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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远市，这座佳木斯市下辖小城，位于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的夹角，也是中国
大陆的最东端，因而有着“中国东极”之称。

鱼是水生态环境的“晴雨表”。抚远市
位于乌苏里江下游，渔业资源丰富，在“两
江”水域鱼类种群资源维护方面没少下硬
功夫。6 月 11 日—7 月 15 日是黑龙江、乌
苏里江干流及其所属支流、水库、水泡等水
域为期 35 天的禁渔期。期间，在两大界江
抚远段作业的 264 条船只全部停止捕捞、
收网上岸。

禁渔首日，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抚远
段，多部门联合对两大界江沿线复杂水域
开展了“拉网式”排查，对易于藏匿船只的
江汊、河沟、草丛等隐蔽部位逐个清理，渔
船、渔具全部撤出作业场所（滩地），渔船实
行集中管理、专人看管，不能集中管理的实
行船机分离、船上岸、网入库的管理方式。

近年来，抚远市持续加大禁渔期界江
管理力度，并依托边境执勤卡口，组织警力
对重点地段、重要时段开展不间断巡防，严
厉打击违规违法捕捞行为，促进了中俄边
境界江流域的渔业资源保护。

为养护和恢复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渔

业资源，抚远市还定期进行增殖放流。记
者了解到，7 月 13 日，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
殖放流活动现场，放流施氏鲟幼鱼 27 万
尾、达氏鳇幼鱼 7 万尾。过去 5 年，中俄双
方在黑龙江流域分别放流两种鱼类 1000
万尾、300 万尾，促进了“两江”水域鱼类种
群资源的养护和修复。

另 一 项 大 动 作 是 水 污 染 防 治 。 8 月
初，佳木斯市抚远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了
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执法检查，重点围绕
船舶、港口污水排放、危险废物管理、船舶
污染物和废弃物接收设施、污水纳管、是否
采取围挡遮盖和其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等
问题展开。同时，严格执法，对乌苏里江流
域重点关注氨氮、总磷、总氮等指标波动问
题，加强对水质下降断面上游检查，对东极
广场上游的两家船只单位、3家养殖场实现了
全覆盖执法检查，重点核查排污口21个。

遍行乌苏里江上中下游，沿线各地形
成了齐抓共管共治机制，既有治污攻坚，又
有体制创新；既有严格执法，又有柔性修
复，推动乌苏里江水系水质不断改善。如
今，站在江畔放眼望去，水面波光粼粼，山
川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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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游共护乌苏里江水清江净上中下游共护乌苏里江水清江净
◆本报见习记者韦璐

全长 909 公里、流域面积近 19
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是中俄边境
上一条重要的界河。它由发源于我
国的松阿察河和发源于俄罗斯的伊
曼河在黑龙江省虎林市汇合而成，
再由南向北流经饶河、抚远等地，最
终注入黑龙江。

一路奔腾，流经黑龙江省多地，
乌苏里江的保水工作也需上中下游
多方合力协作。近日，记者沿着乌
苏里江，一路向北，见证了流域多地
为守护一池江水付出的努力。

源头虎林
17处渔点撤离保护区

在虎林市虎头镇江畔，立着一座“乌
苏里江起点”的石碑，这是乌苏里江在我
国境内的第一站。作为乌苏里江在我国
境内的起点，保水责任尤为重大。

乌苏里江在虎林市境内全长 198.25
公里，流域面积 1627 平方公里。为有效
保护乌苏里江水环境，虎林市着重加强
了流域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建设。

鸡西市虎林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边盈
告诉记者，2021 年以来，虎林市实施新
建、改造污水处理项目 8 个，其中，迎春
镇、854 农场、迎春林业局共建 1 座污水
处理厂，已于 2022 年底投入使用，解决
了沿线生活污水直排问题，减轻了大王
家断面水质改善压力。

大王家断面是乌苏里江虎头段上的
一 个 国 控 考 核 断 面 。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上半年，其化学需氧量、氨氮和
总 磷 浓 度 分 别 为 25.25mg/L、0.58mg/L
和 0.15mg/L；今年上半年，三项指标浓
度 分 别 下 降 为 16mg/L、0.55mg/L 和
0.09mg/L，断面水质类别也由Ⅳ类提升
为Ⅲ类。此外，虎林市还督导 5 家污水
处理厂实现稳定运行和“超净排放”，以
支促干，改善乌苏里江水质。

优良的水质滋润了这片土地的生
灵。虎林市境内的东方红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包括河流湿地、洪泛平原湿
地、湖泊湿地、草本沼泽湿地等所有三江

平原的湿地类型，是我国同等湿地自然
保护区中保持最为完好的原始湿地之
一。

2021 年 6 月以前，保护区核心区域
虎头渔场的渔点共 17 处，涉及捕捞作业
人员共 40 人。“渔舟唱晚”的画面或许别
有一番风味，但在作为生态建设核心载
体的自然保护区内，却成为当地的一块

“心病”。
为修复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守护

湿地及乌苏里江水质，当地有关部门在
核心区开展了渔业捕捞点退出行动。“行
动围绕渔点房屋拆除、撤人撤网撤船、取
缔渔业捕捞资格、妥善安置补偿相关人
员等重点环节，稳步推进整治工作。同
时，组织虎头渔场职工自行拆除渔点房
屋、收起船只网具、撤出保护区核心区。”
边盈介绍，一个月内，17 处渔点的残余
垃圾全部转运清理，区域内渔业生产活
动 全 面 禁 止 ，植 被 面 积 恢 复 1150 平 方
米。一系列措施有效化解了渔业捕捞对
水生态环境破坏的风险。

中段饶河
“生态总长制”河湖管护全覆盖

从乌苏里江起点驱车约 200 公里，
来到中段双鸭山市饶河县，记者听到了
这样的评价：“如今，生活在饶河的市民
都能切身感受到，水变清了，河道变美
了，外来游客也会感到这里的水多姿、人

多情，留下一段美好的‘饶河记忆’。”
这一变化源于饶河在护水工作上做

出的体制创新——近年来，饶河县以水
质改善为目标，加强水资源保护、水环境
治 理 、水 生 态 修 复 ，推 出 了“ 生 态 总 长

下游抚远
禁渔、放流共促鱼类养护修复

制”，集水利部门、林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力
量，共同做好水文章。

饶河县水务局服务中心主任、生态“总

长制”办公室综合协调组组长魏屹告诉记
者，饶河水域资源丰富，整治江河湖库光靠
水务部门力量单薄。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 ，饶 河 建 立 了“多 长 合 一 ”的 综 合 监 管
体系。

“我们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双组长
制’的领导小组，设立县、乡、村三级‘多长
制’总长和综合办公室，再往下一层则采用

‘村聘’方式选用了 460 名兼职生态网格
员，通常是村两委成员或高素质村民。他
们管护河流 600 余公里，河湖管护实现全
覆盖。”魏屹介绍。

饶河县四排赫哲族村的妇联主席黄维
玲就是网格员，她承担着乌苏里江沿岸约
6 公里的片区维护工作。“每天早晚两趟巡
护，发现小的污染问题就及时清理，遇到解
决不了的大问题就往上报，不放过江边哪
怕一个废弃水瓶。”黄维玲告诉记者，一个
片区的网格员们都建立了微信工作群，在
群里，他们每天都会上传带有时间、地点及
天气情况的巡护现场照片。

除了制度创新，智慧化手段也在赋能
饶河的水环境保护工作。

饶河县投入 700 多万元，建设了一套
“互联网+智慧多长制”数字化综合指挥调
度平台，并建立 23 个监测点位，开展重点
区域航拍等项目，通过加强遥感监管系统
和已有数字孪生设备建设，实现“多点多线
收集信息、集中统一分析处理、实时在线分
类交办、定期按时上报结果”，推进生态“总
长制”工作高效运行，保障全县河流岸线的
清洁、畅通。

立法保护，系统推进
海湾综合治理

胶州湾是胶东半岛的重要渔
场，也是风景秀美的天然海湾。
然而，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地
工农业、海水养殖业快速发展，污
水排放量不断增加，旅游业、交通
运输业、近海工程建设的发展也
给海湾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影响，
胶州湾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面对胶州湾海洋环境问题，
青 岛 没 有 等 待 ，而 是 选 择 主 动

“断腕”治理。2009 年以来，青岛
市以胶州湾流域为重点，实施三
轮流域污染整治行动，其中，第
三轮整治行动确定了污水处理
厂建设、截污管网建设、河道清
淤 整 治 与 湿 地 修 复 等 7 个 方 面
100 项整治工程。同时，青岛市
人大颁布《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

例》，通过立法划定了胶州湾保
护控制线，实施最严格的永久性
保护。

2016 年，胶州湾获批国家级
海洋公园，对维护保护区内的湿
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区
域内景观生态安全和生态服务功
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这进一步完
善了青岛市海洋保护区体系，对
促进海洋生态保护和资源合理利
用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青岛市坚持海陆同
防同治，严格落实湾长制，系统推
进海湾综合治理，印发实施了深
入打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
实施方案、青岛市深入打好碧水
保卫战行动计划等，统筹各方力
量，联防联控，全面深入推进胶州
湾海洋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完
成全市 6174 个入海排污口整治，
建立“一口一档”，数量位居全省
第一；组织实施李村河（张村河）

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胶州湾
海洋塑料垃圾“清漂”专项行动；
开展近岸海域水质监测评价、胶
州湾海洋生物多样性普查等，全
面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的美丽胶
州湾。

水环境不断向好，珍
稀“神话之鸟”回归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设立山东胶州湾海洋
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站研
究站（下称胶州湾站），开始对胶
州湾开展长达 40 余年的海洋生
态观测调查。这也是我国温带海
域唯一集监测、研究与示范于一
体的国家级综合性生态系统研
究站。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
员、胶州湾站站长孙晓霞说，胶州
湾站设置了 14 个长期观测点，基
本涵盖了胶州湾主要生态区域。

据胶州湾站科研人员系统调
查评估，自 2008 年以来，胶州湾
的水环境质量不断向好，富营养
化程度减轻。

孙 晓 霞 说 ，进 入 21 世 纪 以
来，胶州湾浮游生物量呈现明显
上升趋势，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
3.54 倍；浮游动物多样性水平比
20世纪 90年代增加了 3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
员李新正说，2000 年以来，随着
胶州湾全面禁止任何形式拖网以

及实施休渔政策，湾内外大型底
栖生物的平均生物量、密度均有
所升高，呈缓慢增高趋势。

今年 7 月 7 日，被称为“神话
之鸟”的中华凤头燕鸥在胶州湾
的一处养殖场被发现，创中华凤
头燕鸥回归青岛的最早记录。青
岛市观鸟协会会员张磊分别记录
到两只中华凤头燕鸥。据介绍，
中华凤头燕鸥是全球珍稀的鸟类
之一，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危”物种。
因数量稀少、踪迹神秘，它被称为

“神话之鸟”。每年春天，在南方
越冬的中华凤头燕鸥就会返回中
国浙江、福建等地和韩国的繁殖
岛，繁殖育雏，之后会北归，并大
规模聚集在胶州湾海域。

“只有生态好了，鸟儿才会留
下 。”张磊笑着说。水清滩净、鱼
鸥翔集的美丽景致如今已成为胶
州湾的常态。胶州湾海洋生态系
统的成功治理，成为海洋生态“绿
色”治理的样本，也成为近海可持
续发展和利用的典型成果。

下一步，青岛市将继续坚持
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深化海湾综
合治理体制机制建设，加快形成
陆海一体化治理体系。

胶州湾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连续胶州湾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连续2020年持续向好年持续向好
系统推进海湾综合治理系统推进海湾综合治理，，珍稀鸟类回归珍稀鸟类回归

◆葛晶晶杜行韩新宇

“累，但是高兴。”
刚刚结束青岛市夏季国

控点海水水质监测工作，山
东省青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海洋与生态监测室副主任刘
旭东这样说。

连日来，山东省青岛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人员对
国控点海水水质开展全项目
监测，累计行程 600 余海里，
圆满完成 36 个国控海水点
位的监测任务，获取监测数
据 500余个。

这次出海监测中，我国
近海的典型海湾——胶州湾
的国控点位共有 6 个。监测
人员分析数据发现，胶州湾
生 态 系 统 健 康 状 况 连 续 20
年持续向好。

胶 州 湾 在 近 40 年 里 经
历了生态环境巨变，曾经环
境问题凸显，如今重现“绿色
海湾”。据悉，山东省青岛市
下大功夫，通过系列治理举
措，有效改善了海洋环境状
况，使得近岸海域水质优良
面积比例达 99%，胶州湾即
是典型。

“生态环境好了，工作起
来更有劲了。”刘旭东说。

图为胶州湾图为胶州湾。。

本报讯 记者近日了解到，
“十四五”期间，上海市浦东新
区计划建设 118 座初雨调蓄设
施 ，总 规 模 约 97.9 万 立 方 米 。
今年将完成不少于 23 座初雨
调蓄池的开工建设任务。

“建设调蓄池相当于安装
了一个沉淀箱，能有效拦截初
雨，防止雨污排入河湖。”浦东
新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降雨初期的雨水携带路面
尘土、污物，如进入雨水管网直
排入河湖，将污染水质。调蓄
池能收集初期雨水带入地表的
污染物、管道中的污水及沉积
物，进行沉淀处理后，再排至污
水管道；当雨量超过泵站排涝
负荷时，打开与削峰调蓄池的
通道，雨水进入削峰调蓄池暂
存，能起到削峰调蓄作用，待降
雨高峰过后，再实施外排，防汛
能力将大幅提高。

计 划 年 底 竣 工 通 水 的 花
木 一 号 初 期 雨 水 调 蓄 池 建 设
工程，是浦东新区“十四五”期
间 第 一 座 开 工 建 设 的 初 期 雨

水调蓄池，主要解决花木地区
雨 水 污 染 问 题 ，调 蓄 规 模 为
1.31 万立方米。据介绍，项目
建成投用后，该地区的初期雨
水 将 通 过 雨 水 泵 站 进 水 闸 门
井截流至新建调蓄池，能有效
保障流域水安全，减少发生内
涝灾害的风险。待雨停后，调
蓄 储 存 的 初 期 雨 水 将 再 提 升
至下游市政污水泵站，最后经
污 水 二 期 管 网 至 白 龙 港 污 水
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为
保 障 流 域 水 环 境 安 全 提 供 重
要支撑。

据悉，浦东新区将持续推
进初雨调蓄设施等项目建设，
到 2035 年，将形成标准适宜、
布局合理、安全可靠、环境良
好、管理有效的现代化城镇雨
水排水格局，达到如遇 50 年至
100 年发生一次的大水内涝可
控、整体溢流污染负荷控制率
不低于 80%的目标，守护城市
安 全 屏 障 、守 住 水 环 境 安 全
底线。

丁波 杨露

防止初雨携污入江

上海拟建118座初雨调蓄设施

本报讯 近年来，安徽省淮
北市全面提升垃圾治理能力，改
善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多项工作
目标考核位居安徽省前列。

持续加强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置。一是旺能垃圾焚烧发电
厂建成并运行。2019 年底，淮
北 市 旺 能 垃 圾 焚 烧 发 电 厂 建
成 ，日 处 理 生 活 垃 圾 能 力 为
1500 吨，满足全市城镇原生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置需要。截至
今年 8 月，累计无害化处置生
活垃圾 189.4 万吨，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 100%。二是实
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全
焚烧”处置。全市城镇生活垃
圾和餐厨垃圾全部运至定点机
构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置或无害
化处理。

逐步加快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截至今年 8月，淮北市已建
立相对完善的“户集中、村收集、
镇转运、市处理收运”农村生活
垃圾处置体系，全市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村庄覆盖率达 100%，市
场化率达 100%，设施人员覆盖
率达 100%，农村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稳定在98%以上。

稳步实施餐厨垃圾处置。
2016 年，淮北市通过 BOT 模式
建成餐厨垃圾处置厂，日处理
餐厨垃圾 150 吨。2020 年，淮
北市顺利通过国家第四批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试点城市验收。同时，淮北
市出台《淮北市餐厨废弃物管
理办法》等，建立餐厨废弃物产
生申报等制度，进一步规范源
头管控。联合城管、食监、公安
等部门和各县区相关部门，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餐
厨垃圾违法收运行为，从源头
斩断餐厨垃圾非法收运处置利
益链条。

规范推进建筑垃圾运输监
管。实行建筑垃圾运输企业资
质审核制度，未取得运输资质
的企业、不达标运输车辆、未纳
入核准企业管理的运输车辆一
律 不 得 从 事 建 筑 垃 圾 运 输 业
务，全市现有核准运输企业 14
家、运输车辆 407 辆，全部为新
型环保运输车。修订完善《淮
北市城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管
理考核办法》，实行百分制量化
考核。建立建筑垃圾运输管理
系统，通过建筑工地安装视频
监控和渣土运输车辆定位系统
并联接入，实现建筑垃圾运输
的全过程、动态化智慧监管。
加强执法巡查监管，坚持一次
发现整改、两次顶格处罚、三次
媒体曝光，多部门常态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 129 次，约谈提醒
在建工地 61 家（次），查处、整
改违法违规运输车辆 1849 台

（次）、运输企业 177 家（次）、在
建工地 91家（次）。 潘骞

淮北垃圾处置能力再提升
多项工作目标考核位居安徽省前列

图为松阿察河、伊曼河汇合处乌苏里江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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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综合治理

创建美丽海湾

本报记者文雯报道 四川
省生态环境厅日前举行四川省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跟
踪研究（二期）中期调度会暨四
川省黄河驻点工作推进会。

会议听取了四川省长江流
域 10 个驻点市和黄河流域两
个驻点市（州）生态环境部门关
于驻点跟踪研究成果成效以及
技术需求等方面的汇报。各驻
点工作组就阶段性工作进展、
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
作计划进行介绍，并围绕水生
态调查、小流域综合治理、黑臭
水体治理等相关研究进行经验
交流。

四川省境内 96.6%的水系
汇入长江，同时，为黄河提供
8.9%的年径流量。深入开展长
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既
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的 重 要 决 策 部
署，也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现实需求和关键所在。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彭勇表示，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牢固树立“上游意识”，不断强
化“上游责任”，自觉扛起建设
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的重任，让驻点跟踪研究工作
发挥更大作用，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果。

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联合研究中心、国家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合
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永会表示，
在“十三五”长江保护修复攻坚
战中，联合研究、驻点跟踪都发
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

截至目前，四川省长江驻
点 二 期 围 绕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防
治、黑臭水体治理、水产养殖
尾 水 治 理 及 小 流 域 综 合 整 治
等 方 面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效 。 比
如，成都市驻点组在农业面源
污染综合治理方面成效显著；
广 元 市 驻 点 组 助 力 广 元 市 成
功 申 请 全 国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治
理试点城市。

在黄河驻点方面，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
州已于今年 5 月完成实施方案
论证，围绕入河排污口治理监
管、农村生活污水、河湖生态保
护修复等 5 个方面提出 13 项特
色任务。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各驻
点市（州）相关工作符合中期调
度要求，驻点组以精准、科学支
撑 长 江 保 护 修 复 攻 坚 战 为 目
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
成效导向，“边研究、边产出、边
应用、边反馈、边完善”，充分发
挥了联合研究和驻点跟踪在长
江和黄河大保护中的科技支撑
作用。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四川召开会议推进长江黄河驻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