境领域综合应用型复合人才的
重要培养基地。

授予学位：
经济学硕士
面向对象：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遵守法律、法规，思想政
治表现好。

2.身体健康，并能坚持在
职学习者。

3.对经济学、生态环保充
满兴趣的各领域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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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得学士学位 3 年以上，

并有固定工作单位。
2.具有申请本专业经济学

硕士学位的同等学力资格。
3.申请人通过考试，完成

论 文 答 辩 ，
并经学校学
位委员会审
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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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同等学力申硕

南通确保南通确保““一江清水入海流一江清水入海流””
已整治入海排污口已整治入海排污口 10891089 个个,,完成率达完成率达 8282%%

◆◆李苑李苑

打造沿江沿海生态景观带

近两年，南通长江沿岸军山、剑山、狼
山、马鞍山、黄泥山五山地区新观测记录物
种 37 种，一度销声匿迹的江豚、猪獾等物
种重现，数量持续增长。

以五山地区滨江片区“城市生态客厅”
为样板，结合“百年一遇”堤防改造提升工程，
南通市正着力打造沿江沿海生态景观带。

“沿江沿海的空间布局规划共 730 平
方公里，涵盖 125 个行政村。其中，沿江约

500 平方公里（含洲岛）、江堤长度 216 公
里；沿海约 230 平方公里、海堤长度 212 公
里。沿海地区秉持‘经略海洋’要求，重点
加强自然岸线、滩涂湿地等生态资源保护
修复，研究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港产城一
体化发展集聚高效的空间布局结构。”南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结合美丽海湾建设，南通市以长江口
北支湿地等区域为重点，加快推进启东江

海澜湾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等项目，打造沿
海“一带多片”生物多样性样板区。

此外，南通市也是全国首批 4 个海洋
碳汇监测评估试点城市之一，江苏省环境
监测中心从 2021 年开始，对南通近岸海域
滨海湿地及紫菜养殖开展海洋碳汇试点监
测工作。

“通过开展海洋碳汇监测，评估江苏省
海洋碳汇潜力，提升江苏省海洋生态系统
固碳增汇效率，助力全省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副总工程师魏爱
泓说。

开展全流域水系治理，治河也治海

美丽的沿江沿海生态景观带建设，首
先得益于南通“全市一盘棋”全流域水系治
理体系的形成。

随着控源截污、畅流活水、生态修复等
措施一体落实，目前，南通市中心城区 100
平方公里内主要河道水质达到Ⅲ类，区域
治水面积达 3000 平方公里，约占全市面积
的 40%。

南通市在长江口—杭州湾区域率先发
布《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实施十大类 63 项重点工程。同步开展入
海河流及河口海域溯源整治，系统分析总
氮污染排放现状及问题，清单化推进“一河
一策”“一湾（滩）一策”专项治理，2021 年
以来实施污染削减项目 173个。

以启东为例，近海镇的海水养殖池塘，
主要采用脊尾白虾与三疣梭子蟹混合养殖
模式，针对养殖尾水，建设了三级生态净化
系统。第一级增加尾水沉降区、潜流坝、溢
流坝，实现固液分离；第二级通过贝类等滤

食性水生生物摄食、代谢作用，将剩余有机
氮磷转化为贝肉、贝壳等生物有机体；第三
级通过增加生态净化池和种植水生植物，
降解海水剩余无机氮磷，最终实现以渔净
水，尾水达标排放。

南通市还在全省率先完成了入海排污
口排查溯源，全面建立“污染单位—排污通
道—排污口—受纳水体”全链条档案。“我
们统筹开展了入江入海排污口专项整治，
截至 2022 年 7 月底，整治入江排污口 1977
个，完成率达 96%，整治入海排污口 1089
个，完成率达 82%。”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副
局长黄晓勤说。

执法监管+督查考核，压实环保责任

严格的执法监管和督查考核也持续为
南通市的海洋环境保护护航。

南通市组建了全省首支环保公安打击
污染环境犯罪融合战队。市生态环境、海
警、渔政等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严厉
打击河口海域周边环境违法行为。

2022 年 4 月某夜，根据群众举报涉排
海污染，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迅速联合

海警赴现场联合检查，发现某南美白对虾养
殖个体户私设 3根软管，向黄海排放养殖废
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他们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查处，有力打击
了水产养殖尾水非法排海的环境违法行为。

针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提升，南通市还
组建了工作专班，紧盯入海河流沿线农业
面源治理、镇村生活污水处理等重点任务，

健全海湾（滩）巡查等配套工作制度，实现
海滩、河流、支流网格化监管全覆盖。

“我们建立了‘月督查、季点评、年述
职’工作机制，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纳入高
质量发展和污染防治攻坚考核体系，每月
组织‘三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
地方居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展常态化督
查，每季对县、镇、村实施分级考核，全面压
紧压实各级环保责任。”南通市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王
朝晖说。

作为江苏省唯一的滨江临海城市，南通市拥有
226公里沿江岸线和206公里沿海岸线，是万里长
江入海前的“最后一站”。

近年来，南通市系统施策，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
的保护力度，春季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76.2%，
高出年度省考目标14.2个百分点，主要入海河流全
部消除劣V类，确保实现“一江清水入海流”。

本报讯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
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日前印发的

《云南省洱海“一湖一策”保护治
理行动方案（2021—2025 年）》（以
下 简 称《行 动 方 案》）明 确 ，到
2025 年，洱海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明显提升，洱海总体保持良好湖
泊水质，湖心断面水质达到Ⅱ类。

2015 年 1 月，洱海保护治理
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一场史无
前例的抢救性保护治理攻坚战打
响，实施了“七大行动”“八大攻坚
战”，改变了环湖过度开发的局
面。洱海保护治理实现了由“一
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
治”的转变，形成“洱海案例”和

“洱海经验”，并入选全国美丽河
湖优秀案例，一度消失的“水质风
向标”——海菜花重现洱海，洱
海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切实解决复杂水
环境问题，维护河（湖）、库、渠健
康生命，大理州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签发实施《洱海“一湖一策”方

案（2018—2020 年）》，从水资源保
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
法监管共 6 个方面明确了目标、
任务和措施，并提出各项工作的
具体责任单位及职责分工。

《行动方案》包括综合说明、
上一轮方案实施效果、湖泊管理
保护现状、湖泊流域问题诊断、管
理保护目标、湖泊管理保护措施、
保障措施共 7个方面内容。

《行动方案》按照“湖泊革命”
的新要求，坚决扛起洱海保护治
理政治责任。到 2025 年，洱海流
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流域
保护管理体系初步构建；主要入
湖河流水质持续改善，27 条入湖
河流水质优良率（Ⅲ类及以上）达
到 100%；洱海总体保持良好湖泊
水质，湖心断面（洱海湖心、洱海
北部湖心及小关邑）水质达到Ⅱ
类，未发生规模化藻类水华。

《行动方案》确定实施“退、减、
调、治、管”5个方面共69个项目，总
投资达112.62亿元。 蒋朝晖

本报讯 记 者 日 前 从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 获 悉 ，今 年
1 月—8 月，全自治区重点流域水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121 个
国 考 断 面 优 良 水 体 比 例 达
68.1%，同比提升 4.6 个百分点，阶
段性达到年度考核目标要求，黄
河干流 9 个国考断面水质全部为
Ⅱ类。兴安盟哈拉哈河（阿尔山
段）被生态环境部评为全国首批
美丽河湖 9个优秀案例之一。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全面落实国家和内蒙古
自治区关于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决策部署，全力推进年度重点目
标任务。加强会商研判和指导帮
扶，充分利用国家采测分离监测、
自治区监测、污染源监测、执法监
管、现场调研等数据信息，定期组
织召开分析会，分析研判全区水
环境质量达标形势，以“一市一
单”提醒预警，压实地方主体责
任，逐项盯办整改落实，对难点问
题进行现场指导帮扶。

强化汛期水环境质量监管，
组织各盟市针对入河排污口、污
水处理厂、雨污管网等重点环节
开展汛前问题排查整治；开展汛
期国考断面水质专项监测，设置
67 个控制断面，每月开展手工监
测。全面加强对污水处理厂、入
河排污口达标监管，严厉打击违
法排污行为，累计关闭入河排污
口 166 个。会同内蒙古自治区发
改委、水利厅、住建厅等部门，组
织黄河流域各盟市积极申报区域
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与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实
施了《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流域国
考断面水质补偿办法（试行）》，以
奖优罚劣推动重点流域断面水质
巩固改善。与自治区住建厅共同
开展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排
查整治，对地级城市已完成治理
的黑臭水体开展监督监测，确保
长治久清。组织指导松辽流域等
相关盟市开展流域本底特征调查
分析评估，为流域“画像”，推动科
学、精准治理。 杨爱群李俊伟

本报讯 河北省石家庄市近
日出台《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下一
阶段石家庄市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目标任务。到 2025 年，石家庄市
PM2.5平均浓度达到 40 微克/立方
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67.4%，地表水Ⅰ类—Ⅲ类水体比
例达到 66.7%，基本消除重污染
天气，全部消除黑臭水体，土壤污
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石
家庄市将以能源、工业、城乡建设
等领域和钢铁、建材、石化化工等
行业为重点，开展碳达峰行动，加
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推动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严把项目准
入关口，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盲目发展，推进清洁生产和
能源资源节约及高效利用。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打好
“退后十”成果巩固攻坚战，开展
重点行业资源利用效率、能源消
耗、污染物排放对标行动，提高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聚焦秋冬季
细颗粒物污染，加强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推进重点行业领域挥发
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打好臭氧污
染防治攻坚战。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统筹
涉及石家庄市白洋淀上游流域水
生态环境整治和修复，促进白洋
淀上游流域水质全面改善。系统
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全面完
成市政合流制排水管网雨污分流
改 造 ，推 进 城 镇 污 水 管 网 全 覆
盖。巩固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
平，基本完成乡镇级水源保护区划
定、立标并开展环境问题排查整治。

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石家
庄市将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治
理。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和
安全利用，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开展“无废城市”创
建，推动城市全面绿色转型。划
定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并
强化保护措施，实施水、土环境风
险协同防控。 张铭贤

石家庄明确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全部消除黑臭水体

大理州“一湖一策”护洱海
到 2025 年，洱海湖心断面水质达到Ⅱ类

湖北省十堰市生态环境局竹山分局日前带领运维方及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深入全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现场，进行运维检查
考核，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体检”。 叶相成 柯佑民摄

内蒙古1月—8月水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

黄河干流9个
国考断面水质
全部为Ⅱ类

近年来，总磷成为长江首要污染物，总磷污染问题成
为制约长江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突出短板。位于
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多措并举，强化“三抓、三强和三聚
集”，实现水质、颜值和产业价值全面提升。

磷肥行业废水全回用，改善流域水质

作为磷资源优质大省，四川省在严格落实黄磷行业
生产废水零排放基础上自加压力，率先开展磷肥行业废
水全回用，科学实施化工园区水平衡核算，完善防渗堵
漏、雨污分流、分质回用等措施，推动废水处理排放达到
更高标准。

目前，全省 14 家黄磷、62 家磷肥企业全部实现废水
收集回用不外排，年减少废水排放量超过 400万吨。

除了废水收集处理和回用，渗滤液处理同样不容
忽视。

前些年，三佳饲料有限责任公司在磷石膏堆场一边
堆存一边使用，导致渗滤液产生量增加且难以收集造成
污染。近年来，这家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工程措施收集、回
用渗滤液，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7 月，公司共收集、回用渗
滤液 13.5万立方米。

渗滤液的收集，节约了水资源，减轻了入河磷污染，
进一步的“回用”，更实现了“变废为宝”。

“按照国家标准，依据磷石膏堆场实际，我们逐一制
定渗滤液处置措施，编制‘一库一策’整治方案。采取‘防
渗漏、防溢流’和‘工艺回用、绿化回用’等措施，疏堵结
合，确保实现渗滤液零排放。”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相关处
室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四川省保留的 26 个磷石膏
库均配套完善渗滤液收集回用设施，实现了零排放，其中
渗滤液工业回用总量超过 95%。

在矿井水治理方面，四川省要求部分重点磷矿企业
安装总磷和总固体悬浮物在线监测设备，实时动态监控，
确保监管到位。目前，全省 36 家磷矿已全面完成矿井水
治理，12 家重点企业安装了在线监测设施，均实现达标
排放。

通过狠抓废水、渗滤液和矿井水治理，四川省水环境
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全省地表水总磷平均浓度由 5 年前
的 0.115 毫克/升降至 0.061 毫克/升，降幅达 47%，原有 20

个总磷超标断面已实现全面达标。

强化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绿色颜值

站在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暴风坪的最高处远眺，
大幅绿色画卷起伏绵延，复垦的采矿平台犹如被绿色覆
盖的梯田，与天相连，与云相望。

这是四川省强化矿山修复，还“绿”于山工作的一个
缩影。

按照“谁开采、谁负责、谁治理”原则，四川省相关部
门督促企业落实矿山生态修复责任，履行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义务，使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已全面停止九顶山等自然保护区内探采矿权
48 个，封闭井硐 243 口，生态修复磷矿矿山 24 座，修复面
积达 77.5万平方米，创建国家级绿色矿山 4座。

在渣场整治方面，按照“安全稳定、环境优美”的原
则，四川省大力推进磷石膏库综合整治。在落实坝体整
形、防渗、排水、安全监控等措施的基础上，通过超量清
运、堆坑填埋、边坡整治、植被恢复等措施，将昔日的渣山
打造成周边群众休闲旅游的生态公园。

“治理修复的同时，日常的监管也要跟上。要督促矿
企严格落实‘边开采、边修复’主体责任，确保生态修复工
程与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同步开展。”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相
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为此，四川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定期开展巡
查检查，及时发现整改边坡坍塌、排水不畅等问题，严厉
打击违规违法行为，持续巩固提升治理成果。2022 年，
四川省印发了“三磷”污染整治攻坚行动方案，立足问题、
立行立改、动态清零，持续巩固“三磷”整治成效。

聚焦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价值彰显

整治的目的是促进磷产业做大做强，健康有序发
展。因此，“疏堵结合”尤为重要。开发技术经济可行的
资源化利用途径，是解决磷化工行业发展瓶颈问题的必
要手段。

磷石膏消纳重点关卡在企业。为此，四川省在开展
磷石膏“以渣定产”试点的同时，加大对磷石膏综合利用

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
德阳市对磷石膏综合利用企业按每年实际利用量 1

元/吨进行奖补；对磷石膏综合利用企业新建、改造生产
线，按投资额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补助；综合利用企业优
先享受直购电、直供气等生产要素保障优惠政策，鼓励企
业不断加大磷石膏综合利用力度。

德阳市不断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筹备成立企
业、院校、工程建设公司等单位参与的磷石膏综合利用产
业促进会，加大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产业化应用研究力
度。同时，加大与清华大学等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
作力度，联合攻关磷石膏改良土壤、磷石膏余热余压煅烧
等关键共性技术。

据了解，德阳市已经连续 4 年实现“产消平衡”，综合
利用率居全国前列，成功入选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
基地。

目前，四川省共培育磷石膏综合利用企业 30 家，年
消纳能力达 750万吨，实现 7个磷石膏库综合利用清库。

“技术攻关不止于磷石膏领域，比如乐山福华、和邦
生物也在全国率先攻克含磷母液处理技术难题，实现年
减排总磷 1.2万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四川省生态环境
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政策的扶持以及技术的“加持”，带来的是四川省整
个磷产业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四川省坚持“育龙头、铸链条、建集群、强产
业”总体发展思路，结合磷化工产业特点优势，依托龙头
企业不断延伸、补齐、强化产业链，引导低端低效化工企
业有序退出，助力磷化工企业由粗加工向精细化工、新兴
产业战略转型。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德阳磷肥、乐山及广安
含磷农药等一批特色磷化工产业集群，引导林辰化工、茂
源磷化等 25 家磷化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为推动地方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下一步，四川省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按照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的《长江流域总磷
污染控制方案编制指南》要求，加快制定实施四川省总磷
污染控制方案，持续加强“三磷”综合整治，为长江流域水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做出更大贡献。

四川“三磷”整治实现水质、颜值、价值“三提升”
全省地表水总磷平均浓度降至 0.061毫克/升，原有 20个总磷超标断面已实现全面达标

◆本报记者童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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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清晨清晨，，启东市近海镇养殖户在海水池塘的滩涂生态净化区采集贻贝启东市近海镇养殖户在海水池塘的滩涂生态净化区采集贻贝。。
冯华摄冯华摄

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推进美丽海湾建设推进美丽海湾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