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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省胶州市环境监察大队结合当前新的环境形势，制定
2018年危险废物环境监管方案，对辖区危险废物产生、处置单位的管理计
划及备案、申报登记、危废日常管理等情况进行排查，严格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督查考核与申报工作，确保环境安全。 张秋营摄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宁夏回族
自治区环保厅近日公布了 2018 年全区固
体废物重点监管企业和危险废物重点监
管企业名单，包括排污单位详细名称、所
在行政区等，共计 154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石化分公司（化肥厂）、银川美亚染化有
限公司、银川兄弟彩兴化工有限公司、宁
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名
列其中。

据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根
据有关规定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结合
全区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现状，组织有
关单位梳理并最终确定了 2018 年全区固
体废物和危险废物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固体废物重点监管企业

45 家，危险废物重点监管企业 109 家。其
中，被纳入重点监管范围的企业属银川
市辖区最多，共 45家。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要求各级环
保部门严格遵循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
化和无害化处理的原则，以“区域防控、科
学管理、综合利用”为重点，加大辖区固体废
物和危险废物产生企业的监管力度，严厉打
击乱堆、乱放、污染及非法排放、倾倒、处置
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强化规范处置与
科学管理，提高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和危
险废物安全处置水平，切实保障辖区内
环境安全。自治区环保厅将按季度对各
辖区固体危险废物重点监管企业规范化
管理及违法信息等情况在相关媒体、网
站上进行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宁夏公布固废危废重点监管名单
将按季公开企业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讯“去年我种的棉花茎杆粗壮、
桃多、籽棉单产超 400 公斤，这得益于使
用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六师某连职工钟成勇说。

据了解，像钟成勇这样尝到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甜头的职工，在兵团里比比皆是。

近几年，兵团针对农田普遍存在施肥
量不合理导致的土壤盐渍化、板结、作物
产量下降的情况，在全团全面推广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陆续让近 12 万亩土地吃上
了由农业技术人员配制的“营养餐”。

为确保测土配方施肥质量，一方面兵
团建立了土壤养分数据库，做到测土到
田、配方服务到户、供肥到家。另一方面，
始终把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列入工作重点，
统一制定实施方案、统一发放施肥推荐表

（卡）、统一推荐施肥配方，做到人员、目
标、方案、指导、试验五到位，从而有力地
推进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应用。

“土壤要施多少肥料，过去只能凭经
验。现在，团场农 业 技 术 人 员 免 费 为 我
们 的 承 包 地 进 行 测 土 配 方 ，根 据 农 作
物 需 肥 规 律 ，确 定 氮 肥 、磷 肥 、钾 肥 及
有 机 肥 用 量 ，开 出 用 肥‘ 处 方 ’，科学指
导施肥，提高了农作物单产和肥料的利用
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农业污染，从
而实现了农业增效、职工增收。”职工谢振
东说。

据了解，自 2010 年推行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以来，实施这项技术的土地每亩平
均节约成本增效 40 元以上，肥效提高了 5
个百分点。 黄炉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12万亩土地吃上定制“营养餐”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
员王从帅 于成卓 在江苏省环
保厅近日通报的 2017 年度固废
管理省级督查考核结果中，连云
港市综合得分 90.3，考核等级为
A，首次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多年来，由于连云港市危险
废物集中处置能力严重不足，化
工企业数量众多、规模较小、管
理水平低等原因，固废管理一直
是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短板”，
处于江苏省落后位置。

“连云港市固废管理去年所
取得的成绩，可以用 4 个‘前所
未有’来概括，一是重视程度前
所未有，二是培训强度前所未
有，三是处罚力度前所未有，四
是整改成效前所未有。”连云港
市环保局土壤处处长王学连说，
连云港市 2017 年坚持以问题和
目标为导向，加快危废集中处置
设施建设，危废安全处置能力增
长 50%；举办 9 场集中培训，培
训总人数超过 1000 人次，抽查
企业 149 家，全市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连云港市过去固废底子薄、
小企业多，处置设施不完善，加
上县（区）固废管理专职人员少
等因素，导致全市固废管理工作
排名靠后。为了补短板，连云港
市制定了《连云港市危险废物减
库存控风险三年行动方案》，严
格落实各项减量要求并自加压
力，当年所有涉废单位实现危险
废物库存量削减 35%以上，2018
年底将削减 80%以上。计划到
2019 年，除暂无处置途径外，实
现全市危险废物零超期库存。

据 了 解 ，连 云 港 市 在 2017
年度严格执行危废网上报告制
度，督促 15 家危险废物经营单
位严格执行日报制度，300 余家
产废企业按时进行网上申报，及
时取消危废省内转移审批流程，
按 规 定 办 理 跨 省 转 移 审 批 手
续。组织开展了工业污泥专项
排查，严格落实工业污泥环境管
理要求，重点督促企业明确污泥
属性和实际产生量，完善污泥管
理台账，落实转移联单或转运联
单制度；强化进口固废企业管
理，对有毒化学品进口企业进行
年度备案，对全市 13 家进口固
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开展现场
检查考核并配合原环境保护部
进行专项检查，督促 2 家存在环
境问题企业限期整改，对 9 家存
在环境违法企业立案调查，处罚
金额共计 67.9 万元，对 11 家进
口固废企业 2017 年剩余量核减
11129 吨。

王学连表示：“连云港将进
一步深入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
管理工作，推动市内所有涉危企
业进行危险废物精细化、规范化
管理。通过以查促改、严罚重
处、强化技防等手段，不断提高
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确保辖区
内危废经营和产生单位抽查合
格率逐年提高。”同时，严格落实
污染源“双随机”检查和经营单
位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始终保持
环境执法高压态势，严厉查处涉
废环境违法行为，并根据相关规
定予以上限处罚。对涉嫌犯罪
的坚决移交司法机关，严厉打击
非法处置危废的违法行为。

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量
很大。以前人们较关注土地数
量的供应，然而随着有的城区
受污染场地事件的曝光，人们
对所供土地的质量倾注了更多
关切。国家明确要求污染土地
必 须 治 理 合 格 后 才 能 进 入 市
场，确保人居安全。

然而，受污染场地安全利
用 过 程 中 遇 到 了 一 些 具 体 问
题。如受污染场地应治理合格
后再挂牌招标。就算能满足这
个管理要求，建设方一进场，为
达到土石方平衡，可能要把较
厚的表土外运到其他消纳场。
这样就很可能浪费了前期土地
治理的成效，而对于土地的新
用途来源又不合理。土地治理
周期长，如果静等有关部门全
部工作就绪，建设方往往经济
损失较大。因此，应探讨更高
效率的管理模式。

对污染场地的治理必须有
的放矢。首先要开展详细的污
染状况调查，准确划分安全和
污染区域，为地块的污染分布
完整画像。再结合利用规划，
优先在区域内转运土壤，只集
中必须原位修复或外运进行异
地处置的土壤，达到降低工程
量的目标。

在地块内转运土壤是有潜

力可挖的。地块内需要分区开
发，其所对应的土地质量标准
各有不同，这就可能出现污染
土壤去 A 区不可用，但符合 B
区较低要求的情况。通过内部
转运，可节省并盘活部分资源。

土地利用方对地块内土壤
如何优化配置最有发言权。在
确定好建设规划后，计算出外
运土方量，再结合污染土壤分
布，优先内部转运。应把污染最
重且不能就地利用的土壤集中
起来，根据其最终用途开展恰如
其分的治理工作后再处置。

当前，由于土壤污染现状
调查不充分，局部有病、整体吃
药的情况比较普遍。尤其是在
一些地方，为了赶工期，往往掘
地三尺，一股脑地混匀后处理，
既不能保证效果，投资浪费又
大。因此，需统筹资源，加强过
程监督，不得将土地污染隐患遗
留在建筑物下面或转嫁出去。

城市污染场地治理会增加
建设成本，不能再因为治理程
序不当等其他因素耽误工程进
度。为此，要适当调整管理思
路，让修复治理过程既经济又
快捷。建议促进污染土壤治理
公司与土地利用方开展有效率
的沟通，切实提高污染土地治
理水平。

如何使污染场地高效修复
并快速投入使用？

◆罗岳平 陈军

连云港固废管理迈进江苏第一方阵

后进生如何逆袭为优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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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重庆市在土壤污染防
治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答：重庆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
较早。自 2006 年起，重庆市就开展污
染场地环境管理工作，是继北京、上海
之后全国第三个开展污染场地环境管
理的省市。

重庆市政府非常重视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在 2007 年修订《重庆市环境
保护条例》时，就增加了污染场地环境
管理的相关规定。这是全国首个明确
管理对象、责任主体权利和义务、处罚
等管理内容的地方性法规。2008 年，
重庆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重庆市工业
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的通
知》，是全国第一个关于工业污染场地
环境管理的规范性文件。重庆市也成
为首个明确环保、国土、规划等部门联
合实施监管的省市。

近年来，重庆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取得了成效，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在全国处于中上水平；土壤环境风险得
到管控，全市未发生较大土壤和农产品
安全突发事件。

中国环境报：重庆市在土壤污染防
治法规标准建设上有哪些经验？

答：2017 年 3 月 29 日新修订发布
的《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增设了土壤
环境管理专节，对新形势下土壤环境管
理作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并要求每年
安排财政资金用于土壤调查评估。

出台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技术标
准，编制《重庆市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
估技术指南（试行）》，对评估及治理修
复的工作程序、评估方法、监测方式、文
本格式和申报方式等进行了规范规定。

此外，发布了《重庆市污染场地环
境风险筛选值》《重庆市场地环境风险
评估技术导则》《重庆市污染场地治理
修复及竣工验收技术导则》《重庆市污
染场地治理修复环境监理技术导则》4
个标准，标志着重庆市基本建立了污染
场地评估、监测、修复治理、环境监理、
竣工验收等制度体系。

其中，《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

选值》（DB50/T 723-2016）是具有重庆
地方特点的标准，为解决污染场地过度
修复的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决途径。
重庆市也是继北京市之后第二个编制
出 台 地 方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相 关 标 准 的
省市。

重庆市已制定或者拟制定的法规
标准，与国家相关管理要求和技术标
准、与重庆市污染场地环境管理实践紧
密结合，特别是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和
从业单位管理制度具有先行先试的借
鉴意义。

中国环境报：重庆如何结合本地特
色，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设计？

答：作为老工业城市，重庆的土壤
污染防治要充分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
宜开展。

首先是完善制度设计。国务院“土
十条”印发后，重庆市及时编制了“土十
条”工作方案，由重庆市政府印发实施
并上报国务院备案，是全国第三个正式
印发“土十条”工作方案的省市。之后，
所有区（县）均组织编制了贯彻“土十
条”工作方案，并由区（县）政府印发实
施。重庆市在组织编制新一轮的“碧水、
蓝天、绿地、田园、宁静”环保五大行动，以
及《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三年行动计划》
中，将“土十条”重点任务全部纳入。

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重庆
市建立了环保、规划和国土三部门联合
监管机制。没有 环 保 部 门 出 具 的 搬
迁 企 业 原 址 环 境 风 险 评 估 的 结 论 意
见 以 及 污 染 场 地 治 理 修 复 竣 工 验 收
意 见 ，规 划 部 门 不 核 发《土 地 公 告
函》或 办 理 规 划 选 址 意 见 书 ；国 土部
门不受理土地招拍挂申请，不组织土地
出让流转。

签订责任书并纳入考核问责。重
庆市环保局同各区县人民政府签订了
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明确年度工
作目标与任务。同时，每年初都对上年
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评估
和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综合考核评价、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的重要依据，作为土壤污染防治专项
资金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

◆本报记者文雯

重庆市北碚区近日启动了第一批土壤污染防治调
查评估工作。此次调查评估对象有北碚区利丰蓄电池
配电厂、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意合兴仪表有
限责任公司和重庆市北碚区同兴蓄电池有限公司 4 家
企业。这是重庆市在疑似污染地块排查基础上取得的
又一项进展。

此前，北碚区环保局污防科、歇马镇环保站工作人
员以及相关技术人员，为编制《北碚区土壤污染治理与
修复规划》已经进行过多次现场踏勘。目前，北碚区已
完成重庆日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污染地块的风险调查
评估，完成了重庆窗钩厂、北碚枫火机械有限公司等企
业污染地块的治理修复。

记者获悉，重庆市已经形成疑似污染地块排查制
度。从 2007 年以来，重庆市累计调查评估排查疑似污
染地块 519 块，并治理修复污染土壤 120 万立方米，提
供净地面积 645 万平方米。“十二五”期间，重庆市超额
完成了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和非重点区域重点
重金属污染物减排任务。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重庆市疑似污染
地块排查制度按年度进行信息更新，并将疑似污染地
块纳入日常管理。2015 年，重庆市 6 个职能部门联合
开展了全市疑似污染地块排查工作，共排查出疑似污
染地块 387 块。基本掌握了全市疑似污染地块的数据
信息，并将疑似污染地块管理纳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问题清单。

以排查出的疑似污染地块为重点，重庆市建立了污
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并向社会公布。
同时，将负面清单通报国土和规划部门，作为国土部门土
地招拍挂或划拨和规划部门规划调整的依据之一。对污
染地块实施分类管理，制定治理与修复规划，对于暂不开
发利用和不具治理修复条件的污染地块实施风险管控。

在此基础上，重庆开展了全市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以查明全市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
质量的影响，根据详查成果更新各类别农用地面积、分
布等变化趋势。

2020 年底前，重庆将查明有色金属冶炼、钢铁、化
工、医药、铅酸蓄电池、电镀、危险废物处置、焦化、石油
开采、石油加工、制革等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环境污染状
况。同时，坚持每 10 年开展一次土壤环境质量调查，
每年开展一次疑似污染地块环境风险排查。

与此同时，重庆市在长寿化工园区建立了防止土
壤污染的预防预警体系试点，开展了原始本底值土壤
与地下水环境质量摸底调查，建立园区控制点位基础
数据库，实现了对示范园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风险的
预防预警。

为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规范化管理，重庆市实
施了从业单位名录管理制度。2013 年，《重庆市污染
场地评估咨询和治理修复单位名录申报指南（试行）》
发布实施。截至 2017 年 9 月，以推荐名录的方式公开
发布了 81 家评估咨询类和 79 家治理修复类从业单位
名单，以不断规范从业单位从业行为。

“在污染场地方面，由于土地使用权人的变更，污
染者付费进行治理 修 复 的 难 度 大 ，场 地 治 理 修 复 和
后期开发建设基本未进行有效衔接，过度强调净地
出 让 和 净 地 开 发 不 利 于 整 个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产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重 庆 市 环 保 局 相 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
国家能够出台这方面的政策，理顺产业发展路径。

重庆市环保局近日发布了“重庆市 2017 年

度污染场地名录及其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公
布了第一批 38家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从 2016 年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以下简称“土十条”）以来，重庆市积极行动，出
台《重庆市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
方案》，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重庆市政府还与
区（县）政府签订了责任书，将任务层层分解

到位。本版特刊发相关报道，以飨读者。

因地制宜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设计
——专访重庆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本报记者文雯

绿土地

治土有方

▲图为重庆市大渡口区重钢型钢厂原址，挖掘机正
在作业，以便进行土壤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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