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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治水吕梁治水““直击顽疾直击顽疾””
◆◆本报记者王璟本报记者王璟 通讯员李兵兵通讯员李兵兵

精准施策，保水质如期达标

治水，吕梁市选择从最难处着
手，“刮骨疗伤”，提升水质。

吕梁市柳林县下辖 15 个乡镇
197 个行政村，作为黄河一级干流
的三川河流经柳林县共 67 公里，
流经的村庄有 97个，这些村庄与县
城几乎“不分你我”地“串”在一起。

随着社会经济及城镇化发展，
水污染问题随之而来，三川河一度
因恶臭熏天而饱受诟病。2022 年
1 月，柳林县内一处国考断面水质
出现不达标情况。

针对柳林县三川河存在的突
出水环境问题，吕梁市生态环境局
第一时间选派人员组成工作组进
驻柳林分局，指导水环境质量提升
工作。

2022 年 4 月 15 日 ，工 作 组 进
驻后，将三川河及其支流划分为若
干个责任区，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带
领中队包片、包段监管，做到定人、
定岗、定责。工作组和柳林分局全
员出动，24 小时对三川河进行摸
排 、巡 查 、督 查 及 问 题 反 馈 与 整
改。同时，组织整治生活污水排
口、取缔沿河直排旱厕、整治畜禽
养殖场、清理沿河垃圾。

交口县生态环境行政综合执
法队副队长李龙龙便是驻柳林工
作组的一员。在他看来，解决吕梁
市第二污水处理厂的遗留问题是
当地水质提升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个污水处理厂建在柳林，
因为人口集聚，污水处理压力大，
高峰期有 5000 吨左右的污水处理
不过来，就排进了三川河。”李龙龙
告诉记者。

为此，工作组积极争取市生态
环境局和城管部门的支持，协调吕
梁市第二污水处理厂配合，争取

95.4 万元建设容积 4700 立方米的
溢流废水应急池，确保水质达标之
后再外排。同时，协调柳林县委、
县政府，督促启动污水引溢管网工
程，彻底解决这一难题。

5 个月的时间，柳林县内 3 个
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100%，均达
到考核目标进度要求，三川河又恢
复了昔日靓丽的模样。

这边的任务刚结束，工作组又
马不停蹄地赶往平川四县——交
城、文水、汾阳、孝义。

“这 4 个地区地处平原，污水
不易外流，尤其是冬灌期间，一部
分地表水混杂着农家肥，直接流入
了磁窑河、文峪河。”李龙龙介绍。

2022 年 10 月 7 日，磁窑河、文
峪河水质提升帮扶督导组正式成
立。结合当地实际，对最终保留的
入河排水口全部安装闸阀或拦水
坝，设立责任牌，专职巡河员每日
巡查。

随着 11 月—12 月各县陆续进
入冬浇灌溉期，帮扶督导组会同分
局领导及巡河人员对主要河流进
行全面排查，在退水渠内修筑土坝
拦截，严防上游退水进入河道。同
时，协调沟通汾河灌区管理人员对
渠内退水进行回灌利用，逐步消除
了退水入河现象。

“几个月在外驻扎，工作强度
比以前大了不少，但水质提升这项
任务，刻不容缓。”李龙龙感慨道。

除了驻扎一线的工作组，吕梁
市生态环境局领导班子和各科室
分别包联 15 个国考断面，协助属
地政府、生态环境分局排查解决影
响河流水质的隐患，及时纳入整改
工作台账，并跟踪整改，力促水质
如期达标。

设新目标，今年河流水质排名退出全国后50位

去 年 入 冬 以 来 ，大 批 候 鸟
陆续飞抵山西省吕梁市。它们
在吕梁的水库、湖泊、滩地肆意
嬉戏追逐、惬意觅食，在这里构
筑起一道亮丽的“水上”生态风
景线。

吕梁市也曾因水环境改善
不力被区域限批并挂牌督办。
回首 2021 年，全国地表水考核
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全国倒数30
个城市中，吕梁市位居倒数第一。

清 澈 的 水 环 境 是 百 姓 之
盼。为增强群众幸福感，改善
水环境，面对严峻局势，吕梁市
强 力 推 进 突 出 水 环 境 问 题 整
治，在 2022 年年初便明确了目
标——地表水 15 个国考、10 个

省考断面力争全部达到或优于
Ⅲ类水质，河流水质指数排名
退出全国后 30位。

瞄 准 目 标 后 ，吕 梁 市 生 态
环境局便“撸起袖子加油干”，
围绕城镇污水治理、工业污染
治理、农业农村面源污染防治、
水环境安全、水资源管控、水生
态保护修复和水环境监督管理
7 方面内容，确定了 25 条水污染
防治重点工作内容，摸索出一
套因地制宜的“治水经”。

努 力 终 见 成 效 。 2022 年 ，
吕梁辖区内 15 个地表水国考断
面优良水质比例为 93.3%, 同比
提高 40 个百分点，断面水环境
质量改善幅度全国第一。

“ 我 们 坚 持 用 数 据‘ 说 话 ’，
每 天 我 会 根 据 重 点 河 流 点 位 的
采测分析结果，分类汇总各县市
区超标点位情况，及时在群里通
报 。”吕 梁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水 生 态
环 境 科 一 级 主 任 科 员 李 新 华 介
绍 ，2022 年 之 前 ，对 自 动 站 的 实
测 数 据 每 4 小 时 通 报 一 次 ，现 在
有 了 APP，各 县 市 区 可 以 直 接 看
到 实 时 数 据 ，“ 症 结 ”在 哪 儿 ，一
眼便知。

2022 年，吕梁在全市 15 个国
考断面涉及的 9 条重点河流设置
了 93 个监测点位，在沿线敏感区
域建设全景视频监控设施和水质
微型自动监测站。同时，启用地表
水环境监测数据综合应用系统，以
重点流域布点监测、地表水质自动
监测站和例行监督性监测等数据
为基础，建立了“预警、警示、通报、
约谈、问责”监督机制，日调度、周

研判、月通报，督促相关县市迅速
整改。

2022 年 2 月 初 至 12 月 底 ，吕
梁市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对全市
93 个河流断面监测超 1.5 万次，对
345个排污口监测 3105 次 。

根据监测结果，吕梁市生态环
境局每个月召开一次水质提升专
项调度会。2022 年 2 月，柳林和孝
义市水质恶化，市生态环境局第一
时间对涉及的乡镇和部门进行约
谈。11 月，石楼和兴县两个环保
项目进展缓慢，被约谈督促。

通过这些监测数据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吕梁水环境质量得以改
善，曾令人掩鼻而过的水体，如今
重现绿意，焕发生机。

“下一步，地表水国考、省考断
面全部达到优良以上，河流水质排
名 退 出 全 国 后 50 位 。”2023 年 伊
始，吕梁市提出了新目标。

重拳出击，立案查处涉水环境违法行为52起

针对违法排污等顽疾，吕梁秉
持绝不姑息的态度，以雷霆之势向
违法行为“亮剑”。

从 群 众 反 映 的 问 题 查 起 。
2022 年 3 月 28 日，吕梁市生态环
境局兴县分局执法队接到群众举
报，在兴县高速东口附近有一可疑
车辆拉运废机油，数量、来源等情
况不明。经查，两位责任人在未取
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长期在吕梁市各县流窜，非法收购
废矿物油。

对日常排查高度重视。4 月
24 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临县分
局在对境内湫水河固体废物倾倒
排查时发现，位于碛口镇冯家会村
的临县高某壮养殖专业合作社将
养殖废水（约 15 吨）直接排入湫水
河，对湫水河水质造成严重污染；6
月 19 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文水
分局在对汾河支流文峪河排查时，
发现文水县西城乡杭城村有一非
法防水材料加工点，产生的废水未
经处理直接排入农村污水管网，废
液经鉴定含有毒物质。

对这些案件，生态环境执法人
员均第一时间调查取证，收集相关

证据，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经公安机关调查审理后，对相关负
责人采取了行政拘留等措施。

2022 年 ，在 坚 决 落 实 山 西 省
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生态环境综
合行政执法总队安排部署的黄河
汾河流域“清废行动”的基础上，吕
梁市结合自身实际，自行组织开展
了全市污水处理厂执法检查、雨季
汛期涉水企业“零点行动”和查处
典型案例检查等大型执法行动。

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
停产、移送行政拘留……2022年，吕
梁市坚持铁腕治污，持续打击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全年共立案查处涉水环
境违法行为52起，罚款1502.4万元，
办理涉水行政拘留案件 11件，拘留
11人；刑事案件两件，拘留3人。

此外，严格考核奖惩。吕梁市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出台了《吕梁
市地表水断面稳定达标考核奖惩
问责办法（试行）》《吕梁市地表水
跨界断面生态补偿考核方案（试
行）》等一系列环境质量考核奖惩
办法，奖励断面水质改善的 3 个县
3310 万元，扣罚断面水质恶化的 5
个县市 25896 万元。

由“多头管”向“一家管”升级

淳安创新“一支队伍管千岛湖”模式

资讯速递

本报讯 作为浙江省唯一的特别生态功能区，千岛
湖的综合保护面临着部门职责交叉、执法监管分离、管
理手段传统等难题。2022 年以来，浙江省淳安县谋划
创新“一支队伍管千岛湖”行政执法模式，将生态环境、
农业等领域执法事项划转至综合执法部门行使，由过去

“多头管”模式向“一家管”迭代升级。
突出监管重点，梳理形成涉湖执法监管事项清单，

重塑涉湖部门、乡镇监管职责，相对集中执法监管事权。
组建千岛湖水上综合行政执法队，综合各部门的

派驻力量176人，统筹协辅、网格等力量410余人，形成“一
队治湖”格局。同时，将千岛湖水域划分为五大湖区、18
个网格，打造“响应短、扁平化、处置快”的最小作战单

元。成立千岛湖水上综
合执法指挥中心，形成
巡查、监管、执法“三位
一体”，做到“入一次湖、
查多件事、一次到位”，
切实减少执法扰企、执
法扰民现象。

围绕“大场景、小切口”，集成应用千岛湖水质、污染
防控、渔船及水上设施等基础数据，开发上线“数字第一
湖·一支队伍管千岛湖”数字化综合指挥平台和“全域监
测、全协指挥、全维督评”三大场景。推出农（林）自用船
舶管理、水上污染防治、水上渔业管理、沿湖沿线巡查管
理等富有千岛湖特色的“监管一件事”，形成案源接入、
分析研判、受理交办、事件处置、结果反馈、评价分析全
流程管理机制，推动湖区监管“一屏掌控”。

自执法模式改革以来，淳安县已发现并处置问题
1563 个，处置率达 99.5%，有效防范污染风险，千岛湖出
境断面水质始终保持Ⅰ类，为全国特大型湖泊治理现代
化提供了示范。 周兆木 姜磊 鲍静

▲图为执法人员对水污染物进行溯源排查，并进行现场采样。

九江港口免费接收船舶污染物
港口码头和船舶污染问题完成整改，实现销号

本报讯“到九江港靠港后，
我们船上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
油污水全部免费接收，码头工作
人员主动上船服务，收垃圾、抽污
水、接岸电，降低了我们的运输成
本，让我们这些常年在水上作业
的船员感到很暖心。”日前，船员
董师傅道出了过往江西省九江港
广大船员的心声。

这是江西省九江市港口码头
和船舶污染问题经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警示片披露后，整改取得
实效的例证。目前，这一问题达到
整改销号要求，予以销号。

2021 年年底，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警示片披露九江市港口码
头和船舶污染问题后，江西省生
态环境厅统筹协调，全面推进问
题整改。赣北生态环境监察专员
办公室充分发挥监察职能，不断
传导整改压力。江西省交通运输
厅高等级航运事务中心选派业务
骨干现场指导整改。

九江市委、市政府痛定思痛，
全市上下形成了“狠抓问题整改
不留死角、打造最美长江岸线毫
不动摇”的思想共识。市政府研
究并印发了《2021 年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九江市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方案》。组织
开展了“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
置‘百日攻坚行动’”。2021 年 12
月 1 日，在过去免费接收船舶生
活垃圾的基础上，出台了船舶污
染物全部免费接收的政策，率先
在长江干线免费接收油污水。

九 江 市 港 航 、海 事 、生 态 环
境、城管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先
后建立了联合监管执法、船舶污
染物长效管理等机制，对长江干
线 80 座生产经营港口码头污染
物接收设施进行标准化改造。其
中，43 座将船舶生活污水接入市
政污水管网，37 家交由第三方水
上服务机构进行转运处置。同
时，对“船 E 行”系统进行升级改
造，建立完善了“三必须一确认”
接收交付制度，从源头上杜绝了
虚假交付接收现象的发生。

今年以来，九江市组织开展
“双铅封、零排放”船舶污染防治
攻坚提升年行动，实现了本籍港
船舶、到港船舶 100%“双铅封”，
船舶污染物接收数量和转运处置
率大幅提高，有力遏制了船舶生
活污水直排现象。刘炀 张林霞

本报讯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公布 2023 年 1 月全
省 59 个县（市）空气质量排名，合肥市庐阳区 PM2.5 浓度
跻身全省“前十榜单”。庐阳区大气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实现 PM2.5年平均浓度“九连降”。

庐阳区持续强化大气污染治理科技支撑。近年来，
庐阳区生态环境分局陆续在庐阳区建设完成 33 个大气
微观站点、11个大气小型标准监测站、4套 VOCs监测传
感设施、两套黑烟车智能识别系统，推进智慧工地、中控
系统建设，实施 VOCs和臭氧激光雷达走航，通过“线上

千里眼，线下网格员”，
实现“精准溯源，高效管
控”和区域环境质量实
时监控。

为持续改善空气质
量，推进大气精准化治

理，2023 年，庐阳区生态环境分局以“重污染天气消除、
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扬尘污染减少”四大
攻坚行动为中心工作，不断提升执法监管水平，夯实企
业污染治理主体责任，不断扭转企业粗放式生产理念。

今年年初，庐阳区生态环境分局继续开启夜间执勤
巡查模式，在夜晚重点时段对辖区涉气企业、建筑工地、
混凝土搅拌站等各类大气污染点源开展巡查，及时发现
并 查 处 企 业 夜 间 偷 排 偷 放 、气 味 扰 民 等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徐君

持续强化大气污染治理科技支撑

合肥市庐阳区PM2.5浓度实现“九连降”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以下简称《清单》）于今
日起施行。2022 年 3 月，生
态环境部生态环境
监测司会同国家环
境分析测试中心，
牵头组织召开了新
污染物调查试点监
测启动会，对相关
试点监测工作进行
了部署。

时 隔 近 1 年 ，
新污染物的监测工
作进展如何？目前
的技术力量、仪器
设备能否有效承接

《清单》中新污染物
的监测工作？在具
体监测工作中还面临哪些挑战有待
应对？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
称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二噁英监测室翟婉盈博士。

新污染物监测需经历哪些过程？

作为去年新污染物试点监测工作的主要参与单位之
一，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主要负责长江流域重点区域的新
污染物监测，主要调查对象为流域内部分国控断面、饮用水
水源地和污水处理厂。他们承担了贵州、重庆、湖南、陕西、
河南、江西、安徽、上海、福建等省（直辖市）72 个点位的样
品采集及 20 个点位的实验室检测工作，监测指标包括全氟
化合物、壬基酚、抗生素等《清单》中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

“我们单位的技术力量、仪器设备完全可以支撑监测
《清单》中的新污染物。”翟婉盈告诉中环报记者，除《清单》
外，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还对一些增塑剂、手性农药等进行
了监测。

新污染物的监测究竟要经历哪些阶段？据翟婉盈介
绍，针对不同类型的新污染物，分析方法不同，需分别采样
分析。

以全氟化合物为例，工作人员需要按照国家环境分析
测试中心下发的操作规程进行规范操作。在样品采集前，
依次使用甲醇、纯水清洗聚丙烯采样瓶。样品前处理过程
中，要避免使用含氟材质的器皿。

在具体点位采集水样后，需要加入保存剂，避光冷藏运
输回实验室。之后，需要取一定体积的水样，加入替代物，
过滤后用固相萃取柱萃取，再用淋洗液洗脱，并用聚丙烯管
收集，进一步氮吹后浓缩到 1mL。用针式过滤器过滤后加
入内标，用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仪进行检测。

仍需更高效快速的检测方法

据了解，新污染物监测也是一项“争分夺秒”的工作。
样品采集完成后，工作人员需要第一

时间将样品送至检测实验室，充分保证样
品采集的时效性和成果可比性。运抵实验
室的样品，应在第一时间完成接收程序，之
后，实验室检测工作随之展开。

建立高效的检测方法是摆在新污染物
治理面前的一道急需克服的“难题”。

“不同种类的新污染物，所需检测时间
不同，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等的检测仅耗
时数小时，需复杂前处理的全氟化合物、十
溴二苯醚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检测通常
耗时数天不等。”翟婉盈说。

要支撑区域及全国层面的新污染物问
题识别、管控及治理成效判断，仍需更加高
效的检测方法。

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在抗生素快速检
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他们开发了
地表水和地下水中 45 种抗生素大体积直
接进样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

记者了解到，这一方法可以使检测时
间由传统的数天缩短至数小时，极大提升
了检测效率。翟婉盈表示，后续团队将进
一步探索其他高效的检测方法。

新污染物监测面临哪些挑战？

在被问及常规水质监测与新污染物监
测有哪些区别时，翟婉盈的回答也反映了
当前新污染物监测面临的挑战。

她表示，新污染物监测比常规监测技
术难度更大，需要配备飞行时间质谱、磁质
谱等分辨率更高的仪器设备。

同时，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求迫
切，层次化监测体系建立还任重道远。当
前，我国大部分新污染物的监测方法还较
为缺乏，国家或行业标准方法仍在不断完
善中。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相关负责
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目前，少数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VOCs 已发布行业监测
标准，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全氟化合物
等部分新污染物的监测标准正在制定中。

据了解，新污染物监测整体来说面临
成本较高的压力。一方面是仪器运维费用
高昂；另一方面，部分标准溶液依赖价格高
昂的进口材料，试剂耗材贵。当前，国产化
标准溶液的研发及生产需尽快提上日程。

当前，各省（直辖市）已迅速响应相关
政 策 ，出 台、印 发《新 污 染 物 治 理 工 作 方
案》。 但 扎 实 管 控、治 理 好 新 污 染 物 ，仍
需 要 确 保“监 测 先 行、监 测 灵 敏、监 测 准
确 ”，结 合 监 管 实 际 ，落 实 相 关 技 术 等 保
障措施。

翟婉盈表示，新污染物治理是一项系
统工程，监测只是其中的重要环节。长江
局监测科研中心将进一步强化技术积累，
为流域新污染物的监测和治理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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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日前开展聚焦
保障环境空气质量专项巡查。行动开展以来，共检查
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涉 VOCs 企业 28 家，
发现问题 45 个。巡查建筑工地、道路施工工地等扬尘
源 30 余 个（次），重 点 涉 扬 尘 企 业 8 家 ，发 现 问 题 23
个。对发现的问题均下发清单，明确整改要求及时限，
督促整改到位。 下一步，昌乐分局将实施空气质量提
升精准管控措施，加大问题巡查、交办、整改力度，全力
推进空气质量改善。 邱晓明董若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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