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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经济，村民年均人收入增长14倍

治水不仅让水清岸绿，而且有
力助推了丽水市“水乡游”等产业
的发展，“治”出了一幅水美共富的
壮丽画卷。

说到丽水市“水乡游”，怎能不
提古堰画乡。春暖花开，行走于古
堰画乡古朴的街头，仿若置身于一
幅山水画之间，有种人在画中走、
在景中游的感觉。

其实，短短几年间，古堰画乡
迎来了一次“重生”。几年前，这里
还是一个脏、乱、差的落后村，光粪
坑就有 100 多个，全村臭气熏天，
污水横流。如今的美丽景色，除了
得益于当地党委政府“建设古堰画
乡文化产业园区”的战略，也与当
地治水工作密不可分。

“水是古堰画乡的根。”堰头村
党支部书记张伟武回忆。古堰画
乡位于瓯江之畔，地处八百里瓯江
瑰丽的河段，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禀赋让古堰画乡人看到水的价值，
也明白治水对于古堰画乡而言，是
摘掉“脏、乱、差”帽子的有力之举。

“不想落后就坚决不能破坏水
的价值。”幡然醒悟的古堰画乡人，
先后关停了周边 150 多家木材加

工厂，拆猪栏，改旱厕，治理生活污
水，严禁直排瓯江，全面向“脏、乱、
差”宣战。同时，建立画乡志愿者
队伍，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河溪
沿岸开展地毯式环境整治。

随着治水工作的深入开展，村
容村貌大大提升，古堰画乡利用好
的环境和古民居的特色，推进村庄
美化改造工程，将小山村治成了瓯
江滨水带美丽乡村风景线，农家
乐、民宿、艺术家工作室鳞次栉比，
音乐节、小镇艺术节等活动接踵而
至，带动古堰画乡的共同富裕之路
越走越宽。

如今，古堰画乡村民人均年收
入 已 从 2005 年 的 3000 多 元 增 至
4.2 万 元 ，整 整 增 长 了 14 倍 。 近
300 家艺术院校在这里建立了写
生创作基地，每年接待写生创作人
数超 15 万人（次），吸引了 17 名院
士、126 家艺术家工作室入驻，年
油画产值达 1.2 亿元，实现了“绿、
富、美”的华丽转身。

眼下，古堰画乡的水美共富经
验已在丽水市遍地开花结果，一条
发展水经济、激活绿色共富的“活水”
之路正在这里蔚然铺就。

源头治理是维持优良水质的
根本。丽水市通过开展“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工作，靶向破解源头
治理难题，成效显著。庆元县便
是丽水市“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的
典范地区之一。

庆元县是位于丽水市西南部
的一座山水之城，其县域内有近
千条溪流，婉约流泉与山林交相
辉映，水美景也美。近年来，庆元
县持续建设和改善流域控源截污
体系，减轻污染负担，保持水环境
质量高位运行。

走进庆元县霞帔路美食一条
街，百余家餐饮店在此汇集，随处
飘荡着美食的香味，冲击着人们
的味蕾。游人摩肩接踵的繁华场
景固然展现了城市“烟火气”，可
前些年，由于污水处理措施不够
到位，这条街污水横溢，臭气熏
天，居民苦不堪言。类似这样的
街道不止一条，进行雨污分流和
建设“污水零直排区”迫在眉睫。

“为此，从 2021 年开始，我们
就联合有关部门，对整个县城的
雨污混排，地下管网错接、混接的
情况进行了地毯式的摸排，并制

定了‘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精细化
方案，进行了治污‘大手术’。”庆
元县治水办负责人说。

到 2022 年年底，庆元县共投
入 2.15 亿元，新建城区地下主管
网 32.4 公里、支管网 83.5 公里，累
计改造立管 12.07 万米、地下管网
1.65 万米，建成全域“污水零直排
区”。这实现了雨污分流、清污分
流、油污分流，做到了“能分则分、难
分必截”，有效减少污水排放，改善
地表水环境。2022年，庆元县地表
水断面水质均达到Ⅱ类水及以上，
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为100%。

眼下，除了庆元县，丽水市还
有云和县、遂昌县、松阳县、景宁
畲族自治县、龙泉市和缙云县等
6 个地区建成了全域“污水零直
排区”，79 个镇（街道）、23 个工业
园区、108 个生活小区实现了“污
水零直排”。

如今，再走进霞帔路，走入丽
水的大街小巷，污水横流场景已
不复存在，居住环境和水质得到
了“双改善”。“现在，城乡环境好
多了，我们都很欣慰。”丽水市治
水办相关负责人笑呵呵地说。

污水零直排，涵养水生态，激活水经济

丽水治水治得水美共富
◆本报记者朱智翔通讯员叶莹 林怡昕

建设“污水零直排区”，改善水岸环境

水生态修复是提升水体自净
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为进一步
强化水体的自净功能，2022 年，
丽水市共投入 4 亿元，进行了 15
项河湖生态缓冲带项目建设，有
效促进了生态修复。

松阴溪的蝶变便是溪流进行
水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

“松阴溪是松阳人民的母亲
河，几千年来滋养着两岸居民。
但松阴溪也曾冲圮堤坝、损伤良
田，水体浑浊。通过治水,现在松
阴 溪 水 又 变 干 净 了 ，景 也 变 美
了。”家住松阴溪旁的王奶奶，望
着溪水感慨今昔。

松阴溪的变化，缘于近年来

秉承自然修复理念，涵养溪流河湖生态

近日，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核物理所中子活化分析团队，
采用核分析技术追踪大气
中的黑碳，分析它的主要
产生来源，为大气污染治
理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黑碳又称大气污染的
“黑色幽灵”，是 PM2.5和烟
尘的主要成分，也是全球
气 候 变 暖 的 主 要“ 元 凶 ”
之一。

研究团队成员之一肖
才锦告诉记者，他们对北
京市房山区新镇街道开展
了长达 7 年大气颗粒物浓
度监测，运用单波段和多
波段光吸收黑碳仪来测量
黑碳气溶胶浓度，结合中子活化分析、质子荧
光分析等核分析技术，最终确定了污染来源。

研究结果表明，2013 年—2019 年，新镇
地区黑碳气溶胶浓度呈现秋冬高、春夏低的特征，整体呈逐年下
降趋势。在大多数月份中，化石燃料和交通排放是黑碳的主要
来源。

爱“吃”太阳光的黑碳

黑碳是由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燃料不完全燃烧所产生的、具
有强光吸收成分的难熔碳质气溶胶。虽然黑碳在 PM2.5 中占比
较小，但它能强力吸收太阳光线，影响地球和大气系统能量分布
及气候，被认为是影响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之一。

此前科研人员发现，黑碳是导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的重要
因素之一。由于黑碳特别爱“吃”太阳光，将太阳光“锁”在了青
藏高原雪表，降低了冰雪对阳光的反射能力，导致高原冰川消融
增加约 20%，并使得积雪期减少 3天—4天。

更早之前还有研究表明，黑碳还可冷却地表并加热 1 公里
—2 公里高度的大气形成增温层，像个“穹顶”笼罩在城市上空，
并将污染排放限制在更低高度，从而加剧城市空气污染。

近年来，不少专家呼吁控制黑碳可望获得更大的环境健康
效益。而且，由于黑碳在大气中留存时间短，严格控制可能会起
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次，原子能院物理研究所进行采样分析和数据研究，就是
旨在为治理黑碳提供科学依据。

化石燃料和交通运输是主要来源

那么，怎么“看见”黑碳并对其进行溯源？
“大气颗粒物中含有碳、氧、氮、金属等元素，这些特征元素

含量及其同位素丰度，是进行大气污染溯源的重要指标。我们
凭借核分析技术，能够高准度分析和采集大气污染源中元素和
同位素的‘指纹’，为污染精细化源解析提供技术支撑。”肖才锦说。

他进一步解释，核分析技术是利用中子、光子、离子、正电子
与物质的原子或原子核的相互作用，采用核物理实验技术，研究
物质成分和结构的技术方法，它是核科学技术的重要领域，包括
活化分析、离子束分析、核效应分析等技术方法。在元素、同位
素分析，尤其是在微量、痕量分析领域具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2013 年—2019 年，采
样地区黑碳浓度在 2014 年达到峰值，之后逐
年下降。7 年间，黑碳浓度大于 20 微克/立方
米的天数占总样本的 4%，浓度大于 10 微克/
立方米的天数占样本总量的 14%。并且，黑碳
浓度高的当天通常也是雾霾天。

就季节来看，黑碳浓度呈现秋冬高、春夏
低的特点，黑碳的平均浓度在冬天是夏天的
1.62 倍，秋冬季黑碳对 PM2.5 的贡献相较于春
夏季更高。这主要是由于冬季低温、干燥、少
风，使得污染物在近地层中扩散并逐渐积聚，
冬季的污染源也变得更加复杂，如燃煤供暖、
交通和工业等污染排放量较大。此外，研究发
现，雨水对黑碳有冲刷作用，非雨季黑碳浓度
为雨季浓度的 1.22倍。

就黑碳来源看，数据显示，黑碳与 NO2、
SO2 和 CO 的月变化相似，存在正相关关系。
而这些气体和黑碳采用相同的燃烧工艺生产，
它表明，运输来源和煤炭排放对黑碳有显著贡
献。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化石燃料和交通运输
是该地区大部分时间内黑碳的主要来源。

肖才锦表示，这项研究源于原子能院参加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亚太区域合作项目“核分析用于
大气污染研究”。此前，项目对北京地区 PM2.5/
PM10 源解析、雾霾形成机制、生物监测器、沙
尘暴、人工降雨、森林火灾等进行了研究。近
年来，原子能院在大气污染源解析、灰霾成因
与控制技术等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中承担着核
分析相关的仪器开发和指纹元素/同位素检测
工作，下一步，将持续积极推动核分析技术在
环境与大气污染源解析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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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通过实施清淤疏浚、封育治
理，建设护岸工程、生态堰坝，种植
水生植物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改善
了水质，修复水体生态。

“ 在 进 行 水 生 态 修 复 的 过 程
中，我们按照自然修复理念，使其
释放最大的生态效益。例如，在抛
石护脚的间隙填种水生植物进行
绿化，在亲水平台和挡墙之间采用
干砌石及绿化护坡，并在护脚以上
保留老堤，最大限度减少人为痕
迹，保留河道原始风貌，构建优美

的城市滨水景观和可持续发展的
河道生态系统。同时，为群众营造
亲水近水的好去处。”松阳县一位
治水干部告诉记者。

眼下，如松阴溪般的美丽蝶变
在丽水市频频“上演”。一批批像

“小溪流域综合整治”“龙泉溪云和
段综合治理”“巧溪人工湿地水质
净化工程”“环太鹤湖水利枢纽至
高湾生态护岸工程”的涵养水源项
目，正催生着更多碧水清波的美丽
景色铺陈延展。

丽水的初春，碧波荡漾的好溪穿城而过，勾勒出秀山丽水的灵动线条。
好溪旁，蜿蜒的生态绿廊，从丽青闸脚下一路铺陈延展，串起沿线的村落、桥
梁、公园、驿站，犹如一条飘逸的“绿丝带”，扮靓着这座美丽的山城。

水清岸美城靓，得益于丽水治水工作的层层推进、步步深入。近年来，
浙江省丽水市始终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丽水来说
尤为如此”的殷殷嘱托，全力打好碧水保卫战，实现了水环境质量居全省第
一；17个国控断面、18个省控断面水质考核目标达标率均为100%；16个出境断面
满足功能区要求比例为100%；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

生态环境部日前公布的 2022 年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及排名前 30
名城市榜单中，丽水更是位列第 10 名，成为长三角地区唯一入选前 10 名的
城市。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贵州省生态环
境厅获悉，贵州省《环境空气质量降尘》
和《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两项地方标
准将于今年 3月 1日起正式实施。

据悉，《环境空气质量降尘》和《施工
场地扬尘排放标准》的出台，是贵州省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在完善生态环境
保护标准体系方面的先行先试，同时，也
是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
抓手，更是增强公众“蓝天获得感”的有
力举措。

目前，贵州省 9 个中心城市和 88 个
县（市、区）环境空气 6 项污染物指标浓
度均稳定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的二级标准，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
均优良天数比率在全国名列前茅。但部
分城市仍存在“路面有浮土”的现象。

现行的相关标准尚未涉及降尘指标
和降尘量限值，导致对城市降尘量实施
管控缺乏依据。贵州省发布和实施《环
境空气质量降尘》地方标准，既满足贵州
省环境空气质量管理的实际需要，也为
各地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特别是实施城市降尘管控提供了重
要依据。

据 介 绍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降 尘》
（DB52/1699-2022）是目前全国首发的
降尘地方性强制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标准规定了降尘量的定义和限值，
即每平方公里面积上从大气中沉降的颗
粒物的吨数的月值和年平均月值均不超
过 6t/km2·30d（6吨/平方公里·30天）。

此外，贵州省积极开展蓝天保卫战
成效显著，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
保持优良。但数据显示，施工场地扬尘
对城市 PM2.5 浓度的占比较其他扬尘来

源相比仍然偏高，例如，2021 年贵州全
省中心城市 PM2.5 源解析结果表明建筑
尘的分担率为 16%。

《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的出台，
为贵州省建筑企业防治施工场地扬尘污染
和相关部门实施监管提供了依据。标准的
实施对有效控制施工场地扬尘排放，进一
步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有重要意义。

另 外 ，《施 工 场 地 扬 尘 排 放 标 准》
（DB52/1700-2022）规定，可吸入颗粒物
（PM10）作为施工场地扬尘污染的监测项
目，并规定施工场地扬尘排放限值监测
点 PM10 浓度不超过 150μg/m3。这一标
准同样是强制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我们对贵州
省 9 个中心城市建成区和 88 个县（市、
区）建成区开展环境空气降尘量的监测，
每个月监测一次，每个季度进行统计分
析评价。”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
察专员王家齐表示，各地降尘量达到标
准 限 值 的 情 况 将 作 为 一 项 指 标 ，纳 入
2023 年 市 县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绩 效 评
价。对各中心城市和县级城市降尘量的
达标情况，将根据监测结果，按季度进行
通报，督促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当地降尘排放。

据了解，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将会同
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生态环境部门、住
建部门、建筑施工单位相关人员开展培
训，详细解读标准执行的具体问题，还将
与相关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建筑施工场地
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执法检查，督促施工
场地全面落实各项扬尘防治措施，以此
推动标准的实施，对个别因不落实扬尘
防治措施导致扬尘排放超标的施工场
地，将依法依规实施处罚。 岳植行

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日
前试点安装了集噪声监测数
据存储、数据传输和分析功
能 于 一 体 的 噪 声 监 测 智 慧
屏，通过“实地监测—超标预
警”的方式及时解决社会生
活噪声扰民。

据了解，噪声监测数据
可 以 被 实 时 传 输 到 数 据 平
台，为妥善处置噪声扰民问
题提供执法依据。

目前，明溪县在城中桥
西侧亭边、紫岭桥东侧等重
点场所试点安装了 6 台噪声
监测智慧屏。自设备安装以
来，广场舞和露天弹唱等噪
声扰民的投诉件环比下降了
80%。 吴锦楠 廖程玲摄

本报讯 山东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持
续强化科技监管能力建设，通过实施企业智能用电监
管、企业智能门禁监控、线上线下联勤联动等措施，提
升执法监管智能化、精准化、科学化水平，助推大气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

邹城市分局选定了 108 家重点涉挥发性有机物企
业，在所有用电设备总回路，排放废气、扬尘、恶臭的生
产设备和环保治理设施上安装环保智能用电监控设
备，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每日对企业用电异常报警情
况进行分析研判、现场核查，实现从生产到排放的全过程
监控。今年以来，通过用电监管累计发现并整改问题41个。

邹城市分局梳理重点用车企业 87 家，在进出厂区
物料、产品运输的全部通道安装门禁视频监控，在重污
染应急期间通过智能管理系统，对重点企业进出车辆
达标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对符合标准的车辆自动抬杠
放行，不符合标准的车辆不予通行。发现企业对不符
合标准的车辆手动抬杆放行的异常情况，通过抓拍截
图、下达任务单等形式向有关企业、部门、镇街交办，实
现实时监测、精准监控。截至目前，共安装门禁视频监
控点位 180余个。

为强化线上线下联勤联动，邹城市先后建成 1 个
市级综合监管平台、5 个部门行业监管平台、16 个乡镇
监管平台，将全市 1200 余个污染点源、69 家重点排污
企业和 268 个监测站点纳入系统。线上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抓拍截图，实行“一案双交”“闭环处理”，采取转办
函、督办函的形式，分别转行业平台、镇街监管平台办
理，并在 48小时内反馈处理情况。

此外，邹城市分局在线下招聘专职网格员 100 余
名。他们分布在各镇街村居开展不间断巡查，实现了

“一格一员”，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并通过手机 APP 上报
处置情况。网格员们随时接收综合平台指令，按时限
要求闭环处置交办的问题，实现了监管全覆盖、问题早
发现、违法早处置。 季英德 时阳

邹城强化科技监管
助力“气质”改善
通过智能用电监管发现并整改问题 41个

资讯速递

路面浮土来自哪？怎么管？

贵州出台两项地方标准着力降尘

新乡建成机动车一体化监控系统
去年共监测柴油车 42万辆（次）

本报讯 柴油货车司机张师傅最近收到了一
条短信，提示他的车辆尾气排放超标，要尽快进
行维修。他很快就把车送到修理厂进行维修。

“如果第二次被抓拍到排放超标，会影响上路行
驶，得不偿失。”张师傅说。道路上负责监测抓拍
的就是河南省新乡市的遥感监测设备。

为进一步提升移动源污染科技化监管能力，
新乡市日前将遥感监测、定期排放检验、柴油车
在线监控、重点物流通道检测、监控门禁系统等
系统平台进行整合，形成“天地人车”一体化的在线
监控系统，在移动源污染治理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据介绍，新乡市已建成 10 台（套）固定垂直
式遥感监测设备、1 台（套）固定水平式遥感监测
设备和两台（套）移动式遥感监测设备及遥感监
测信息联网平台系统。各县（市、区）均建成 1 台

（套）固定遥感和 1 台移动遥感监测设备，并与河

南省、新乡市平台数据联网。
目前，通过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对监

测一次污染物超过排放限值的柴油车辆，将通过
短信平台进行短信推送，提醒车主及时对车辆进
行维修、保养。对监测二次污染物超过排放限值
的，将按国家标准判定为不合格的柴油货车及冒
黑烟车辆，禁止其上路行驶，直至维修检验合
格。2022 年，全市共监测柴油车 42 万辆（次），对
1580 辆污染物超过排放限值的车辆进行了短信
推送。

新 乡 市 积 极 推 进 柴 油 货 车 车 载 诊 断 系 统
（OBD）在线监控建设应用，对 OBD 故障指示灯
报警的车辆，发短信给车主，要求车主及时进行
车辆保养检查维修，确保达标运行；对 OBD 监控
设备离线车辆，发短信给车主，要求车主 10 日内
恢复数据联网。 刘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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