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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当地良好生态环境顺势而为谋发展

长白山池南区走上“财”“貌”双全之路
◆本报见习记者陈博宜
通讯员陈大利 魏慧娟

行 驶 在 中 国 东 北 G331 最 美 公 路
上，沿途的风光就像碧绿的翡翠，串成
精美的项链，装饰着吉林省长白山地区
如画的美景。公路旁有颗耀眼夺目的
边陲明珠，用热情开放的态度，讲述着

“财”“貌”双全的生态经济发展路。
这里是长白山池南区，位于长白山

西南麓，是距长白山天池最近的一个县
级行政单位，森林覆盖率高达 95%，是
松花江和鸭绿江的“两江之源”，有“走
过 大 荒 三 百 里 ，居 然 此 处 有 桃 源 ”的
美誉。

然而，就是这样的“世外桃源”也曾
因闭塞而陷入发展窘地。十几年前，这
里居住的还是泥草房、木刻楞房子，不
发达的农业让百姓只能靠放山跑山、采
摘山珍、卖山货来维持收入。

生态立区 治水有方

“其实长白山池南区生态环境基础
很好，但如何能更好地发挥生态效益，
让良好的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是
环境治理的题中要义。”长白山管委会
生态环境局池南区分局局长李国辉说。

作为“两江之源”，池南区重点在
“水”上做足文章。

在水源地保护方面，为提高头道松
花江水质和应对突发水资源应急事件
能力，池南区对桦皮河水源地进行保
护，共建设围挡 4480 延长米、界标 12
块、宣传牌 60 块，实现水源地全覆盖监

控，保证头道松花江水源地水质清澈
稳定。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7 月底，
长白山池南区优良水体比例为 100%，
地表水环境质量达到Ⅱ类标准。

源头已有活水来，那么流下来的水
怎么利用呢？

池南区开展了辖区内漫江流域老
旧小水电站拆除工程，新建鱼道 184米，
恢复河道水动力，恢复河流生态，畅通鱼
类洄游通道，水生态得到良好修复，河流
生境及水生生物也逐渐变得多样。

河里鱼多了，以鱼为食的各种鸟类
自然络绎不绝。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
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

漫江流域作为中华秋沙鸭重要栖
息地之一，承担着该物种生长、繁殖、觅
食等重要责任。池南区通过中华秋沙
鸭栖息地生态保护及湖泊恢复工程，建
立了“一核双关”的总体布局，以自然生
态保护区为核心，以管理休闲区和科普
展示区为关卡，对池南区中华秋沙鸭栖
息地进行生态保护和湖泊恢复改造。

水清、鱼肥、鸟多，池南区正在唱响
“热闹非凡”的生态之歌。

好山好水“打底”经济
发展“顺势而为”

走进长白山劳特巴赫精酿啤酒厂，
一股酒糟发酵的香味扑面而来。这家
计划近日投产的啤酒厂正在进行最后
的设备调试。

“我们选址在这儿，是因为这里的
水质好，营商环境也好。”劳特巴赫啤酒

集团技术总监孙金成告诉记者，酿酒
80%在于水，水是关键。

孙金成解释说，水质好不仅可以提
升酒的品质和口感，还能减少企业处理
水源的费用，降低生产成本。

据介绍，长白山劳特巴赫精酿啤酒
公司 1 期建成后预计每年可生产 1 万吨
精酿啤酒，年产值将达到 2 亿元人民
币。而池南区将在获得税收收入的同
时，还能解决部分当地人就业问题。

池南区依托当地生态环境，经济发
展“顺势而为”。

看到山上汩汩的涌泉，池南区依托
得天独厚的高锶温泉，开发出了温泉养
生项目，引进珠海天沐集团品牌，铺设
30 公里温泉管线，将碳酸氢钠温泉和
高锶温泉引入城区，建设全国唯一的高
锶温泉酒店。运营 7 年来，累计接待游
客上百万人次。

“我们这里七成以上的员工都是当
地人，现在家乡建设好了，吸引了大家
返乡干事创业。”长白山天沐温泉酒店
温泉部经理田强说。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
青了，水秀了，当地百姓开始享受到生
态“红利”。

生态兴 百姓富

一辆“迷你版”小火车穿梭在池南
区，游客们观光着风景，呼吸着新鲜的
空气，感受着生态之美。

如今长白山池南区已不再是过去
的穷乡僻壤。村民们几乎全部搬进了
新居，住进了花园式洋房小区，走在村

庄的街道上，能看到整齐的楼房、绿树
成荫的景观，还有村民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文化游、红色游、温泉游……如今，
池南区年游客量达到 50 多万人次。池
南区抢抓机遇，趁势而上，在文化和旅
游发展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如今村里
有了自己的宾馆、牛场、大樱桃基地、山
野 菜 加 工 厂 、自 来 水 厂 、中 草 药 交 易
中心。

王善秋是土生土长的漫江村人，前
几年住进楼房后，当起了小区的保洁员，
不仅能按月拿工资，还能在楼下和乡亲们
一起唠家常，享受着发展带来的红利。

漫江村是长白山池南区下辖的唯
一一个行政村，村庄有上百年历史，生
态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池南区漫江村
党支部副书记宋祥涛告诉记者，十年前
漫江村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人参产
业。随着池南区的发展，村里新建了村
部楼、幼儿园、医院、体育馆、污水处理
厂、消防站和供热中心。生活方式已经
由乡村型向城镇化过渡，村民就业形式
和经济收入都在不断增长。

“现在全村 2/3 的劳动力都能在当
地企业就业。”宋祥涛说，经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村庄的税收从 8 年前的 10 万元
增长到现在的 3000 万元。村民每家每
户每月可以领取 200 元菜补，60 岁以上
老人还有养老补贴。

“貌”引“财”来，“财”带“貌”改。长白
山池南区因生态环境带来经济效益，又
因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在这经济
与生态的契合中，池南区百姓逐渐从观
望者变成参与者，最终成为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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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碳达峰试点园区如何做好示范引领？
详见今日二版

中央督察 现场见闻

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时强调

用心用情解决影响群众生活的环境问题

中央督察典型案例追踪

生态行走进内蒙古●

本报记者张林霞 通讯员雷婷南昌
报道 江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会议近日表决通过《江西省鄱阳湖流域
总 磷 污 染 防 治 条 例》（以 下 简 称《条
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
全国首部针对湖泊总磷单项污染防治
制定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也是江西以

“小切口”立法解决鄱阳湖总磷污染问
题的重要尝试。

鄱 阳 湖 是 我 国 第 一 大 淡 水
湖。近年来，鄱阳湖水质呈持续改善趋
势，但成效仍不稳固，主要原因是总磷
指标不达标。江西省委、省政府对此高
度重视，持续加大对鄱阳湖总磷污染的
治理力度，提出“到 2030 年，力争鄱阳
湖总磷平均浓度达到湖库Ⅲ类标准”的
目标任务。

“不同于常规立法实践中条目多、
章节齐的地方性法规，此次立法整部只
有 30 条，且不分章节。在条例起草和
修改过程中，立法工作专班坚持问题导
向、精细立法，每个条款的针对性、适用
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贯彻和体现了

‘小切口’‘小快灵’的立法要求。”江西
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傅行家说。

为破解“九龙治湖”困境，统筹形
成防治合力，江西首次以地方性法规

的 形 式 明 确 了 鄱 阳 湖 流 域 总 磷 污 染
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及其职责范围，
进 一 步 理 顺 省 级 与 地 方 、部 门 与 部
门 、流 域 与 重 点 区 域 之 间 的 关 系 ，着
力 解 决 部 门 间 职 责 重 叠 、交 叉 、空 白
等问题。

“总磷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江西对近年来鄱阳
湖流域总磷污染控制与削减专项行动
中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提炼，上升为法
规条文，为依法科学保护鄱阳湖流域提
供法治保障。”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李军说。

据了解，《条例》从江西实际出发，
确立了减少外源污染、控制内源污染、
加强污染治理与修复的防治思路，突出
鄱阳湖流域滨湖地区的重点管控。并
首次对阳台露台洗涤废水直排问题、鄱
阳湖流域含磷洗涤剂使用问题作出规
定，同时首次专门对鄱阳湖流域滨湖地
区还应当特别实行的一些总磷污染防
治措施作出规定。

《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江西鄱阳湖
流域总磷污染防治工 作 将 迈 入 法 治
化 、规 范 化 的 新 阶 段 ，为 保 护 鄱 阳 湖

“一湖清水”、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
江 西 样 板 提 供 坚 实 制 度 支 撑 和 有 力
法治保障。

针对湖泊总磷单项污染防治制定全国首部省级地方性法规

江西出台鄱阳湖流域总磷污染防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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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温笑寒

违规占用耕地 490.77亩，总挖方量约 27
万立方米，违规取用黄河水25万立方米……

12 月 1 日，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河南省三门峡
市 以 生 态 修 复 之 名 违 规 挖 湖 造 景 被“ 点
名”。近年来，虽国家明令禁止违规挖湖造
景，但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以下简
称为三门峡城乡示范区）仍以河道生态修
复之名，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破坏自然
生态，影响河道行洪安全。

违规启动的挖湖造景，永久
基本农田都敢“吃”

作为黄河入豫第一站，三门峡市是伴

河而生的。
1957 年，三门峡市伴随着“万里黄河第

一坝”三门峡大坝的兴建而设市建城。目
前全市域内黄河主河道 206 公里、流域面积
9376 平方公里，其中好阳河作为黄河的一
级 支 流 ，流 经 三 门 峡 城 乡 示 范 区 后 汇 入
黄河。

事实上，违规挖湖造景的线索来自太
空中的“眼睛”。“两张图对比来看，差别特
别明显，两年时间内大面积的耕地区域已
经变成了水面。”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以下简称为督察组）督察人员向记者
展示了分别拍摄于 2020 年 9 月与 2022 年 4
月的好阳河入黄河口卫星影像图。

卫星影像的变化，再加上紧邻黄河的
敏感位置，好阳河入河口立即引起了督察
组的注意。由此，一个违规挖湖造景项目
引发关注。

原来，卫星影像的变化源自好阳河湿
地公园的建设。2020 年 3 月，包括好阳河

湿地公园在内的黄河一级支流生态修复项
目启动建设，2022 年 8 月湿地公园两期工
程全部完成。督察组调查发现，在黄河一
级支流生态修复项目启动时，三门峡城乡
示范区尚未办理项目相关的规划许可和建
设用地审批手续。

而正是这个未批先建的工程，让好阳
河入河口周边的自 然 环 境 发 生 巨 大 的 变
化 。“ 原 本 好 阳 河 的 河 道 很 细 ，宽 度 都 到
不了 10 米，但因为湿地公园的建设，入河
口河道被大面积开挖，原本的耕地、林地
都 被 破 坏 ，形 成 湖 面 。”督 察 人 员 告 诉
记者。

经过测算，湿地公园建设项目 总 挖 方
量 约 27 万 立 方 米 ，且 未 经 许 可 违 规 取 用
黄河水 25 万立方米。国土“三调”数据显
示，工程共违规占用耕地 490.77 亩，其中
包 括“ 三 区 三 线 ”划 定 的 14.17 亩 永 久 基
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是指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对
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
不得占用的耕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中明确规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
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
擅自改变用途。

保护区内擅自修筑设施，违
规阻断黄河干支流

“营地周边有停车场，停车无忧；配备
厕所、独立浴室，露营也要干干净净；酒店
级别的帐篷，搭配床垫、被子、沙发，拎包即
可入住……”

通过网络搜索，类似关于好阳河湿地
公园露营的推介广告并不少见。而广告中
最大的卖点便是湿地公园内相关旅游服务
设施完备。

下转二版

罔顾国家三令五申，三门峡违规挖湖造景被点名

◆本报见习记者邢彭

“马路对面就是污水处理站，当时只要一开
窗子就能闻到臭味，很担心会不会影响身体健
康。”附近居民谈及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污水处理站是先于居民楼建设投入运营
使用的，而且污水处理站的排放数据均在达标范
围内，周边居民的信访投诉让我们也很犯难。”包
头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经理禹鹏飞说。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位于黄河几字弯北
部，大部分产业沿黄河而建、因黄河而兴。对于

“水”的使用与治理，包头市倍加关注，尤其是几
年前一件群众信访举报件，让包头市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高崇对生态环境执法
工作有了新的感受。

2021 年，包头市信访部门多次接到群众举
报称，包头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中东门马
路对面的伊利污水处理站，散发严重的臭味导
致周边居民楼和办公楼都无法开窗。

“我们对伊利污水处理站开展了废气无组
织排放监测，可监测结果一出又让我们犯了
难。”高崇介绍道。

监测结果显示，各项污染物均满足厂界无
组织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并且 2021 年全年和
2022 年一季度伊利乳业在线监测设施比对监
测和企业自行监测数据显示，伊利污水处理站
的恶臭污染物和臭气浓度均达到《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要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重新对伊利污水
处理站异味气体产生源头进行了进一步检查分
析，确定异味来自厂内冲洗奶罐的废水。考虑
居民感受同时兼顾企业的承受能力，我们多次
与伊利乳业协商，并提出了科学的解决方案，帮
扶伊利污水处理站进行升级改造，引导企业承
担社会责任。”高崇告诉记者。

包头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多次对
伊利乳业污水处理站进行帮扶指导。伊利乳业

先后投入500余万元对污水处理设备进行了3次升级改造。“由于包头
市没有地方性的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我们在帮助企业升级除臭系统
之初，就参照比国家标准更为严格的上海市地方标准《恶臭（异味）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来设计建造。”高崇介绍道。

现在，伊利的污水处理站与之前相比，新增一座 20 立方米污
泥储仓，实现了储存环境全封闭。针对臭气处理，不仅新增了生
物+化学除臭设施，在污水处理站还增加了臭气收集系统，对厌氧
池、集水井、好氧池等主要异味发生源进行异味处理。如今，站在
厂内的污水处理设施旁，闻不到一点异味。

“群众的真实感受是我们坚守的初衷，但生态环境执法的目的
不是为了惩罚，在回应群众诉求的同时也要兼顾企业的承受能力，柔
性执法，精准帮扶，才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高崇说。

为进一步提高污染源
执法监测数据质量，全力
做好供暖季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近日，河北省石家庄
市生态环境局藁城区分局
全面启动供暖锅炉专项执
法检查和监测工作，执法
人员采取在线系统“非现
场”检查与现场实地监测
相结合的方式，对排污单
位锅炉废气排放口进行不
定时监督监测，确保达标
排放。图为监测人员进行
现场监测。

张铭贤胡振伟摄

◆本报记者张黎

“湿地修复工程停工 4 年，属实不应
该。接下来要按照沿岸防洪建设要求，
坚决做到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全面整
改、彻底整改，更好满足群众对优美生
态 环 境 的 期 待 。”12 月 2 日 ，在 甘 肃 省

兰 州 市 城 关 区 南 滨 河 路 雁 儿 湾 ，甘
肃 省 委 书 记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胡
昌 升 实 地 察 看 了 湿 地 修 复 工 程 建 设
情 况 ，详 细 了 解 存 在 问 题 和 整 改 进
展，并提出明确要求。

黄河岸边，这处投资约 4 亿元的湿
地修复土建工程多年未完工，部分湿
地塌陷，岸边杂草丛生，日前被群众举
报至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迅速行动、即知即改。胡昌升带
队 督 导 中 央 生 态 环 保 督 察 组 反 馈
问 题 整 改 。 胡 昌 升 表 示 ，要 充 分 认
识 生 态 环 保 督 察 的 政 治 性 、严 肃 性
和 特 殊 重 要 性 ，举 一 反 三 、标 本 兼
治 ，全 面 提 升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质 量
水平。

沿兰州市九州大道江南明珠小区
门前的道路一路前行，是丰泉垃圾处
理厂和兰州市污泥处置厂。因为“处
置厂异味大、污泥运输影响居民生活”
等问题，这里成为附近居民反复投诉
的热点。胡昌升就群众反映的问题现
场进行督办。

“哪里来的异味？是不是车辆的
密 闭 运 输 、保 洁 工 作 没 有 做 到 位 ？”
胡 昌 升 走 进 污 泥 填 埋 厂 区 详 细
问道。

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接到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信访举报转办清单
后，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兰
州市污水处理监管中心、兰州市建投
公司现场研判，对污泥处理厂产生臭
味的原因进行分析。初步判定九州大
道城市垃圾车和污泥运输车运输过程
中可能产生臭味，影响了江南明珠小
区周边环境。

目前，相关整改措施已制定。针
对可能产生臭味的污泥拉运和处置环
节，下一步首先将尽量降低污泥出厂

含水率，从源头上 减 少 污 泥 产 生 量 。
同 时 ，严 格 做 到 污 泥 密 闭 拉 运 ，车 辆
出 厂 前 加 强 冲 洗 。 对 拉 运 过 程 中 出
现臭味外溢、车身污浊等问题的拉运
车辆进行处罚，杜绝拉运过程中产生
臭味。

“还是管理不到位，要加快技术改
造，用心用情解决影响群众生活的环境
问题，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胡昌升说。

随后，胡昌升来到兰州 市 青 白 石
街 道 白 道 坪 村 一 处 停 车 场 和 七 里 河
区 秀 川 街 道 马 滩 社 区 。 这 两 处 地 点
都 被 群 众 向 中 央 生 态 环 保 督 察 组 反
映 称“ 环 境 脏 乱 差 、随 意 堆 放 生 活 和
建筑垃圾”。

在 现 场 看 到 ，如 今 垃 圾 清 运 工 作
已基本完成，裸露土地已覆盖。

当得知马滩片区这处仅 1.7 公里的
道路修了 3 年尚未完工，且前几日整改
时仅垃圾就运了 70 余车后，胡昌升对
七里河区党政负责人表示：“尽管你们
说了真话实话，但作为城市的管理者、
领导者，时刻要树牢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统筹
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
确保交出一份实打实、真见效的整改答
卷。”

接下来，七里河区人民政府将积极
筹措项目资金，全力保障道路建设，补
齐城市建设短板；举一反三对周边存在
类似情况的道路一并进行整治；派专人
长期值守，对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的居民
进行劝诫，对恶意倾倒建筑垃圾的人员
进行处罚，为周边居民营造良好、舒心
的生活环境。

“真正治本的办法就是把它变成一
条非常美的道路，使城市更畅通、更宜
居。”胡昌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