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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海洋垃圾完善环境监管积极筹措资金

浙江岱山探索建立“海上卫士”机制

“以前沟渠流水浑浊，污臭难闻，现在用治污
后的尾水肥田，整个村子水清岸绿，干净整洁了。”
湖北省仙桃市桂花台村村民王大爷说到污水治理
对乡村面貌的显著改变，不禁喜笑颜开。

昔日脏乱差，今朝焕新颜。“小三格+生态沟
渠+农田利用”方法的运用，告别农村生活污水直
排，成为荆楚大地农村污水治理的新路径。

据了解，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湖北全省新增
完成 3271 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工作，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提前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任务目标。
全省累计完成 320 条纳入监管清单的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到 2025 年，湖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将超 50%，全面消除因生活污水排放引起的农村
黑臭水体，村庄内“污水横流、乱排乱放”的状况将
得到有效管控。

就地分类 解决直排弊病

沟渠穿行菜地，肥水滋润农田。日前，仙桃市
桂花台村农村污水治理成果让人眼前一亮。

桂花台村 277 户村民多沿桂西沟而居。据介
绍，未实施污水资源化利用前，村民洗漱、厨房等
生活污水直排，导致桂西沟水质污浊，蚊虫滋生，
每到夏日，常有异味，村民苦不堪言。农村污水治
理迫在眉睫。

自 2020 年起，桂花台村采用“小三格化粪池+
生态沟渠+房前屋后农田利用”模式，一改从前农
村污水直排方式，实施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
用。结合江汉平原沿河联排村庄前庭后院的特
点，桂花台村将生活污水治理和庭院经济有机结
合，将生活污水就地分类：黑水进入化粪池用于庭
院菜园施肥，灰水经户用管道排入生态沟渠，净化
后用于屋后农田灌溉。

如今，在桂花台村，家家户户告别了生活污水
直排，实现生活污水在每户配套小菜园、小果园就
近就地消纳处理。经过治理，该村被评为省级生
态文明村、仙桃市美丽庭院村。“农村污水治理后，
咱们村看不到黑，闻不到臭，也听不到怨言了。”当
地村委负责人说。

变废为宝 尾水巧变肥水

近百平方米的田地一派生机盎然，青菜嫩绿，
长势喜人……这是黄冈市红安县杏花乡受益村一
户农家后方农田的景象。这些蔬菜作物的养分，
正来自“大三格化粪池+生态沟渠+农田利用”模
式处理后的尾水。

“生活污水经过处理，保证了水安全，同时保
留农作物所需氮、磷、钾等元素，这些肥水为农作
物生长提供了养分。”黄冈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邓中
麟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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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开展本地化VOCs源谱构建
形成部分重点涉 VOCs企业排放库

图片新闻

湖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之路上
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新模式的运用，
正成为污水治理的示范性样本。

据了解，黄冈市红安县杏花乡受益
村通过政府改厕资金和村民捐款，筹集
资金 75.3 万元，建设化粪池和生态沟
渠、人工湿地，根据农村生产、生活、生
态实际情况，有别于房前屋后建起的沉
淀池、化粪池和发酵池的“小三格”模
式，当地因地制宜采取“大三格+生态
沟渠”模式，将村民污水连入村庄污水
管网，集中到“大三格”进行污水处理，
尾水实现农地资源化利用。

如今受益村的一条条沟渠、一方方
河塘水质清洁，农户们在塘边洗衣、洗
菜，村庄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全省打响农村污水治理
攻坚战

《湖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

动方案（2023—2025 年）》《湖北省农村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3—
2025 年）》陆续发布，打响农村污水治
理攻坚战。

下一步，湖北省将全面摸清辖区内
行政村、现有处理设施与农户生活污水
接入处理设施等基 础 信 息 ，建 立 清 单
台 账 ，动 态 更 新 ；重 点 治 理 长 江 、汉
江 、清 江 沿 线 区 域 ，优 先 治 理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人 口 居 住 集 中 区 域 所 在 村 生
活 污 水 ；根 据 地 形 地 貌 、人 口 分 布 、
产 业 需 求 、施 工 条 件 等 ，科 学 确 定 治
理 范 围和模式；同时，将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指标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指
标体系和乡村振兴、强县工程及巩固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后评估等考核
指标体系。

目前，孝感、荆门、黄冈 3 市已成功
申报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整市推进治理
试点，共获 5亿元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实施“双替代”
供热效率高，房屋更暖和

渭南实施渭南实施渭南实施“““双替代双替代双替代”””提供安全稳定清洁热源提供安全稳定清洁热源提供安全稳定清洁热源

守好冬日守好冬日守好冬日“““蓝蓝蓝”，”，”，畅享幸福畅享幸福畅享幸福“““暖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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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潘骞蚌埠报道 为全面分析区域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成 因 及 来 源 ，建 立 重 点 行 业
VOCs成分谱数据库和主要行业分物种 VOCs
排放清单，安徽省蚌埠市日前选取部分行业的
重点企业，开展本地化 VOCs源谱构建工作。

构建准确、完整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库是识
别污染来源的基础环节，也是制定污染控制策
略的根本依据。排放库建设工作的开展有利
于推进蚌埠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面提升大
气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和精细化
水平。

蚌埠市此次 VOCs 源谱构建工作是在深
入 掌 握 全 市 涉 VOCs 企 业 排 放 情 况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构 建 部 分 涉 VOCs 企 业 排 放 库 ，
从 以 往 的 单 纯 掌 握 企 业 排 放 总 量 过 渡 到 细
致 掌 握 各 类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确 定 对 臭氧生
成有重要贡献的 VOCs来源，工作分为前期准

备、现场采样、检测分析、报告编制 4 个阶段实
施。

此次工作选取蚌埠市基础化工、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化学农药、化学试剂与助剂、装备制
造、新材料、电子信息、包装印刷等行业共计
20 家企业开展 VOCs排放库建设，建立并完善
部分涉 VOCs活性组分清单。

根据不同行业的 VOCs排放过程、环节和
方式，基于实测获得的企业各类工艺排放环节
的 VOCs排放数据，获得各组分的平均质量占
比，形成部分重点涉 VOCs企业排放库。

通过多行业部分涉气企业 VOCs 源谱构
建工作，蚌埠市了解全市主要 VOCs 来源，制
定相应管控策略，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建立检
查台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就地帮扶，切实将
行业治理规范落地落实，减少 VOCs 排放量，
有效提升市域环境空气质量。

在江西省萍乡市萍
水湖湿地公园，白鹭翩
翩起舞。近年来，萍乡
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将治水与绿化、美化
相结合，城市品质逐步
提升，人居环境持续改
善，人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不断增强。

陈灿钧摄

这个冬季，渭南市各部门正在共同
努力，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好
渭南的“生态蓝”。

“这是一个真实火警，点击进去，能
看到工厂在冒烟，我们对其进行了归
类，主要有居民用火、祭祀、非燃烧区、
工业用火等，刚才这个属于工业用火，
我们把它归类后便立即进行处理。”记
者在渭南市生态环境监测平台看到，随
着警报声的发出，现场工作人员迅速反
应，找到火源，归类处理，整个过程仅耗
时几分钟。

“这个平台平时由专人负责日常管
理，能及时将主城区范围内发现的焚烧
火点推送至辖区管理人员，实现‘全网
监控、及时发现、及时制止’的目标，有
效地降低了露天焚烧对市区大气环境
的影响。”渭南市中心城区露天焚烧监
控项目负责人屈海丹介绍。

除了露天焚烧监控平台，渭南生态
环境监测平台还包括大气环境监测网
络平台、环境综合服务体系、在线监测
企业数据管理、大气污染防治决策平台
等。系列监测平台搭建起环境综合服
务体系，实现各类环境信息的整合、共
享及协同管理，不仅可以确保各类环境
问题被及时发现和解决，也可以对潜在
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预测和预警。

据介绍，为了实现蓝天保卫战的目
标，渭南市制定了蓝天保卫战 38 天冲
刺工作方案以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措
施。主要包括强化重点行业企业排放
监管、降低移动源污染、全面管控扬尘
污染、从严管控面源污染、严格削减燃
煤大气污染、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等。
同时，渭南市采取了加强统筹调度分级
管控、强化督导检查和联合执法等保障
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在陕西省渭南市，清晨的阳光虽透过云层
映照着蓝天，但依然难抵挡冬季凛冽的寒风，
路 上 行 人 不 自 觉 缩 起了脖子。当记者走进渭
南市临渭区杜桥街道盈田社区居民张萍的家
中，暖流瞬间扑面而来，幸福的暖意弥漫着整个
房间……

“装了暖气后就是好，人再不用
受冷了，进门后把外套一脱，舒服得
很……”今年第一年使用天然气取
暖的张萍，讲述家中供暖情况时激
动不已。

张萍家早些年的供暖方式一直
是烧煤。一到冬天，屋里仅靠一个
煤炉子来取暖。不仅房子经常被熏
得黑漆漆，人感觉也不热乎，只能缩在
炉子周围。在卧室取暖则只能靠电褥
子、小太阳电暖器等，十分费电。

张萍告诉记者，以前家里冷，人
总是缩着。自从有了天然气供暖，
毛衣和马甲替代了原来厚重的棉
服，做家务也变得轻松利落。

渭南市临渭区杜桥街道盈田社
区书记李永安介绍，盈田社区冬天
供暖经历了数次转变。

早些年使用煤炉，取暖效果欠
佳且存在安全隐患；前些年换成了
暖气片供暖，房子是暖和了，但用电
价位高，很多居民怕费电，还是舍不
得多开；如今使用上了天然气，受暖
均匀，费用也不高，既安全又环保，

深受社区居民的喜爱。
这种以电、天然气替代煤的供

暖方式简称“双替代”，是以集中供
热替代分散小锅炉供热，以电、气等
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等高污染能源，
是国家推进冬季清洁取暖实施的一
项民生工程。

据李永安介绍，目前盈田社区
城中村 665 户“双替代”已经实现全
覆 盖 ，其 中 煤 改 气 102 户 ，煤 改 电
563 户。2023 年，按照陕西省统一
安排，“双替代”补助金额由 2022 年
每户每个采暖季补贴 300 元上调为
600 元。通过实施“双替代”政策，
不仅提高了供热效率，降低了能源
消耗，还有效减轻了环境污染，为社
区居民提供了更加舒适、健康的居
住环境。

如今，张萍把家里的墙面重新
粉刷，黑漆漆的墙面消失了，取而代
之的是明亮干净的房屋。“现在屋里
暖 暖 和 和 的 ，我 们 冬 天 也 能 享 福
了。”张萍和老伴的交流中，透露着
满足和幸福。

践行“暖冬”承诺
拆除67台小锅炉，实现超低排放

在居民畅享冬日“幸福暖”背后，是
为渭南市主城区保障热力供应的大唐
渭南热电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11 日 ，我 们 就 提 前
开阀，为渭南主城区开始供热。目前基
本实现 24 小时恒温供热，以实际行动
履行‘暖冬’承诺，确保供热服务的质量
和稳定性。”大唐渭南热电有限公司发
电部主任党乐介绍。

记者了解到，在这一供暖项目实施
之前，为了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渭南主城区拆除了 67 台小锅炉，显著
降低了散煤和小锅炉对环境造成的负
面影响。

据介绍，大唐渭南热电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6 年 11 月，主要负责建设运营
两台 350MW 超临界燃煤间接空冷热
电联产机组，这也是国内首次采用低压
缸切除技术的新建供热机组，分别于
2020 年 4 月、9 月投产。作为渭南市首
个大型集中供热项目，项目的设计年发
电量 38.5 亿千瓦时，设计年耗水量约为
180 万立方米，设计供热面积为 1289 万
平方米，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安全、稳定
的热源。

记者了解到，项目采用了烟气脱
硫、脱硝、除尘等环保工艺，减小了废气
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此外，积极实施清
洁能源改造，采用天然气等清洁燃料，
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排放，在区域民生保
障、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优化和加快城
市发展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随后，记者前往渭河煤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厂区内陆续有大批工人穿着工
服骑着自行车从厂区穿过，吸引了记者
注意。负责人介绍，因为厂区面积较
大，工人们骑行往返于工厂区和生活
区 ，既 锻 炼 身 体 ，还 能 践 行 低 碳 环 保
理念。

“ 我 们 公 司 1—5 号 锅 炉 机 早 在
2017 年就达到了国家 2011 年的超低烟
气排放标准，废水处理也严格按照黄河
流域陕西段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进行。”
公司解说员介绍。据了解，渭化集团累
计投入环保资金 6 亿余元，先后开展了
锅炉深度治理项目、除尘器及锅炉灰库
封闭抑尘、卸煤间干雾雾幕抑尘、硫回
收装置尾气送锅炉改造、VOCs 提标改
造、造粒塔尾气综合治理等项目，使各
项污染物指达成超低排放水平。

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
保部负责人姜小林介绍，关于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他们采取锅炉减负荷运
行，停止土石方作业并严格落实施工场
地扬尘“六个 100%”的措施，停止使用
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
行运输并禁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
移动机械；2022 年，锅炉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分别为执行
标准值的 23%、17%、29%；2023 年的供
暖期，企业为渭南市高新区二十多个小
区及大部分企事业单位提供了安全、稳
定的优质热源，实现了群众所期盼的

“暖冬”承诺。

守好“生态蓝”
制定蓝天保卫战38天冲刺工作方案

本报讯“现在岛上瓶子也要
‘抢’了。”近日，浙江省舟山市岱
山县长涂镇长西村村民董代良在
岸边、岛上捡拾了近 300 斤塑料
垃 圾 ，送 到 东 海 渔 嫂“ 小 蓝 之
家”。他介绍：“垃圾站回收 4 角 1
斤，这里回收是 6 角 1 斤，现在蛮
多人都开始捡拾塑料垃圾了。”

董代良口中的“小蓝之家”，
是长涂镇建设的海洋垃圾末端治
理站点。由长涂镇金银渔嫂协会
与浙江蓝景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成
立，聘请当地 50 至 68 周岁具有劳
动能力的五保户、残疾人员当“海
洋清洁工”，收集各类海洋垃圾进
行分类回收。截至目前，“小蓝之
家”已经回收 4700 余斤塑料瓶，
由渔嫂分拣、加工后送入仓库。

这仅是岱山县“海上卫士”机
制的举措之一。近年来，岱山县
以“湾区明珠·自贸港城”建设统
领高质量绿色发展，不断建立健
全“海上卫士”机制，强化海洋污
染防治。

“海上卫士”机制，完善环境
监管是关键。“无人机马上出库，
按我们设定路线巡查湾滩情况、
破坏占用岸线、入海口排污等。”
工作人员在屏幕上轻点，海岸线、
湾滩各项数据出现在眼前。“黑科
技”能捕捉上千条数据，这些数据
汇聚于指挥中心的“智慧大脑”，
并被分析研判。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无人机
巡查可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具

有高空无死角实时俯瞰航拍、预
警等功能特性，对湾滩、入海排污
口等每两个月进行一次逐点巡查
监测。对航拍或现场调查发现的
问题影像资料进行分析研判，出具
巡查报告和问题清单，并下发给属
地乡镇落实整改，实现闭环管理，
极大地提高了岸线管理效率。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 —2023
年，岱山县各级湾（滩）长共巡查
发现问题 1328 个，清理海漂垃圾
1250 吨。湾（滩）无人机巡查发
现问题 416 个，全部下发各级属
地责任部门完成整改，基本解决
了全县近岸湾（滩）问题。

自“ 海 上 卫 士 ”工 作 开 展 以
来，在试点区域，岱山县治水办牵
头成立工作专班，确保相关工作
机制落地见效。同时，积极筹集
海上环卫专项资金 35 万元，用于
船舶车辆运行维护、人员费用支
出等，保障海域海滩打捞保洁和
收集转运的有效运行。目前，全
县湾滩、港口生态环境质量明显
提升，全县涉水、涉海类环境问题
比去年同期下降 80%。

下一步，岱山县将尝试探索
在渔农村新型社区复制推广长涂
镇金银渔嫂协会海上垃圾回收处
理工作模式，组织志愿者深入开
展净滩清湾保洁志愿活动，进一
步强化逐点巡查监控模式，通过
高科技设备赋能海域生态管理模
式，落实落细海洋污染防治，让东
海更蓝。 朱智翔 吕凌棘周婷

本报记者王璟太原报道 为实
现一泓清水入黄河，彻底解决农村
污水排放及污水处理站运营维护
等问题，2022 年 8 月，山西省太原
市实施了小店区农村生活污水管
网改造工程项目。“一泓清水入黄
河——专家媒体汾河流域生态行”
近日走进太原市小店区，实地调研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

在北张退水渠旁的小店区流
涧村污水站，只见退水渠内水波粼
粼，水渠底部也清晰可见。太原市
生态环境局小店分局副局长张永
强表示，近年来，随着太原市“南移
西进”的城市发展战略不断深入推
进，太原市相应的市政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彻底解决农村污
水排放及污水处理站运营维护等
问题，自项目实施后，逐步取消了
农村污水处理站，农村污水纳入市
政污水管网，由城市污水处理厂集
中处理。

“一期工程 7 个村的农村生活
污水已全部纳入市政污水管网范
畴，由下游汾东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工程在 2023 年 5 月完工。”张
永强介绍，农村生活污水统一纳入
城市污水管网集中处理，改善了小
店南部郊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
状，减轻了区财政负担，减少了污
水 处 理 站 每 年 运 营 维 护 费 用
780.07万元。

此外，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小店
分局在 2022 年 11 月开始实施太原

韩 武 村 国 考 断 面 水 质 改 善 工 程
——太榆退水渠沿线水污染治理
项目。这项工程将取消 19 个村的
26 座污水处理站，由下游汾东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对 5 条存在黑
臭现象的退水渠、一条截污管道及
4 座 调 节 池 进 行 清 淤 改 造 工 程 。
改造完成后，小店区内的农村生活
污 水 将 全 部 纳 入 市 政 污 水 管 网
范畴。

据介绍，管网改造除了改善人
居生活环境外，每年还可实现减少
COD888.8 吨、氨氮 145.4 吨、总磷
20.2 吨 排 放 至 太 榆 退 水 渠 ，助 力
2024 年太榆退水渠水质稳定达地
表水Ⅲ类标准。

专家团成员侯正伟表示，太榆
退水渠曾经是制约汾河太原段消
灭 地 表 水 劣 Ⅴ 类 水 质 的 关键节
点。为实现消灭汾河劣Ⅴ类水质，小
店区建设了不少分散的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投运后为改善区域入
汾河水质作了贡献。但由于分散、
小型处理设施难以保证稳定达到更
高要求的处理出水标准要求，实施辖
区分散的农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送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统一高
效处理是必由之路，也是“一泓清
水入黄河”的必然选择。

据介绍，下一步,小店区将保
质保量加快各项管网改造工程进
度，早日实现全区农村生活污水以
及区内其他生活污水的集中统一
处理，保障太原市城区污水入汾河
水质全面达到省市要求。

将农村污水纳入市政管网统一高效处理

太原小店区改造农村污水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