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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碧水清澈一座城一湖碧水清澈一座城
◆本报记者王琳琳通讯员朱孝荣 周长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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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组深入调研开展技术指导

盘锦打造“五色锦”建设模式
本报讯 为推进“无废城市”建

设试点工作，生态环境部组织 7 个
技术帮扶组，分别对 11+5 个试点城
市进行帮扶。日前帮扶组来到盘锦
市调研“无废城市”建设试点进展情
况和技术帮扶工作。

盘锦市副市长米金套向帮扶组
介绍了盘锦市“无废城市”建设的

“五色锦”模式。即要将源头减量
化、资源化、高值化利用和最终安全
化处置的绿色理念（绿色）贯穿于全
市各领域的全流程管理，重点以石
油石化行业废弃物（黑色）减量化和
高值化处理为抓手，为资源型城市
转型发展提供助力；以农业废弃物

（黄色）源头减量为思路，助力生态
农业体系建设和品牌效应的增强；
以生活源废弃物（蓝色）全域化、协
同化治理为手段，促进城乡一体化融
合发展；以园区化、精细化、智慧化管
理为抓手，实现危险废物（红色）全过
程规范化管理与全面安全管控，在全
产业、全社会、全流程形成绿色发展
理念，构建“五色锦”模式。探索出一
条以石油开采和石油化工为主导产
业，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为特点的

“无废城市”建设新模式。
调研中，国家技术帮扶专家组

与盘锦市各相关部门就“无废城市”
建设情况开展座谈交流，对方案编

制进行了专题指导。帮扶组深入到
盘锦恒祥危废处理有限公司现场，
就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处置等情况和

“无废城市”基础工作情况进行调查
研究。在盘山县洪鹏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调研组深入了解该公司秸秆
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进展。在盘锦
京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调研
了该公司医疗废物焚烧、生活垃圾
填埋等情况。

此外，调研组还到兴隆台区兴
旺社区现场调研生活垃圾分类情
况，全面了解试点城市相关企业管
理和利用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技术路线、产业发展、政策制定等
方面，提出了操作性强的指导意见。

据了解，盘锦市下一步将结合
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工作方案，结
合各部门工作职能和“无废城市”建
设目标，加强部门联动，形成齐抓共
管新局面。同时，清洁生产、源头减
量、绿色制造、循环经济、绿色生活
方面技术路线需要进一步凝练，加
强技术路线的指导作用。制度建
设、产业培育、市场运作方面需深入
研究，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活力培
育措施有待加强。此外，进一步强
化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宣传教育到
位、全民知晓到位、全民参与到位。

姚伊乐 生加毅于丽娜

“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落在人
间”，形容的正是东江湖。

东江湖集山的隽秀、水的神韵于一
体，风景如画。它不仅是湖南省郴州市
100 余万人口的集中水源地，也是湖南

“两型社会”建设战略水源，湖南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湖南省资兴市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探索走出了一条投
入少、效果好，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人
与湖泊和谐共生之路。

保护好东江湖，就是最大政绩
“历届党政领导牢固树立‘保护好东

江湖就是最大政绩’的理念，举全市之力
推进东江湖保护‘一号工程’。”资兴市委
书记黄峥嵘说，东江湖是资兴的母亲湖，
也是资兴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大优势，
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
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不遗余力加强
东江湖保护，确保其水质一直保持在优
良状态。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就确定了
对东江湖实施立法保护的工作目标。”郴
州市生态环境局资兴分局局长黄宾告诉
记者，经过不懈努力，2002 年 3 月 1 日，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施行《湖南
省东江湖水环境保护条例》，东江湖成为
了全国率先立法保护的单一水体。

紧接着，资兴市又组织编制了《东江
湖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东江湖生态环
境保护项目总体方案》，出台了《关于加
强东江湖保护的决定》《东江湖流域重大
项目环境准入制度》等一系列保护优先
政策和管理制度。构建了县、乡、村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的东江湖保护工作推进
机制，并严格执行东江湖环境保护目标
责任制，将东江湖保护工作任务纳入各
相关乡镇和市直单位年度综合绩效考核
重要内容。

为了保护好东江湖，资兴市不仅建
立健全了“保护优先”的制度体系，还形
成了“大保护”格局。该市成立了由主要

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和各乡镇负责人组
成的“资兴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和

“资兴市东江湖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每年制定《东江湖环境综合治理
和污染攻坚工作实施方案》。市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定期督查通报东江
湖综合治理工作进展，市委、市政府召开
专题会议或联席会议，强化东江湖环境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领 导 并 调 度 解 决 重 点
问题。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全市上下形成
了‘像保护眼晴一样保护东江湖’的共
识，凝成了东江湖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
合力。”黄宾说。

斩断入湖“污龙”，留下清澈秀美
盛夏时节的东江湖畔，游人如织。

环湖公路旁的“半岛渔村”农家乐，老板
曾立志正忙着接待客人，同时还不忘提
醒游客保护环境。要知道，5 年前，他还
是当地有名的养鱼、养猪大户。

1986 年 8 月 ，东 江 水 库 关 闸 蓄 水 。
曾立志和其他库区移民举家搬迁，为尽
快安定、致富，政府鼓励移民建网箱养
鱼、建猪舍养猪，出现了“万口网箱下东
江、万幢猪舍平地起”的壮观场面。然
而，随着养殖户越来越多，环境污染问题
日益严重。当时，沿湖的生猪养殖场形
成了点多面广的分布局面，产生的污水
浓度高，养殖户又没有处理能力，对东江
湖水质影响很大。高峰期的湖面上，有
1.3 万余口养殖网箱，鱼饲料和鱼粪便同
样对东江湖保护形成很大压力。

为保障东江湖的水质安全和库区生
态，资兴市及时启动了保护性退出水面
网箱养殖以及东江湖流域禁养区规模化
畜禽养殖退养工作。到 2016 年底，资兴
市共退出网箱 24.9 万平方米，目前控制
在 10 万平方米以内；东江湖沿岸 500 米
范围内的 549 家生猪规模养殖场全部关
停退出。2018 年初，资兴市又决定在东
江湖全面退出网箱养殖，预计到 2019 年
底全部到位。同时，资兴市每年还投入
400 万元用于湖泊增殖放流，保持东江

湖的水生态平衡。
“这些年，我们严把项目准入关，先

后否决不符合环保政策的项目投资超
过 600 亿元。同时，保护性退出流域所
有矿山企业，从 2004 年起启动实施矿山
企业保护性退出政策，所辖 17 家合法矿
山企业到 2014 年全部无条件退出。”资
兴市委副书记、市长罗成辉介绍说，为
了守护好这湖秀水，资兴市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斩断入湖“污龙”。 2002 年
以来，共否决了数百个可能影响东江湖
水环境的项目，查处了一批污染严重的
矿 山 采 选 企 业 ，取 缔 非 法 矿 点 近 两 百
家 ，关 闭 东 江 湖 周 边 的 有 色 金 属 开 采
企业。

另外，严格治理船舶污染，对湖内
172 艘老旧旅游船舶实施全部淘汰，对
保留的营运船舶全部加装了污水收集装
置，并配套建成 5 套船舶污水收集上岸
处置体系，实现船舶污水“零排放”。

随着东江湖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景
区内农家乐越来越多，成了一个新的污
染源。为此，资兴市对东江湖一级保护
区内 128 家农家乐全部依法取缔，对二
级水源保护区农家乐开展规范整治工
作，规定必须环保达标，获得相关行政许
可后方可重新营业。

2015 年 5 月，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
省长的杜家毫来到东江湖视察。杜家毫
说，看到这湖水那么清澈、秀美，让人感到
特别欣慰。

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
在东江湖北侧的资兴市兴宁镇，杭

溪河入湖河口湿地，草丰水美，野鸟栖
息，一派湿地生态美景。

“打造洲滩湿地、湖滨缓冲湿地，恢
复鸟类栖息、鱼类索饵的场所，可以让杭
溪河流入东江湖的水得到天然过滤、净
化。”资兴市东江湖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办
工程部部长杨振华告诉记者，杭溪河入
湖河口湿地是东江湖生态保护项目之
一。这样的湿地，目前在东江湖共有 5
处，有效削减了农业面源污染入湖，保护

了生物多样性。
近几年，资兴市先后通过竞争立项、

向亚行贷款、市财政配套等共筹措到资
金 16 亿元，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在东江湖流域内建立了较完善
的镇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船舶污水等
污染防治体系，生态公益林建设、溪河清
水产流、湖滨湿地建设三位一体的生态
保育体系，以及以国控断面、省控断面和
饮用水源水质自动站为主体的监测监察
体系。

在东江湖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办，记
者看到一组组数据，展示了资兴市为了
保护东江湖所做的大量工作：投资 6570
万元，建设了环湖 9 个集镇污水处理厂，
实现环湖乡镇集镇区污水收集处理全覆
盖；投资 17824 万元，实施了全市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工程……

“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每年可削减
COD3431 吨、总氮 646 吨、氨氮 494 吨、
总磷 56.8 吨，新增修复湖滨河滨湿地面
积 4550 亩，新增水源涵养林面积 17.56
万亩。”杨振华说，现在东江湖水质稳中
向好，出湖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Ⅰ类。

为将东江湖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资兴市积极实践探索新路径。
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水元素，
做好水文章，大力发展生态种养、生态旅
游、生态食品等与水相关的特色产业，用

“一湖水激活一座城”，。
同时，依托美丽的东江湖，全面实施

“旅游+”工程，精心 挖 掘 红 色 文 化 、移
民 文 化 、寿 佛 文 化 等 ，促 进 文 化 与 旅
游的有机融合，近 5 年来，全市旅游人
次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两 项 指 标平均每年
增长 24%以上，旅游经济占全市 GDP 比
重达 18.4%。

“我们用好生态资源，推动‘生态优
势’向‘经济优势’转变。”黄峥嵘表示，

“目前，东江湖已成为湖南省唯一同时拥
有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
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六
位一体’的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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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首个“零污染村”试
点在永嘉县源头村启动。村内可见全降解
环保袋、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生态农业园循
环模式……源头村将打造生产、生活为一体
的资源循环利用生态链，真正实现污染不出
村，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样板。

转变观念，整治乡村“脏乱差”

“花漫源头处，踏石问轻舟”，村口的“十
字小诗”成为当下源头村的真实写照。然
而，这里曾经是另一番景象。改革开放以
来，温州农村年轻人热衷外出经商、打工，老
年人留下守家，养鸡养鸭、粪便施肥、旧物难
舍、垃圾乱扔等老习惯、老观念，让“脏乱差”
成了以前源头村的代名词。

环境整治、观念的改变，是摘掉“脏乱
差”帽子的关键，也是迈向“零污染”的前提
和基础。

源头村村委会主任陈小静介绍，自源头
村被列入省级田园综合体创建试点范围后，
拆除路边小屋、平整道路、绿化庭院等一系
列行动迅速展开。

源头村建立党员群众义工队，设置河道
保洁、环境整治等党员先锋岗，组织党员开
展洁化、序化、绿化活动，同时将保洁细则纳

入村规民约。个别
村民一时改不了卫
生 习 惯 、不 愿 清 理
拆 除 违 法 建 筑 ，党
员除了带头从自家
做 起 外 ，还 天 天 上
门宣传、帮忙打扫，
最 终 村 民 不 好 意
思 ，主 动 参 与 环 境
整治。

如 今 ，源 头 村
村民不仅自身保护
生 态 环 境 ，还 主 动
参与“绿色家庭”示
范 户 评 比 ；自 发 成
立 环 保 志 愿 服 务

队，对垃圾分类进行入户宣传和监督工作，
开展家庭污染物排放控制、排放量和能耗统
计指导和核查。

如今的源头村村貌焕然一新，村头巷尾
整洁明亮，房前屋后花团锦簇，原来随地丢
弃的瓶瓶罐罐、竹条、柴禾等废旧物件，也成
了庭院中一个个赏心悦目的盆景。

引进设施，推进垃圾减量资源化

源头村的好环境来之不易，为了让这份
“美丽”延续，源头村在推行全村垃圾分类的
基础上，又实施了资源化再利用，不仅家家
户户设置了分类垃圾桶，还引进智能垃圾分
类回收机和生活垃圾生物发酵处理系统，朝
着“零污染”的目标进一步迈进。

在源头村村口，高高的智能垃圾分类回
收机格外引人注目。大屏幕上滚动着金属、
塑料、玻璃、书刊废纸等可回收垃圾的图标。

“对应着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每户人家
都有一个‘绿色账户’，只要往垃圾分类回收
机上投放可回收垃圾，将智能卡往机器上一
刷，积分就会自动存入你的‘账户’，当积分
达到一定额度，就可以到指定商店兑换油盐
酱醋、卫生纸、洗衣液、牙膏等生活用品。”
陈小静解释道。

可回收垃圾回收可变成“积分”，那么厨
余垃圾如何处理呢？引进生物发酵处理系
统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套处理系统

将厨余垃圾自动倒入速效成肥机器，经 24
小时发酵处理后就可变成有机肥料，再用于
农耕，实现循环利用。

不仅有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的大设施、大设备，源头村还把“零污染”
的理念落细、落小，比如用玉米、木薯等普通
淀粉制成全降解环保垃圾袋、一次性纸杯、
饭盒等日常用品，让它们在短时间内便可完
全降解，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吸引参与，形成多方共建模式

在源头村举办的温州市首个“零污染
村 ”启 动 仪 式 上 ，开 展“ 兑 换 盆 栽 ，保 护 蓝
天”、进行环保宣讲、分发全降解环保用品、
组织生态农业体验等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
公众参与，也引来了多个社会组织和单位。

“‘零污染村’建设，需要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永嘉分局相关
负责人感慨道。

在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永嘉分局的倡导
下，温州市环保志愿者联合会、永嘉县绿色
环保志愿者协会、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
杜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组织和单
位，积极参与“零污染村”建设，与源头村签
订共建帮扶协议，共同探索“村民-村两委-
环保组织-企业-政府”共建平台，建立了多
方合作伙伴关系。

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帮助建立的“零
污染”生态农业体验园，便是共建帮扶的成
果之一。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体验园重在推
广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循环农业模式，减少农
业面源污染，建立无“废物”、无污染，做到垃
圾不出村。在体验园中，要求采用物理、生
物、化学等综合防治措施，禁用高毒高残留
农药。

此外，温州市环保志愿者联合会、永嘉
县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还帮助源头村建立
了环保志愿服务队，时常到源头村开展环保
宣传，提升广大村民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广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将来，我们的农产品会因为有了‘零污
染’标签，肯定能卖出一个好价钱，生活也会
越 来 越 有 奔 头 。”源 头 村 村 民 梅 昌 德 高 兴
地说。

图片新闻

江西省新余市近日在孔目江湿地公园举行增殖放流活动，将 400 余万
尾鲢鱼、鳙鱼、草鱼、青鱼等小鱼苗放流入江，用于养护江河水生资源，促进
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可持续发展。 黎燕平 徐洪清摄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7 月
18 日，中国气象局、携程联合发布
了《2019 中国天然氧吧绿皮书》，蓝
田县、周至县等陕西省内 14 个区县
获得“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中国天然氧吧”主要是中国
气象局面向全国各地气候舒适，生
态环境质量优良，配套完善，适宜旅
游、休闲、度假、养生的申报区域，通
过对负氧离子含量、森林覆盖率、地
表水质、空气质量等系列环境指标
进行综合评价后进行授予的称号。
在氧吧创建标准中，还包含着几项

生态“硬指标”，如负氧离子年平均
浓度不低于 1000 个/cm3，一年中空
气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 70%，年气
候舒适时长不少于 3个月。

据悉，此次数据基于中国气象
局、携程双方专家团队对携程 3亿会
员、线下 7000多家门店、天然氧吧旅
游产品，以及业内规模最大的跟团
游、自由行订单数据，对避暑游市场
情况和游客预订消费行为进行的全
面监测。最终，全国有 115个地区获
中国天然氧吧称号，其中西北地区
陕西数量最多。

地方掠影

构建系统监测网络，推进信息共享

黑龙江生态气象地面观测网基本形成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报

道 从黑龙江省气象局获悉，黑龙江
省现代化生态气象地面观测网络已
基本形成，农田、森林草原、河流湖
泊、湿地、大气环境和城市生态的监
测系统初步形成。

据了解，黑龙江省现代化生态
气象地面观测网络包括 84 个国家
级地面气象观测站、817 个区域气
象观测站、36 个农业气象观测站、
74 个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6 个牧
草观测站、1 个森林生态监测站、5
个森林地被物观测点、16 个主要林

区气象观测站、9 个湿地自动气象
站、1 个区域大气本底站。观测数
据时间序列长、稳定性高、规范性
强，初步形成了农田、森林草原、河
流湖泊、湿地、大气环境和城市生态
的监测系统。

目前，分布在黑龙江省的 84 个
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已全部实现
观测自动化，同时共享了森林工业
部门的 114 处森林物候气象哨、农
垦系统的 94 个气象站、水利部门的
4700 多个区域自动站和林业部门
的 367个自动站。

《2019中国天然氧吧绿皮书》发布

陕西14区县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图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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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朱智翔记者晏利扬
通讯员潘智化 王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