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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村庄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
活垃圾给下游村庄的溪水带来持续
污染，影响其经济发展，这一难题该
如何破解？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夏
阳村就曾被这一问题困扰。

位于安吉县西北边陲的夏阳村
与安徽省广德市卢村乡接壤，此前由
于沟通不畅、保护标准不一，投入不平衡、
不充分等问题，跨省治水工作很难开展。

“ 一 到 涨 水 期 ，上 游 的 垃 圾 就

‘涌’到了村里，整个河面尽是垃圾，
最 多 时 甚 至 能 打 捞 出 20 吨 ，苦 不 堪
言。”夏阳村党支部书记鲍鑫回忆道。

在安吉县财政局、湖州市生态环
境局安吉分局的指导下，夏阳村与上
游 3 个村签订全国首个村级跨省流域
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浙皖两省夏阳
溪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一份生态补偿协议，让跨区域治
水“同舟共济”，实现水清业兴。

夏阳村以党建为引领，团结党员、老
龄委、生产队长、村民代表，全力推进农
村生活环境整治，对夏阳溪两岸进行草坪
养护、生态修护。至今，全村参与环境整治
工作415人次，清扫、处理垃圾达2.3吨。

上游村庄村民也自发成立了护水志
愿队。近日，一场暴雨过后，安徽省广德
市卢村乡石峻村村民就开始在河道两边
打捞漂浮垃圾。

“在河道治理、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
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成立了护水志愿队
常态化开展巡河，还专门投入 80 万元在
村里建立了两处污水处理终端，通过改
造主管网、铺设到户管网，实现村民生活
污水收集全覆盖。”石峻村党总支书记田
家旺介绍。

有了上下游村庄互帮互助，环境改
善的成效立竿见影，一张张夏阳村的美
图开始在社交网络上刷屏。如今每到周
末，夏阳村小杭坑露营地总是会刷爆社
交圈。

曾经，夏阳村还是个典型的空壳村
和落后村，村子常住人口约 600 人左右，
80%以上为 60 岁以上老人。由于缺少其
他产业支撑，夏阳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
集体收入只有8万元，主要收入依靠村里的
水电站发电，“财政”上经常“入不敷出”。

为解决村民收入问题，夏阳村打造
了“森林”“房车”等 9 个风格迵异、面积

近 200 亩的营地，引进了多家知名户外
露营品牌及运营公司合作运营开发，“露
营+”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同时，夏阳村进行模式输出，整合三
村山水林田湖 等 自 然 资 源 ，建 立 赤 夏
赋 旅 游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抱 团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鼓 励 村 民 以 山 林 、土 地 、房 屋 等
资产资源入股，累计收储民房 8 幢，山
林 、茶 地 35 亩 ，扶持村民家门口创业就
业，提供专业团队免费帮助涉及民宿，导
入流量、线上经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项目、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钱袋子
也越来越鼓。如今，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从 2020 年的 8 万元增加至 2022 年的 175
万元，带动周边村各增收 20 万元。2023
年 ，预 估 夏 阳 村 营 地 旅 游 总 产 值 将 超
1500 万元，利润 400 万元左右，新增就业
岗位 45 个，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382 人，
其中低收入群体 26人。

“我们为村里 60 岁以上老人发放补
助，安排肿瘤专项体检，村里篮球场、体
育公园也正在建设。现在，村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可强了。”鲍鑫说。

因着跨省域的水域保护合作，夏阳
溪成为上下游共同发展的绿色纽带。一
份生态补偿协议，打通了上下游沟通渠
道，统一了保护标准，均衡了各方投入，
带动了群众共富，跨省治水工作有了崭
新的“村级样板”。

签订流域生态补偿协议 村庄也能跨省治水

忙碌间隙，夏阳村“等风来”咖啡馆
的经营者姚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
日常。夏阳村的美景，让她的咖啡馆也
成为网红打卡点。在 3 年前，她记忆中
的村庄却是另一番景象。“大家环境保护
意识都没有那么强，溪水里经常夹杂着
垃圾，下雨天漂浮的垃圾更多。”姚欢说。

夏阳村位于安吉县西北边陲，与安
徽省广德市卢村乡接壤，“一步踏两省，
鸡 鸣 闻 两 镇 ”的 说 法 在 这 里 最 贴 切 不
过。除了地理上的毗邻，它们之间还有
一条清澈的纽带——源自西苕溪的夏阳
溪，自上游的广德市卢村乡石俊村、石狮
村、高庙村，汇入夏阳村的赋石水库，维
系 着 浙 皖 4 个 村 庄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饮
用水。

“水清岸绿是我们村的招牌，但是上
游村子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垃圾漂浮
物造成了污染，影响了水环境，也影响到
村庄的经济发展。”2020 年 8 月，曾在大
都市担任企业高管的鲍鑫辞职返乡，担
任夏阳村党支部书记，他回来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带领全村修复环境、保护生态。

如何破解上游的污染问题？浙皖两
省 2012 年在千岛湖开展跨省流域生态
补偿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给了当地干
部群众启发。

2022 年，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生
态环境厅推动建立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鼓励具备实施条件的流域上
下游开展生态保护补偿，尤其是跨设区

（市）、跨省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
现上下游各方共建共保，合作共赢。

为加强对夏阳溪流域环境的保护，
在安吉县财政局、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安
吉分局的指导下，夏阳村与上游 3 个村
庄签订了全国首个村级跨省流域生态保
护补偿协议——《浙皖两省夏阳溪流域
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

《协议》规定，上游 3 个村做好生态
环境保护，确保流入夏阳村的水质达到
目标值，垃圾等废弃物不通过河道流入
夏阳村境内；夏阳村根据 3 个村庄生态
环境保护绩效考核情况给予一定的资金
补偿。

“我们一直在开展水环境的治理和
保护，但先前标准要求没那么明确。现
在签了《协议》，大家各自领了任务、明确
了责任，得齐心协力走好这条环境保护
的新路子。”石狮村第一书记黄小虎感
慨道。

同时，4 个村庄共同制定了《浙皖两
省夏阳流域跨省断面水管理考核办法》，
考核内容涉及机制建设、生态保护、绿色
经营等五大内容、17 项指标。每个月，
夏阳村都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跨
省断面水质进行检测，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和总磷 3 项指标达到Ⅱ类水标准，上
游村庄就可以按月获得补偿。

“协议签订后，上游的垃圾‘断崖式’
减少，现在夏阳溪的水质已经达到了Ⅱ
类水标准。”鲍鑫介绍，仅一年后，石俊
村、石狮村和高庙村都通过考核，分别领
到了 15 万元、10 万元、5 万元，共计 30 万
元的资金补偿。

全村参与环境整治 治水成效村民共享

▲▲图为夏阳村向上游的广德市卢村乡兑现生态补图为夏阳村向上游的广德市卢村乡兑现生态补
偿资金偿资金 3030万元万元。。 姚智银摄姚智银摄

资讯速递

宁夏公布前10月空气质量
沙尘、气象等因素成“气质”不佳主因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近期召开 2023
年 —2024 年 全 区 冬 春 季 大 气 污
染防治攻坚行动启动会（电视电
话会）指出，今年前 10 个月，宁夏
地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79.9%（优良天 242.8
天），同比下降 4.3 个百分点（优良
天数同比减少 13 天）。按照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法排名，全区环境
空气质量由好到差依次为固原
市、中卫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吴忠市、银川市、石嘴山市。

数据显示，扣除沙尘影响后，
前 10 个月，宁夏 6 项空气主要污
染物平均浓度同比“两降两平两
升”，PM2.5为 27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6.9%；CO为1.0毫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16.7%；NO2为24微克/立
方米，同比持平；SO2为 12微克/立
方米，同比持平；O3为 151微克/立
方米，同比上升 4.1%；PM10为 62微
克/立方米，同比上升1.6%。

据了解，沙尘、气象等因素是
今年前 10 个月宁夏“气质”不佳
的主要原因。今年 1 月—10 月，

宁夏已出现 20 次沙尘天气过程，
同 比 增 加 9 次 ，沙 尘 天 气 导 致
PM10 污染天同比增加 13.6 天、优
良天数比例同比减少 11.9 个百分
点。扣除沙尘影响后，全区未出
现重污染天。同时，今年 6 月—8
月，宁夏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降
水量和降雨频次偏少，加之污染
物排放叠加影响，前 10 个月宁夏
共发生大范围区域性臭氧污染过
程 9 次，同比增加 4 次，臭氧浓度
同比上升 3.8%，臭氧污染过程也
成为宁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减少
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部分重点区域、重点城市
群数据分析来看，夏季臭氧浓度
整体呈上升趋势。宁夏六盘山区
域背景站、贺兰山马莲口站点作
为全区背景点和对照点，臭氧浓
度均同比升高，臭氧污染呈现区
域性污染特征。与相邻省份相
比，宁夏各地市均未出现臭氧中
度以上污染，在不利气象条件下，
宁夏开展夏季臭氧污染防治攻坚
行动，有效遏制了臭氧污染趋势
和污染程度。

巩留以河湖长制促水质提升
89位河长打通河湖管护“最后一米”

本报讯 打开巡河 APP 做记
录、看水质、捞垃圾，确保河段水
质无污染……这是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阿
克吐别克镇阿克吐别克村的河长
买买提江·库尔班，每天坚持在伊
犁河边做的巡河“功课”。

买买提江主要负责伊犁河巩
留县阿克吐别克镇河段的管护工
作，每天他都要用一小时时间巡
河，除了河面清漂、河道清洁，下
雨天，他还要保证河水畅通。眼
下已进入冬季，寒风呼啸，气温骤
降，他坚持冒着寒冷继续巡河。

巩留县共有吉尔格郎河、库
尔德宁河等 24 条河流，全县共配
置县、乡、村 3 级河长 89 人，其中
县级河长 4 人，乡镇级河长 27 人，
村级河长 58 人。按照县、乡、村
三级河湖长制组织体系，各级河
湖长通过巡查加保洁的模式开展
辖区河道巡查、宣传、保洁等工作，
打通河湖管护“最后一米”。截至目

前，为加强河湖长制水域岸线保护，
巩留县已完成8条大小河流的管理
范围划定工作，埋设岸线界桩 333
个、告示牌60个、公示牌72个。

如今，阿克吐别克镇阿克吐
别克村河段水质越来越好，买买
提江既是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在巡河过程中发现白色垃圾，要
及时清理。要时刻对身边的人进
行环境卫生整治宣传，提升他们
保护河道的意识。”买买提江说。

阿克吐别克镇河长办公室负
责人阿布都外力·阿布都艾尼介
绍，2023 年，为保护群众生命安
全和河道卫生，阿克吐别克镇建
设了 5 公里的河道围栏。办公室
共有 16 名巡河员，巡河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都会在当天得到及时处
理。通过巡河 APP 记录，每条河
流的管护责任都可追溯到人，并
接受社会监督，形成了党政负责、
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治水责任
链条。 杨涛利 吕佳齐

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如何深入村级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如何深入村级？？
湖州市安吉县夏阳村与上游湖州市安吉县夏阳村与上游 33个村庄签订全国首个村级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个村庄签订全国首个村级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本报见习记者王雯通讯员王翾锋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区域作为南水
北调中线的源头，担负着向华北地区供
给优质水资源、护卫首都生态安全和水
安全的重大政治任务。生态环境部华
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所）
持续技术支撑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历史
遗留矿山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多
年来，通过开展科技创新、科技支撑和
科技服务，全面支撑矿山生态环境管理
决策。

■ 心怀国之大者，系统推进
白河县硫铁矿污染治理

白河县硫铁矿区位于陕西省东南
部，属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水质影响
区，境内的白石河是汉江一级支流，其
汇入汉江后即汇入丹江口水库。上个
世纪 60 年代，白河县境内陆续开展硫
铁矿开采和选矿等活动，由于早期矿山
开采方式粗放、技术落后、矿硐随挖随
甩，废弃矿硐和废矿石堆随坡裸露散乱
堆放，硫化物氧化产生的酸性废水直接
排入附近河道，造成部分断面水质超
标，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2020 年 7 月 4 日，《澎湃新闻》报道
了陕西省白河县硫铁矿开采污染问题，
生态环境部党组高度重视。为有效防
控矿区重金属污染环境风险，确保丹江
口水库水质安全，保障“一泓清水永续
北上”，陕西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作出
批示，省市县各级均成立了硫铁矿污染
治理办公室。自此，白河县历史遗留硫
铁矿区污染治理攻坚战拉开序幕。

国之大者，使命必达。面对硫铁矿
污染防治这一世界性难题，华南所高度
重视白河县硫铁矿区污染防治综合治
理工作，成立工作专班，并联合国家和
地方 5 家科研单位，全面开展白河县硫
铁矿区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和《白河县硫
铁矿区污染综合治理总体方案》（以下
简称总体方案）编制工作。项目组克服
时间紧、任务重、矿区地貌复杂危险等

不利因素，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成立
现场临时党支部，建立党建制度、工作
例会制度、项目协调制度、保密管理制
度，长期派驻驻点人员，周例会、月调
度，及时通报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分析
存在的问题，以强有力的组织模式全面
推进总体方案的编制工作，为白河县硫
铁矿污染治理顶层设计提供高质量的
技术支撑。

精准调查，系统治污。深入调查研
究是精准科学施策的重要基础。陕西
白河硫铁矿区酸性废水污染问题已近
20 年，当地政府曾开展过封堵矿硐、修
建拦渣坝等矿区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工
作，但污染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自 2020 年 8 月开始，华南所受生态环境
部和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开展环境
调查评估和总体方案编制等工作，全面
技术支撑白河县废弃硫铁矿区污染综
合治理工作。在调查评估阶段，项目组
采用遥感覆盖式排查—无人机重点核
查—地面实地核验的三级排查模式，结
合污染源分布、形态、规模等特征调查
和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介质交
互关系调查结果，分析污染成因，查清
酸性废水产生源头、污染负荷及影响途
径，从污染源、迁移途径和敏感受体影
响等层面，综合考虑矿区环境风险的主
要环节和影响因素，对废弃矿硐、废石
堆和矿点进行综合评价和风险分级，科
学、系统、精准诊断白河县废弃硫铁矿
区污染问题及影响程度。在总体方案
编制阶段，项目组坚持“请进来”与“走
出去”相结合，多次召开技术交流会，邀
请国内矿山治理领域专家“问诊把脉”，
与省、市、县专班人员多次赴国内废弃
矿山污染治理典型地区开展调研学习，
努力找到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的最佳
解决方案。项目组以“技术可行、经济
合理、环境改善”为目标，最终提出了

“源头减量、过程控制、生态恢复、环境
监管”的系统综合整治方案，实施“一硐
一策”“一堆一策”和“一河一策”，形成

废弃硫铁矿污染综合治理的“白河经
验 ”，为 硫 铁 矿 污 染 综 合 治 理 指 明 了
方向。

试点现行，动态评估。考虑到国内
矿山污染治理项目成功案例较少，总体
方案提出对部分有条件的矿点先行开
展原位风险管控、矿石微表面钝化等技术
验证，边试点，边研究，边治理，及时总结
试点项目经 验 ，动 态 调 整 后 续 工 作 方
案。受生态环境部固体与化学品司委
托，华南所组织技术团队，每半年对整
治工作开展评估，及时调整技术路线，
动态调整治理项目清单和工作任务，确
保治理工作始终走在正确轨道上。截
至目前，白河县已治理 3 处废弃矿点，封
堵矿硐 76个，清运废渣 19.4万立方米，生
态修复3万平方米，废石贮存场建成投用，
安全贮渣5万立方米。治理区域断面污染
物浓度持续下降，较2020年相比，pH值上
升明显，铁、锰浓度分别下降 93.22%、
66.22%，磺水河段距离由 56 公里缩短至
37公里，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 瞄准科技前沿，构建废弃
矿山污染综合治理技术体系

近年来，华南所通过构建“调查评
价—方案设计—跟踪评估”的全链条技
术服务体系，全面支撑了“部—省—市
—县”多层级的环境管理工作。创建了
废弃矿区环境风险评价及分级分类技
术体系，创新流域污染控制断面和水质
达标断面的划定方法，科学合理设定治
理目标，首次提出“源头减量—过程控
制—生态恢复—环境监管”的矿山污染
治理技术体系，构建了废弃矿区调查评
估技术体系、污染防控技术体系和跟踪
评估技术体系，形成了废弃矿山污染综
合治理技术模式，科研成果已在粤港澳
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黄河生态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区域全面推广应用，
为国家矿山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了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科学治污践行“国之大者”

“白河经验”破解“磺水”难题
◆王炜 陈岩贽

“无废城市”建设 始于新践于行
◆张明杨 张子萌

“无废城市”建设是生态环境领域
践行美丽中国战略构想的重要抓手，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
下简称华南所）坚持创新是“无废城
市”建设源动力，积极推动方法创新、
思维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全方
位、多层次支撑国家“无废城市”建设
工作，全力打造聚焦科技研发服务领
域需求的“无废城市”建设技术支撑
体系。

方法创新，勇拓管理路径，
突破“无废城市”建设瓶颈

“无废城市”建设成效是关乎人民
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持续推动“无
废城市”建设的关键所在。如何科学量
化评估“无废城市”建设成效，突破管理
瓶颈，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华南所积
极承担生态环境部委托的“无废城市”建
设成效评估方法研究任务，统筹考虑“无
废城市”建设成效定量与定性评估的双
重需求，探索引入大语言模型等人工
智能技术辅助，构建数据可获取、指数
可更新、结果可验证的“无废指数”评价
模型并开展验证与完善，为国家开展“无
废城市”成效评估提供科学方法。此外，
华南所还牵头承担电镀、电子电路两个
行业“无废工厂”“无废园区”建设标准制
定及上述两个行业危险废物管理指南
编制等工作，为深入推进工业领域“无废
城市”建设提供标准保障。

思维创新，勇担时代重
任，绘就“无废湾区”宏伟蓝图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沿海开放
前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重要
地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成为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广东省将探索“无废
湾区”建设路径列为本年度重点推动
的创新任务，华南所积极支撑地方，勇
担时代重任，充分考虑到粤港澳大湾

区具有“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
势，寻找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利益、识别

“无废湾区”建设面临的核心难题，采
用求同存异的研究思维，统筹考虑协
调降碳减污，拟订分阶段开展建设的
思路与目标，通过建立“无废湾区”建
设组织协调机制，推动区域产业绿色
升级，加强区域在水气固土多介质和
多目标污染防治协同领域开展广泛合
作，充分发挥香港和澳门金融制度优
势等实施路径，全方位深层次描绘“无
废湾区”建设蓝图，为下阶段开展建设
工作提供坚实基础。

模式创新，勇当帮扶先
锋，助力“无废城市”提质增效

华南所作为国家“无废城市”建设
技术帮扶组成员单位，围绕技术帮扶
工作需求导向开展服务模式创新，以
东莞市为示范，积极探索打造“纵横内
外”技术帮扶先锋队。纵向完善技术
帮扶组织机制，成立首席科学家东莞
工作站，建立健全“首席科学家总体设
计—技术团队远程支撑—专业人员现
场驻点—专家智库答疑解惑”的运行机
制；横向响应“无废城市”建设多部门需
求，全力支撑广东省东莞市“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专班各项任务部署。

专家智汇，城市无废，华南所在福
建南平市光泽县牵头承办“‘十四五’时
期‘无废城市’建设高端研讨会”，邀请院
士、各领域国内外知名专家针对“无废
城市”建设面临改的难题出谋划策，线
上点击量达 30 余万次，点赞量达 3000
余次。华南所在技术帮扶过程中积极
协助地方谋划大项目，解决大问题，以
光泽县为示范，华南所协助策划总投
资 6.08 亿元的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该

项目获得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专项债支
持 3 亿元，拟通过建设一批“绿岛”基
础设施，对周边企业产生的恶臭气体进
行集中收集与提标治理，可显著解决
光泽县“无废城市”建设面临的核心
难题。

技术创新，勇攀科技高峰，
打造“无废城市”高速引擎

固体废物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先进
适用技术装备成为我国“无废城市”建
设的迫切需求。为强化固体废物领域
学科体系建设，在华南所领导带领下，
通过追踪固体废物环境保护领域重大
管理与科技需求，构建了由多源复杂
固废多尺度污染作用机制研究、多源
复杂固废绿色低碳利用处置技术与装
备研发、“无废城市”建设支撑技术研
究三条学科支链组成的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学科体系。在学科体系指引下，
识别科学问题，发现科学规律，研发成
套技术装备，联合企业开展产学研深
度融合。围绕广东省中山市某表面处
理企业废水中重金属元素铬浓度高、
污泥产生量大的核心难题，利用自主
研发的一级化学反应沉淀、二级气浮
浓缩技术装备在企业现场开展工程示
范，工程建成后可使企业含铬污泥产
生量减少 10%，液态危险废物产生量
减少 60%，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高度统一。

“无废城市”建设将是长期开展的
系统工程，华南所将紧密围绕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领域科技需求，以构建城市多
源固废增值循环利用体系为学科建设
目标，打造科研与管理相融合的学科发
展体系，持续为“无废城市”建设提供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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