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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中关村中环地下水污染防
控与修复产业联盟近日发布了
团体标准《集中式地下水饮用
水水源地补给区污染源强评价
与分级技术指南》（试行），编号
为 T/GIA 001-2018，自 2018 年
11月 1日起实施。

这一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北京泷涛环境修复有限公
司、北京思路创新科技有限公
司、中关村中环地下水污染防
控与修复产业联盟参编。这一
团体标准适用于集中式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地补给区污染源强
评价级别的确定，规定了污染
源强评价与分级工作中需遵循
的指导性原则、程序和技术要
求 。 标 准 的 发 布 对 贯 彻 落 实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全
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对我
国饮用水源地地下水污染防控
管理均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
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急
剧扩张，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
也威胁着地下水环境安全。工

业固体废物未得到有效综合利
用或处置，铬渣和锰渣堆放场
渗 漏 污 染 地 下 水 事 件 时 有 发
生。石油化工行业勘探、开采
及 生 产 等 活 动 影 响 地 下 水 水
质，加油站渗漏污染地下水问
题日益显现。部分工业企业通
过渗井、渗坑和裂隙排放、倾倒
工业废水，造成地下水污染。

由于土壤中一些污染物易
于淋溶，化肥农药及污水灌溉，
也对相关区域地下水环境安全
构成威胁。大量化肥和农药通
过 土 壤 渗 透 等 方 式 污 染 地 下
水，部分地区长期利用污水灌
溉，对农田及地下水环境构成
危害。农业区地下水氨氮、硝
酸盐氮、亚硝酸盐氮超标和有

机污染日益严重。
上述污染严重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部分地
下水饮用水源地甚至检测出重
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对人体健
康构成潜在危害。由于地下水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治理和修
复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一
旦受到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
生态破坏往往难以逆转。

长期以来，我国在重点区
域、重点城市地下水动态监测
和资源量评估方面取得了较为
全面的数据。在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攻坚战中也对饮用
水水源及保护区的规范化建设
等提出了要求，但尚未系统对
我国地下水饮用水源地补给区

污染现状及污染等级进行系统
分析与划定，难以根据污染严重
程度高效提出污染防治对策。

此次发布的团体标准《集
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补给
区污染源强评价与分级技术指
南（试行）》即针对以上问题，对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补给区评
价范围内工业污染源、矿山开
采区、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
埋场、石油储存销售企业、农业
污染源（再生水农用区、规模化
养殖场）、高尔夫球场、黑臭水
体等污染源进行评价。标准的
发布基于“十三五”水专项“京
津冀地下水污染防治关键技术
研究与工程示范”及生态环境
部工作类项目“全国地下水基

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标准
首次规范了集中式地下水饮用
水水源地补给区污染源强评价
的技术流程、评价指标和技术
方法。通过对水源地敏感性、
污染源危害性及地下水脆弱性
的评价，将集中式地下水饮用
水水源地补给区污染源强进行
分级，将分级结果分成高风险、
中风险和低风险 3 个等级。基
于污染源分级结果，可以对不
同的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
地针对污染源分别提出相应的
防控对策方案，为我国水源地
地下水污染防控提供重要的参
考和指导。

供稿单位：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

我国饮用水源地地下水污染防控管理出台新标准
团体标准《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补给区污染源强评价与分级技术指南（试行）》发布

◆席北斗 李娟 唐军

有机农场有机农场走上走上““羊羊””光大道光大道
“雨过天晴空气好，葡萄架下听蛙叫，观看蚯蚓地上爬，小鸟树上叫喳喳，远处传来羔羊叫，羊娃大喊往外

跑，乐得羊妈哈哈笑。”山东省莱芜市嬴泰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嬴泰田园”）负责人潘林香每
天都会开心地在朋友圈“晒”着她的宝贝们。

从 2003 年刚接触农业时的一窍不通，到如今农牧结合，形成生态循环的有机生态体系，潘林香用 15 年走出
一条资源利用由小到大的“羊”光大道。记者近日走进嬴泰田园，探寻这家企业的畜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之路。

◆本报记者王珊

本报记者王珊长沙报道 为贯
彻落实日前印发的《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11 月 26 日~
28 日，由生态环境部土壤司组织的
2018 年农村环境保护培训班在湖
南省长沙市举行。这是生态环境部
机构改革后，有关农业农村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第一次培训。

本次培训的内容包括：土壤司
有关负责人对《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攻坚战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的解读和攻坚战重点任务的
部署、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进展和
下一步工作措施、有关地方农业农
村污染治理经验做法的交流。同
时，组织学员对长沙市菁华镇陈家
桥村综合整治情况进行现场考察。

土壤司相关负责人在开班仪式
上强调，近期要重点抓好以下 4 个
方 面 的 工 作 落 实 。 首 先 是 确 保
2018 年底前完成省级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实施方案的编制并报生态环
境部、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备核。其次，确保完成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 2018 年度目标任务，工作相

对滞后的省（区、市）要进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同时，抓紧制定地方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排放标
准是农村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关
系污水处理技术和工艺的选择、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成本，
2019 年 6 月底前要完成排放标准的
制修订工作。最后，紧密结合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逐步推进消除农村
黑臭水体工作，此项工作由生态环
境部、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
业农村部负责。

培训期间，还召开了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座谈会。《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要以房
前屋后河塘沟渠为重点实施清淤疏
浚，采取综合措施恢复水生态，逐步
消除农村黑臭水体。座谈会上，各
省（区、市）代表对《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工作方案（讨论稿）》提出了意见
建议。

参加此次培训班的有来自全国
各省（区、市）生态环境（环境保护）
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
护局负责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代表
以及相关专家共计 130余人。

2018年农村环境保护培训班举行
近期要重点做好 4项工作

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了《环境
影 响 评 价 技 术 导 则 土 壤 环 境（试
行）》（HJ 964-2018）（以下简称《土
壤导则》），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
价与排放管理司负责人就《土壤导
则》制订的背景、思路、关键要点及
社会关注点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土壤导则》制订的背景是
什么？何时开始实施？

答：土壤与空气、地表水、地下
水、生态等环境要素联系紧密，其环
境影响具有隐蔽性、滞缓性、累积
性、难恢复性等特点，因自身条件复
杂、评价方法难统一、评价标准欠完
善，土壤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长
期缺位。在建设“天蓝、地绿、水清”
美丽中国的新要求下，其他要素导
则日臻完善，《土壤导则》亟待制订，
以补充完善环评技术导则体系。

2016 年 5 月 28 日，国务院印发
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

“2017 年底前完成土壤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的制定工作”，同年，《土
壤导则》列入《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十三五”发展规划》“绿色通道”项
目，加快推动了《土壤导则》制订工
作进程。

为此，导则编制组于 2017 年初
启动《土壤导则》编制工作，并紧跟

《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环境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制修订的步伐，紧密联系、及时
沟通、同步调整，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紧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试行）》之后发布，并考虑让
现行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有足够的缓
冲时间，定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

问：《土壤导则》制订的思路是
什么？

答：《土壤导则》遵照以下原则
进行制订：

一是基于《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与《土壤污染防治法（试行）》
的相关要求，以保护农用地和建设
用地不受污染、确保耕地安全和人
居健康为基本原则。

二是在抓住“土十条”重点监管
的 8 个行业基础上，从土壤污染影
响和土壤生态影响并重的角度出
发，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对土壤环境
产生影响程度存在的差异，抓住重
点行业、豁免影响较小行业，制订

《土壤导则》。
三是考虑《土壤导则》首次制

订，在保障导则科学性的基础上，重
点以提高导则可操作性为目标，将目
前尚无评价标准、或仍处于科研阶段
的评价内容暂不纳入导则评价体系。

四是充分兼顾环评改革进程，
确保建立良好营商环境，在考虑土
壤非均质差异较大的基础上，区分
不同尺度下的调查工作量，以最少
的点位、层位和指标反映尽可能多
的土壤环境基础信息。

五是正值土壤法制订、环评其
他要素导则修订之际，时刻保持与
土壤法和环评其他要素导则之间的
沟通，确保相关条款之间的衔接，以
便及时调整。

问：《土壤导则》将在实现打通
“地下”与“地上”方面起到什么作
用？

答：《土壤导则》重在土壤污染
和生态影响的前端预防，加强了土
壤环境影响源、影响途径和敏感目
标的识别与分析，从土壤环境污染
角度形成了大气沉降、地表漫流、垂
直入渗等途径的立体式监管，从土
壤环境生态影响角度与气候条件、
地下水位埋深形成无缝对接，在调
查、评估层面上实现了“地下”与“地
上”的打通。同时，将土壤环境定义
扩展至污染物可能影响的深度，使
其与《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
水 环 境》（HJ610-2016）并 用 后 ，几
乎覆盖了地球浅表关键带环境影响
的调查评价任务。

问：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将如何
与土壤环境管理衔接？

答：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国际
上通用且行之有效的污染预防和环
境保护管理制度，土壤环境影响评
价承担着土壤环境影响前端防控的
职责，与土壤环境管理相辅相成，既
融于土壤环境全链条管理流程，又
独立存在于整个环境管理的某个阶
段。土壤环境影响评价既要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定，也应满足
土壤环境管理的相关法规和标准。

以土壤环境影响评价现状调查
发 现 超 过 建 设 用 地 GB36600 筛 选
值为例，环境影响评价应提出风险
评估、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的“以新
带老”措施，控制、减轻或治理土壤
环境污染，以满足土壤环境管理的
相关要求。

问：《土壤导则》首次发布，应该
重点关注哪些内容？

答：土壤环境极其复杂，包括土
壤组分、土壤水、土壤气和土壤生物
等。本次《土壤导则》系首次发布，
将土壤环境的影响放在建设项目对
土壤组分的物理、化学影响上，重点
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土壤环境影响识别，
需在识别土壤环境影响项目类别的
基础上，识别影响源、影响途径及土
壤环境敏感程度，并据此判定土壤
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二是着重强调
土壤环境现状调查，包括土壤理化
性质调查和土壤环境质量监测，且
重点关注建设项目占地范围内外的
监测点数、层位和指标要求；三是强
调土壤环境质量现状保障措施，即
建设项目在环评阶段可采取相应的
环境保障措施确保项目用地符合相
应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问：土壤环境现状监测是否所
有 监 测 点 位 都 应 测 试 GB36600 中
的 45项基本因子？

答：《土壤导则》第 7.4.5 中 c）条
款规定“7.4.2.2 与 7.4.2.10 中规定的
点位须监测基本因子与特征因子；
其他监测点位可仅监测特征因子”，
即全测样并非针对所有监测点，仅
针对 7.4.2.2 和 7.4.2.10 条款；全测指
标亦非全测 GB36600 的基本因子，
由监测点所处的用地性质确定。

重在土壤污染和生态影响的前端预防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负责人就《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走在葡萄架组成的生态
走廊中，道路两边金菊怒放，
鲜红的茶花盛开，映衬着枝头
沉甸甸的柿子和路边两只慵懒
的猫咪，这一切不禁让人产生
一种“归园田居”的悠然感。若
不是远处咩咩的羊叫声把你拉
回现实，你一定会以为是闯进
了 一 位 勤 劳 农 家 的 后 花 园 。
到底是怎样的养殖场，能建设
得如花园般整洁、美丽呢？

潘林香并不是一开始就
从 事 养 殖 业 的 。 2003 年 ，她
从樱桃种植起家，走上了漫漫
农业摸索路。由于本地土质
不好，再加上专业知识薄弱，
她走了很多弯路，靠着不断学
习、探索，她把樱桃种得又大又
甜。“一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是有
机食品，只想着施有机肥改善
土质。但发现这样种出来的
樱桃个大、营养成分全，小孩
子特别爱吃。”潘林香笑着说。

由于樱桃采摘期短，潘林
香遂又在农场内引进了两个
草莓温室，并且试验出立体式
有机草莓种植技术，增大了草
莓产量。利用新技术将种植
范围扩大后，原先靠收购有机
肥进行种植就显得不那么经
济。“有机肥比一般化肥价格
要高不少，我需要的量又大，不
如自产自销。”她听人说，羊粪
不长虫，并且纤维含量高，利于
疏松土质。她打算自己尝试养
羊，从300只羊开始起步。

种养结合的想法虽好，但
过 程 也 较 为 坎 坷 。 由 于 300
只羊的品种不一，传统的莱芜
黑山羊也并不适合圈养，把它
们关在栏里长势不好，不会自

然繁殖。在她困惑的时候，恰
逢莱芜市畜牧局相关专家来
场参观，给她提供新的思路：既
然传统品种的山羊不行，那就
研究新品种。2014年，她和山
东省农科院签订了育种协议，
走上了正规化育种的道路——
新品种“嬴祥”羊由此诞生。

如今，嬴泰田园走出了一
条“赶羊上楼”的养殖模式。
采用温室型立体养殖楼养羊，
羊圈整洁通透，“嬴祥”羊既能
在室内吃面包草（用整株玉米
和 蒜 皮 等 混 合 加 工 成 的 饲
料），也可以去“阳台”上晒太
阳。立体羊圈每层用镂空的
楼板与地面隔开，下面再装上
清粪机，不仅可以让羊群的居
住环境干净卫生，也降低了用
地和清粪的成本，这种赶羊上
楼的养殖方法也是嬴泰田园
的专利之一。

养羊产生的粪污再通过
有机肥制作，回用到草莓种植
中。潘林香带记者来到草莓
温室里，随手抓起一把土握在
掌心。记者看到，施过有机肥
的土地特别松软肥沃，几个月
前插上的草莓苗已经开出了白
色的小花。温室的一角，臭氧
发生器能够将臭氧溶入水后浇
灌草莓，达到杀菌灭虫的目的，
并且无污 染 、无 残 毒 、无 死
角。“再过一阵儿，就要把蜜蜂
引进来传粉啦。”潘林香一边
仔细查看草莓的长势一边说。

现在，嬴泰田园的樱桃园
面积从原来的 120 亩缩减到
现在的 40 亩，草莓种植稳定
在 3 个立体大棚，而不断扩展
的是羊圈。

1. 从以种为主到种养结合

图为技
术人员正在
录入新生小
羊的信息。

王珊摄

“ 我 们 每 天 能 清 出 15
车羊粪，一车大概 400 斤左
右，粪便运入沼气池，经过
厌氧发酵，沼液用来浇地，
沼渣用来施肥。其中农场
内部可以消化约 1/10，剩下
的提供给周边种植户种玉
米，然后我们再定期向他们
收购整株玉米加工成面包
草。”清扫员田洪福指着农
场内 3 个 1000 立方米大小
的沼液蓄池向记者介绍。

“羊粪跟猪粪不一样，
猪粪处理起来先要完成干
湿分离。而草食性动物粪
便含水量少，厌氧发酵成有
机肥时需要人工加水，加水比
例控制在60%~65%。手紧抓
一把物料，指缝见水印但不滴
水，落地即散，水多了少了都
不行，这样发酵出来的有机肥
才算合格。”口镇畜牧站站长
王加聪向记者解释羊粪堆

肥过程中的难点。
目 前 ，嬴 泰 田 园 有 机

农场内部有 8 个现代化羊
圈，共存栏 6000 多头，而潘
林香还准备继续扩建。“现
在，羊的销售额每年可以
达到 500 万元左右，占农场
收入约 40%，羊粪每年可以
带 来 10 万 ～20 万 元 的 收
入，明年准备扩大到 1 万头
左右的规模。”潘林香说。

王加聪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莱芜是山东省特色农
产品生产基地，“三辣一麻”

（即生姜、大蒜、鸡腿葱和花
椒）是其种植业中的招牌，莱
芜目前可耕地达 6 万余亩，
每 亩 需 施 肥 800~1000kg。
而口镇现有规模养殖企业47
户，其中肉牛、奶牛共计1500
头，每头日排粪量27kg；肉羊
16000 只 ，每 只 日 排 粪 量
2.5kg；生猪 30000 头，每头

日 排 粪 量 5.3kg；家 禽 80 万
只，每只日排粪量 0.1kg。47
家 企 业 每 日 生 产 有 机 肥
319.5 吨，仅能满足附近种植
户消纳量的 70%。

因此，羊圈的扩大不仅
对于农场本身，对口镇及莱
芜 市 的 种 植 户 而 言 也 是 刚
需。羊粪发酵成的有机肥可
以推向市场，农场还可以通
过销售优质种羊、给餐饮业
供应羊肉等获得收益。

至此，嬴泰田园的生态
循环路径清晰可见：发动周
围农民种植青贮玉米，收购而
来作为羊饲料。然后以嬴泰
肉羊为主生产种羊、肉羊，获
得主要经济效益。通过沼气
池将羊粪生产成有机肥，用于
樱桃、草莓的种植，通过樱桃、
草莓采摘吸引更多人来消费
羊肉，从而形成一个畜—沼
—果成熟的良性循环模式。

但是自身的小循环完成
之后对于潘林香来说还远远
不 够 ，她 心 中 还 有 一 个 大
梦想。

羊产房内，刚诞下的 3
只小羊羔正跟羊妈妈亲昵
地依偎在一起。产房外，农
场的技术人员正在熟练地
给 新 生 小 羊 打 耳 标 、量 体
重、测体长，并将这些数据
全部输入电脑。技术人员
潘林凤告诉记者，这样做是
为了标明羊家族谱系，记录
羊各个时期的生长状态，便
于今后的管理和繁殖。

潘林凤介绍，农场培育
出的“嬴祥”种羊已于 2017
年底通过了莱芜市科技评
估中心的品种鉴定，正常的
母羊平均一年生一胎，而利
用南非白头杜泊羊（肉用性
能好）和湖羊（繁殖率高）进
行杂交培育的“嬴祥”种羊，

平均一次能生 2~3 胎，繁殖
率大大提高。

小循环到大循环的梦
想一环就此上扣，但要想
扣紧，还需要一个平台。

2015 年 ，嬴 泰 田 园 在
镇政府的帮助下牵头成立
莱芜市嬴祥牧业养殖专业
合作社，目前，合作社已经
在 周 边 及 泰 安 、济 南 、济
宁、临沂、淄博等十多个地
市发展了 300 多个会员，提
供免费技术培训和优惠的
种羊价格，并且鼓励养殖
户种植玉米，再整株进行
收购作为羊饲料，年产饲
料 8000 余吨。这些面包草
除供自家养殖场里的羊群
食用外，还外销省内外，在

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的同时，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实现了
以点带面的发展。

对于这一点，苗山镇南
祝家洼村 的 郭 都 学 深 有 体
会 ，“ 家 里 原 来 的 母 羊 繁 殖
率 很 低 ，加 入 合 作 社 后 ，嬴
泰 给 提 供 技 术 和 种 羊 。 现
在 我 们 家 一 共 有 46 只 羊 ，
其 中 30 只 母 羊 ，平 均 每 胎
能 生 2 只 左 右 ，羊 粪 又 可
以 还 田 去 种 玉 米 ，嬴 泰 那
边会定期过来收购，现在收
入比以前好多了。”郭老汉赞
不绝口。

据了解，通过走“公司+
农户+基地+合作社+协会”
的发展道路，嬴泰田园带动
农户 1000 余户，年实现销售
收入 1600 万元，净利润 260
万元，常年吸纳留守妇女劳
动力 500 余人，人均年增收 1
万元以上。

在农场的接待室，有一
面特殊的专家墙，墙上记录
着帮助过嬴泰成长的每一
位专家学者：有青岛农业大
学教授、草莓专家姜卓俊，
他帮助嬴泰田园研究改善
草莓品质，牵头制定草莓种
植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有
山东省农科院专家王金文，
他每个月都会带领团队来
农 场 开 展 育 肥 实 验 ，帮 助

“嬴祥”种羊杂交选育成功
……这些专家学者就像一
颗颗指路的北斗星，帮助潘
林香和她的农场走上“羊”

光大道。
莱芜市口镇副镇长李

连祥表示，嬴泰田园一路
走到今天，除了企业自身
的不断努力之外，与政府
以及科研单位的支持也密
不可分。政府帮助协调各
部门，整合农业资源，进行
政策倾斜，如国家级“粮改
饲 ”项 目 每 吨 补 贴 60 元 ，
2018 年赢泰田园上报落实
8100 吨 ，共 补 贴 近 50 万
元。此外，每年组织企业
参加市区组织的标准化养
殖、粪污治理、动物疫病防

控技术、除臭技术等各类培
训 10 余次。各种示范点、标
准化生产基地的评定在一定
程度上帮企业打开了市场，
建立了信用体系。

如今，嬴泰田园已经发
展成为以种植、养殖为主导，
融合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特
色采摘、农事体验、科普会展
等于一体的现代高效农业综
合体。“没有优质的畜牧业就
没有优质的种植业，我希望未
来嬴泰能够形成质量品牌，带
动莱芜产业发展，把自己的
栽培等技术奉献给莱芜，把
自己的力量辐射到全国。”衣
着朴素，已经步入知命之年
的潘林香说着，眼睛里闪着
坚定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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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畜—沼—果的良性循环

3. 从小循环走向大循环

4. 三方合力 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