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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黄石市大冶保安镇农科
村的集中堆场，谷物联合收割机飞速
运转，农户们正在将集中收割的油菜
籽装袋。另一旁，粉碎机将秸秆粉碎、
还田，不远处，拖拉机正翻耕铺满秸秆
粉末的田地。

秸秆禁烧工作难的症结一直在于
农村散户的统一组织上。每逢秸秆

“扎堆”的季节，每家每户的收割工作
其实也很耗精力。保安镇农科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能干告诉笔者，
要让农户愿意统一收集处理秸秆，要
做到两点：一是要组织到位、宣传到
户，二是要省时、省力、省钱，要有真实
惠，而不是给农户添麻烦，这样禁烧工
作才能水到渠成。

大冶保安镇农科村有近 120 亩油
菜地，以前虽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禁
烧宣传，且在油菜种植重点区域设立
禁烧告知牌，提醒村民秸秆焚烧的危
害及产生的后果，但油菜秸秆焚烧现
象仍会出现，禁烧工作面临的被动情
形让村干部记忆犹新。

“今年油菜进入收割季以后，我们
村安排专人轮流在田间巡查、值守，全
力确保田间地头无火点，但油菜秸秆
附加值太低，综合利用途径太少，我们
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农机设备，将油菜
秸秆全部粉碎还田，既消除焚烧隐患，
又可以为后续水稻种植蓄肥。”保安镇
农科村村干部介绍。

在黄石市生态环境局秸秆禁烧下
沉帮扶小组的积极协调下，5 月 12 日，
大冶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大冶市生
态能源推广服务中心和黄石市环境保
护研究所联动会同保安镇政府，在农
科村油菜种植区实地交流探讨油菜秸
秆粉碎还田方案。

“我们请来了专业的农机队伍，3
台机械到现在还在作业，争取今天把
村里的油菜秸秆全部粉碎，消除焚烧
隐患。”5 月 13 日晚上 9 点，已经工作
了一天一夜的收割机还在运转，保安
镇农科村村干部吴风利也一直在油菜
地旁值守，力争早日完成作业。

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农科村的
油菜被卷入机器，在自动化完成油菜
籽脱粒后，油菜果壳和油菜秸秆全部
就地粉碎，成了田间的肥料。

百闻不如一见，看着如此高效的
收割率，周边农户村民们立马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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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的顾虑，主动要求村里今后
都 要 组 织 机 械 收 割 取 代 人 工
收割。

“一直以来，散户用原始办法
收籽要好几天时间，效率低又很
累，剩下的秸秆也没办法粉碎，大
多都会一烧了之。禁烧落到实处
就要有硬举措，光不让烧、不准烧
太生硬，要让农民解放劳动力，尝
到真实惠，大家也自然从疑惑抗
拒到主动配合，同时还响应了禁
烧政策，一举多得。”已经 70 岁的
王能干神采飞扬地介绍道：“所以
我们村里就以此为突破口，突出
组织作用，集中处置的经费村里
出一半，农户出一半，一亩只需要
40 元。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你
看，这机器能从早开到晚，就是因

为大家都乐意。农户们坐旁边聊
聊天，平时要累几天的活儿机器
就帮大家干完了，何乐而不为？”

自去年以来，黄石市生态环
境局持续在重点区域开展秸秆禁
烧下沉帮扶工作。在压实属地政
府禁烧主体责任的同时，实地调
研禁烧工作的堵点和难点，通过
部门联动，合力推进禁烧工作再
上台阶。同时，不断开展调查研
究，寻求秸秆禁烧“最优解”。

下一步，黄石市将继续加大
宣传力度，通过村委组织对秸秆
的统一收集处置，在所辖范围的
镇、村推广油菜秸秆粉碎还田，从
源头上破解秸秆焚烧难题，还利
于民、还蓝于天。

▲图为农户们将集中收割的油菜籽装袋。 黄伟摄

流域统筹，强化“十四五”规划落实监管

“ 我 们 代 表 850 万 孔 孟
之乡人民，向生态环境部各
位领导和专家组所有专家致
以 崇 高 的 敬 意 。”2020 年 6
月，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
从济宁市委、市政府传来。

2019 年，生态环境部启
动 重 点 流 域 水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十 四 五 ”规 划 编 制 工
作 。 济 宁 是 全 国 水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十 四 五 ”规 划 编 制
的 10 个试点城市之一，更是
淮 河 流 域 唯 一 的 试 点 城
市 。 作 为 济 宁 规 划 编 制 试
点工作的牵头单位，淮河流
域局先后两次驻点济宁，50
多天内走遍 11 个县市区，对
全市 18 个汇水范围开展全
覆盖现场调研。

“通过深入调研，我们摸
清实情、找准症结，提出了符
合实际、可行性强的规划措
施，高质量完成济宁规划要
点编制，形成可复制、可借鉴
的试点成果。”淮河流域局副
局长程绪水介绍。

在此基础上，淮河流域
局还指导帮扶其他 51 个地
市编制规划要点，加快推进
流域规划报告文本编制，确
定“十四五”淮河流域设置国
控断面 381 个，划定 363 个汇
水范围和 90 个控制单元，并
因 地 制 宜 设 定 保 护 目 标
任务。

规划的编制为淮河流域
水生态环境保护勾画出了目
标愿景，而要架起目标和结
果之间的“桥梁”，则需要强
有力的工作推进。

为推动规划落地，淮河
流域局制定了规划实施监管
方案，定期调度流域各省及

地市规划批复与实施情况，
现场督导调研连云港等 7 个
地市的规划落实情况及水生
态环境问题，督促地方做好
重点任务谋划和水污染防治
资金项目提炼，以项目实施
推动规划落实。

在此过程中，面对复杂
且亟待解决的突出水生态环
境问题，淮河流域局亮出了

“ 独 立 调 查 ”这 把 监 管“ 利
器”。

“2021 年 9 月，驻马店市
宿鸭湖水库库心断面连续 3
个月出现水质劣Ⅴ类情况，
淮河流域局深入现场溯源分
析，排查汇水范围内污染成
因，并向驻马店市人民政府
反馈了发现的问题，指导并
督促开展整改。”淮河流域局
监督管理处处长万野说。

经过 1 年多的整治，宿
鸭 湖 水 库 水 质 状 况 明 显 好
转 ，已 于 2023 年 初 完 成
销号。

这只是淮河流域局“独
立 调 查 、跟 踪 督 办 、逐 一 销
号”的清单管理模式下水环
境 质 量 不 断 改 善 的 一 个 缩
影。2020 年以来，淮河流域
局开展独立调查并向地方人
民政府反馈问题的断面共有
9 个，其中 5 个断面已完成整
改并销号。

目前，《重点流域水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已由生态环
境部、国家发改委等 5 部委
印发实施，明确了淮河流域
按照“一横、两纵、三湖、四
区”的空间布局开展水生态
环境保护，“有河有水、有鱼
有草、人水和谐”的美丽淮河
愿景将逐步实现。

联防联控，推动形成南四湖协同治理合力

南四湖，地跨鲁、苏、豫、皖 4 省，是南水北调
东线工程重要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也是京杭大
运河的通航河段，对于维护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如此举足轻重的南四湖，更是淮河流域局推
进流域协同共治的重中之重。

2021 年底，在生态环境部的统一领导下，淮
河流域局协调 4 省 8 个地市建立了南四湖流域水
生态环境治理保护联防联控机制（以下简称南四
湖联防联控机制），制定并落实机制工作规则，每
年召开工作会议、印发年度工作要点，推进重点任
务落实。

南四湖中的微山湖，因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
琵琶》远近闻名。微山湖地势低洼，周边 4 省均有
河流汇入。由于各省排放标准不一，部分区域的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较松，或者尚未纳入排放
管控，给流域环境统一治理保护带来不少困难，也
给南水北调东线调水水质安全带来隐患。

面对排放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淮河流域局会
同流域 4 省生态环境部门，推动编制统一限值的

南四湖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以下简称《排
放标准》）。

“《排放标准》要体现客观性和前瞻性，与现行
法律法规相协调，还要与 4 省现行标准，特别是山
东、江苏两省已经出台的涉及南四湖流域的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相衔接，兼收并蓄确定水污染物排放限
值，增强可操作性，推动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双赢。”淮河流域局监测信息处处长王津说。

治污先溯源，找准问题才能靶向施策。
淮河流域局连续两年开展南四湖流域生态治

理保护情况现场核查，全面查找南四湖周边入湖
排污、水产养殖、船舶航运等存在的问题，跟踪指
导地方加快人工湿地建设、初期雨水污染治理试
点等工作。同时，坚持监测先行，常态化开展南四
湖流域重要入湖河流及重点企业排污口监督性监
测，以水质监测有力支撑环境监管。

南四湖联防联控机制虽然成立不久，但在成
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初见成效。2022 年南
四湖流域 38 个国控断面中，优Ⅲ断面 37 个，占
97.4%，同比上升 13.2个百分点。

上下游协作，积极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

联防联控，既能为流域河湖的常态化保护、长
效化治理提供保障，也能在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
的应对中发挥作用。

对于流域治理来说，跨省河流突发水污染事
件从来都是难点。过去，由于上下游、左右岸信息
不畅，没有及时有效的风险研判和预警机制，遇到
跨省河流突发水污染事件只能“各自为战”，往往
准备不足或贻误处置先机。

建立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是预防和应对跨
省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的有效保障。2020 年 5 月，淮河流域局落实生态
环境部与水利部工作部署，主动协同淮委建立起
首个流域层面的跨省河流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
联防联控协作机制，随后将流域 16 个涉省界地市
也纳入机制。

定期组织流域 4 省开展联防联控会商交流，
紧盯汛期等敏感时段，科学研判风险形势，提前发
布预警信息，统筹开展问题调查……一系列措施
的实施，有效防范了淮河流域水环境风险，上下游
联动协作局面逐步形成。

2020 年汛期，淮河出现了 2007 年以来最严重
的汛情，发生了流域性较大洪水，保障汛期水质稳
定成为摆在淮河流域局面前的重要任务。

“我们充分发挥协作机制的平台作用，及时开

展水情水质会商研判，向各地发出预警信息 5 次，
指导地方妥善做好水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淮河流
域局执法应急处处长舒卫先说。在淮河流域局与
地方的共同努力下，2020 年汛期，淮河流域未发
生跨省河流突发水污染事件。

同时，淮河流域局深化“测管”联动机制，以自
动监测、精准研判、及时预警努力实现“防患于未
然”。大力发挥流域监测与科研中心技术支撑作
用，实现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同步共享淮河流域
国控断面月度与实时水质数据，与生态环境部信
息中心共享多种生态环境相关数据，强化与淮委
的水文信息、南四湖流域各地的水质信息共享。

在此基础上，利用国家水质自动站等数据实时
掌握国控断面水质状况，针对水质异常断面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深入现场、指导地方排查溯源，成
功应对河南驻马店洪河水质异常等多起事件。

从长江之畔到渤海之滨，从南国花城到北国
冰都，淮河流域局累计选派 151 人（次）参加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长江黄河警示片拍摄以及长江黄
河流域和环渤海排污口核查等工作，牵头负责洛
阳大气强化监督帮扶工作，助力完成“十三五”目
标任务。以治污攻坚战场作为练兵场，既有力支
撑了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任务，也在实战中锻炼了
干部队伍，持续打造生态环保铁军。

◆本报见习记者方婉夷 李翔宇

淮河，古称“淮水”，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的它逶
迤千里、蜿蜒东去，流域地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
和山东 5省 45个地市。

淮河流域河网密布、湖泊众多，由于气候和地理
等原因，淮河、沂沭泗河、山东半岛沿海诸河三大水
系特征各异。但上下游休戚与共，左右岸唇齿相依，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淮河水污染防治历程证明，孤
军作战并不可取，千里淮河必须实现协同共治。

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淮河流域局）自成立以来，着力发挥流域统筹
作用，强化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流域环
境保护“五个统一”（统一规划、标准、环评、监测、执
法），积极构建起“流域统筹、区域落实、协同共治”的
工作格局。

图为宿鸭湖重现
碧波荡漾。

淮河流域局强化水资源淮河流域局强化水资源、、水环境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水生态治理，，推进推进““五个统一五个统一””

淮河流域逐步实现协同共治淮河流域逐步实现协同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