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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流域水环境共治共保联盟成立
5市每年将推动落实“十件事”

近日，生态环境部网站公示第二批美
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的花湖入选其中。

花湖，藏语叫措恰扎，寓意为湖面五颜
六色，犹如盛开在我国第二大草原热尔大坝
草原上的绚丽花朵。其不仅是黄河上游重
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固体
高原水库”。

近年来，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地，
花湖通过“坚决退、系统治、长效管”的生态
恢复路径，为黄河流域践行“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贡献了“四川
实践”。

华南所（应急所）建所50周年——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

图为花湖美景。杨维摄

坚决“退”：
水蓄起来了

千米生态堤坝锁住湖水

花湖作为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蓄
水池”，每年为黄河补水量达 44 亿立方
米左右，占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的
7.58%。

然而，花湖曾“枯萎”过。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花湖周边区域实施“开
沟排水”“向湿地要草场”等工程，导致花
湖区域水位急剧下降、水域面积急剧萎
缩，花湖面积一度下降到 215公顷。

面对花湖的“枯萎”，一场拯救行动
随即开启。

2010 年，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开始实施花湖湿地修复试点工
程。2011 年，阿坝州投资 1000 万元州财
政资金，在花湖筑起一道高 1 米、宽 6 米、
长 1740 米的护堤。60 米的生态溢流坝
修建在出水口的地方，湿地上游的水在
这里被“锁”住。

将水“锁”住的同时，花湖内也开始
大规模的“退”。

拆除湿地缓冲区内违规修建的木栈
道及观景台等旅游设施。2017 年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结果显示，花湖景区的设
施建在缓冲区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当地政府及
时整改，花湖内不符合规定的旅游栈道
及观景台全部被拆除，共计 21.26 亩。对
于拆除而被裸露在外的植被，政府投资

100万元进行修复。
“还”，即针对性地对核心区牧户采

取一次性补偿、季节性限牧还湿补偿、禁
牧还湿补偿、草畜平衡补偿等 4 种模式，
推动湿地生态保护。

据统计，全县减畜 9.08 万个羊单位，
草原禁牧 110 万亩，实施草畜平衡 103 万
亩，花湖流域占超载放牧治理量的 20%
以上，花湖畜牧超载率控制在 8%以内。

若尔盖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白玉君
介绍，在经过生态恢复、强化禁牧和草畜
平衡管理后，水位提升了 0.52 米，水域面
积扩大了 435 公顷，周边湿地沼泽恢复
892公顷，水源涵养能力大幅提高。

系统“治”：
草长起来了

生态修复使美丽画卷重现

旅游业是阿坝州的主导产业，多年
来花湖旅游产业收入稳居全州前五。

“围绕花湖大力发展的旅游业，让花
湖不堪重负。”白玉君说，人类活动的不
断增加，扰乱了湿地生态的原有平衡，对

“原主人”黑颈鹤等珍稀鸟类、鱼类栖息
繁殖产生较大干扰。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也是国际公认的珍稀濒危物种，被称
为“鸟类大熊猫”。花湖是黑颈鹤最为集
中的繁衍栖息地，被誉为“中国黑颈鹤之
乡”。

保护与发展如何平衡？
若尔盖县编制实施了《四川若尔盖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
（2018—2027 年）》，明确按照国家生态
旅游景区标准，严格规范花湖建设和保
护。若尔盖县还根据生态环境专家的评

估测算，自 2020 年起严格限制游客接待
量，目前，景区环境卫生状况和自然生态
保护能力明显提升。

为确保花湖景区实现“污水不入湖，
脏水不外排”，阿坝州投资 272.02 万元开
展流域农村和景区生活污染治理，安装
智慧生态马桶 518 套，新建三级沉淀池
及氧化塘 39 座、土壤渗滤污水处理设施
20 处。投资 3.96 亿元，实施生态脆弱区
及沙化项目 15个。

此外，花湖成功入围全国第二批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20亿元。

长效“管”：
生态环境好了

黑颈鹤也飞回来了

“水蓄起来了，草长起来了，黑颈鹤
也飞回来了。”自小就生活在这片高原湿
地的哈么当周，感到无比欣慰。每年 3
月，黑颈鹤便开始一年一度的迁徙之旅，
来到这里筑巢求偶，繁衍后代。

如今的花湖绿草如茵，若诗若画，在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不时会有一两只黑颈鹤悠闲地在湿地里
觅食、休憩。

为持续掌握保护区内黑颈鹤的种群
现状，进而更好地保护黑颈鹤及其湿地
栖息地，2016 年，保护区制定了若尔盖
黑颈鹤长期监测方案，围绕保护区黑颈
鹤重点活动区域的 4 条样线 90 个固定点
位进行数量监测。

为了保护花湖内珍贵的自然资源，
阿坝州建立州、县、乡、村四级管护体系
和草畜平衡长效机制，将河湖“清四乱”
常态化、“洁美花湖”定期化、岸线巡查制

度化。
在若尔盖湿地保护区内，有一支由当

地牧民组成的“湿地管护员”和“公益林管
护员”队伍。96名管护员以网格化方式实
施管理，守护着花湖这片天然净土。

科技给管理带来便利。若尔盖县搭
建了 3 套高清多波段智能探测仪器，实
时监控花湖及周边两公里内人员活动及
生态环境状况。

利用生态定位监测站、智慧生态监
测网等基础设施，重点区域气象、水文、
水质、鸟类活动都能被实时监测。比如，
建立狼样线监测 50 条，记录到包括狼、
藏狐、赤狐、黄喉貂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在内的大量野生动物。

生态环境好了，越来越多的动植物
在花湖“安家”。据不完全统计，保护区
共有野生植物 362 种、脊椎动物 237 种、
鸟类 176 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东方白鹳、彩鹮等 17 种，二级保护动
物 46 种。黑颈鹤数量已经从 1997 年的
400多只，增加到现在的 1000 只左右。

越来越多的爱鸟、观鸟游客来到若
尔盖，体悟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下一步，阿坝州还将立足资源禀赋，
决心把花湖打造成黄河上游生态环境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阿坝州阿坝州：：““枯萎枯萎””的花湖又的花湖又““活了活了””
◆本报记者王小玲

推进保护建设

打造美丽河湖

专 题

本报讯 钱塘江流域水环境
共治共保联盟启动仪式活动日
前在浙江省富阳水上运动中心
举行。

此次活动由浙江省治水办、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浙江省杭州
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徽省黄山市
人民政府、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
府、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政府、浙
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协办，杭州
市治水办、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富阳区人民政府承办。

仪式在《同饮一江水 共护母
亲河》宣传片中拉开了序幕，片
中 10 位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共
同发出了保护水环境的倡议。

杭州市副市长宦金元在致辞
时表示：“十年来，以新安江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为牵引，我们开展
跨区域会商、联合执法等多种试
点，市控以上断面水质达标率从
74.5%提高到 100%。杭州一定会
肩负起使命职责，全力协调并完
成盟约约定的‘十件事’，为联盟
长远发展跑好‘第一棒’。”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
钱塘江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成
果，杭州市富阳区、黄山市歙县
分别介绍了流域水环境共治共
保经验。

仪式现场，杭州市、绍兴市、
金华市、衢州市、黄山市政府共
同签订了钱塘江流域水环境共
治共保联盟盟约、钱塘江流域水
环境共治共保联盟宣言。同时，

杭州市、黄山市共同发布了《新
安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共同保护
规划》。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
员表示，钱塘江流域水环境共治
共保联盟盟约经由 5个城市共同
商议达成，联盟将组建钱塘江流
域水环境共治共保协作小组，由
5 个城市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各
市治水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任
成员，负责处理联盟日常工作。
自 2024年起，以一个自然年为周
期，按照杭州市、绍兴市、金华
市、衢州市、黄山市的顺序担任
联盟轮值市，负责每年一次召集
会商及相关保障等。

通过联盟的形式，建立健全
流域共治共保工作机制、钱塘江
流域水环境安全应急联动机制、
水环境质量和应急信息互通机
制等，探索搭建钱塘江流域生态
产业交流平台，推动旅游、文创、
环 保 产 业 等 领 域 的 发 展 与 合
作。每年将推动流域共治共保

“十件事”，即举办一次共治共保
工作会议；组织一次共治共保专
家研讨；进行一次流域水环境应
急能力检验；开展一次市级河长
巡河活动；组织一次环保产业发
展论坛；开展一次联合执法和联
合监测；开展一次治水机构人才
交流；开展一次共治共保联合宣
传；组织一次流域文旅研学观
摩；发布一册年度工作白皮书。

周兆木 陈爱民 闻旋

学习经验 拓展思路

峰峰矿区举办大气治理专题研讨班
本报讯 为提高全区大气污

染防治管理人员能力和水平，河
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日前在河
北环境工程学院举办了大气治
理专题研讨班。

此次研讨班由河北环境工
程学院专家进行专题授课，主要
围绕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
法，以及 VOCs 成因与控制、大
气污染防治现场检查要点、重污
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相关

政策及应用等方面进行授课。
峰峰矿区大气办、生态环境分
局、住建局等部门，各乡镇（街
道）及重点企业等 40 余名学员
参加学习研讨。

46 名 学 员 纷 纷 表 示 ，此 次
培训既有理论讲解又有案例应
用，既有专家授课又有现场教
学，课程设计科学合理、知识面
涉猎广泛，学到了经验、看到了
差距、拓展了思路。

刘佳 娄立新柴国强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是国家在
产业园区领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生态
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所）（应急
所）依托重点研发“城市群全过程环境治理与碳减排
协同调控技术与示范”课题，持续研究园区生态工业
发展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模式，为探索区域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提供示范，并在国
家重点战略区域得到推广应用。

科技支撑南沙绿色低碳发展，助力
《南沙方案》战略目标实施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
方案》经国务院印发，提出“到 2025年，绿色智慧节能
低碳的园区建设运营模式基本确立”。华南所（应急
所）立足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开发区生态工业发展实
际，为生态工业园区发展路径设计、过程评估与模式
总结等方面持续提供全过程技术支撑工作。通过园
区生态工业水平和减污降碳协同度系统评价，谋划园
区生态工业发展模式与路径，提出园区“延链、强链、
补链、智链”生态工业链网构建策略，建立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重点项目库，构建园区绿色现代化治理保障机
制，系统形成了“结构优化—协同增效—创新支撑—
政策保障”的产业园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科技支
撑南沙开发区生态工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管理水平双
提升。2022年 11月 19日，南沙开发区荣获“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称号，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十四五”期间首个获此殊荣的园区。

持续跟踪提质增效，凝练南沙绿色
低碳发展模式

南沙开发区自发展至今，经济发展模式在全国产
业园区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通过长期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创建和对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持续跟踪和成
效评估，园区生态工业发展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2022 年，园区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均削减率、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园区工业总
产值比例、园区人均工业增加值、单位工业用地面积
工业增加值分别达到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创建标
准的 2.9 倍、2.4 倍、6.7 倍和 11 倍；单位工业增加值新
鲜水耗、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和单位工业增加
值综合能耗分别下降至标准的 1/5、1/10 和 1/12，实
现工业增加值增长的同时主要污染物 COD、氨氮、
SO2持续减排的良好局面。2022年 6月，“广州南沙经
济技术开发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实现路径设计与评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
下简称华南所）（应急所）立足湾区，服务
华南，辐射全国，积极支撑地方开展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践，有益探索一批恢
复性司法实践案例与综合治理典范。

支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落
地见效

2019 年 4 月 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发现，广东省东
莞市虎门镇电镀印染专业基地部分企业
利用雨水管偷排有毒有害工业废水，形成
面积达 13 公顷的污水渗坑，排放重金属
废水超标数十倍，涉嫌严重污染环境罪。
经查，涉事基地内企业大多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区域环境复杂；企业生产生活污

水、居民生活污水及雨水长期外排至沙角
电厂粉煤灰场形成污水坑塘，塘内积水呈
强酸性和典型重金属污染特征。为尽快
查明环境污染范围和程度，厘清污染因果
关系，提出切实可行的生态环境修复方
案，地方政府委托华南所鉴定中心开展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评估组综合运用地质
和水文地质调查，结合污染源解析、现场
实测和实验室多情景模拟，建立大数据、
多维度因果关系分析体系，查明区域复合
污染情况，厘清污染责任；因地制宜指导
妥善处置坑塘污水 6 万吨、重金属污染坑
塘底泥 4 万余吨，科学施策助力区域生态
环境恢复；科学量化各类生态环境损害数
额 1.2 亿元，支撑地方政府与 27 家企业开
展多轮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这个案件也成为华南所（应急所）首宗
提供“鉴定评估—赔偿磋商—修复效果评

估”全链条技术支撑的典型案例，为探索恢
复性司法实践的“广东模式”打造范本。

共筑湾区发展生态安全根基

华南所（应急所）紧盯国家和地方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需求，通过复杂基质
特征污染物识别溯源、性质鉴定、因果关
系判定、损害量化等技术手段，着力解决

“污染物性质鉴定难”“有效证据固定难”
“实际损失评估难”等突出问题，构建了
“污染溯源—调查勘验—效应评估—定损
量化”的全链条损害赔偿技术支撑体系；
承担各类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项目 300 余项，支撑案件连

续 4 年入选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和生
态环境部典型案例。

近年来，围绕全面深化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华南
所（应急所）立足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与司法
鉴定科学研究院、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司法
行政机关建立紧密联系，积极推动省司法鉴
定协会环境损害鉴定专委会、省公益诉讼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联合实验室建设；开展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湾区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与生态恢复机制研究，致力打
造空间跨界、形态立体、生态互联的陆海统
筹生态保障体系；为维护粤港澳大湾区生态
安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

◆◆张晓君张晓君 周丽旋周丽旋

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易皓易皓 崔恺崔恺

助力长江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绿色发展助力长江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绿色发展

◆◆许文骏许文骏 赵坤荣赵坤荣

估”入选《粤港澳绿色大湾区建设
典型技术与案例汇编》。

华南所（应急所）对南沙生态
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技
术支撑，形成了多项技术成果，获
得了国家及省市相关部门的认
可。与此同时，以南沙开发区为代

表，结合其他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经验，总结凝练出了一套产
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的科学管理
技术支撑体系，已逐步推广至全国
其他产业园区，助力国家实现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战略目标。

安徽省马鞍山市因钢设市、因钢兴
市，长江母亲河的温婉与火红钢水的热
烈，“刚柔并济”地赋予了这座城市独特的
生命力，但同时也给长江区域带来环境
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 所（以 下 简 称 华 南 所）抢 抓 长 三 角 资
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机遇，以科技助
力马鞍山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政府主导 智慧运营的园
区“环保管家”

政府型“环保管家”由马鞍山市政府
自主构思并倡导，华南所团队下沉试点
园区，科技支撑马鞍山市“环保管家”创
新型探索：以问题为导向，以“管家+专
家 ”的 多 重 身 份 ，串 联 帮 扶 服 务 市 级 主
管部门、园区管委会和园区内企业 3 个
层 级 用 户 ；通 过 建 立“App 移 动 端 +PC

端”双重架构及多客户端口，以信息化、
智 能 化 模 式 为“ 市 — 园 区 — 企 业 ”三 级
体系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环境管理和咨
询服务。

在信息技术加持下，不到一年时间
里，华南所开展“点对点”帮扶指导企业
500 余家（次），累计编制管家意见书 90
多份，形成环境管理建议 440 多条，结合

“复 工 复 产 ”“四 送 一 服 ”等 七 大 任 务 建
设 ，形 成 全 链 条“环 保 管 家 ”服 务 模 式 。
同 时 ，华 南 所 编 制 了 工 业 园 区“ 环 保 管
家 ”服 务 管 理 规 范、园 区“环 保 管 家 ”服
务方案等文件，为“环保管家”在马鞍山
市形成长效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技导向 系统施策的流
域“环保管家”

华南所整合环保、住建、水利多方管
理 资 源 ，通 过 综 合 运 用 现 代 化 信 息 手
段，以“科技+管理+服务”的思路，集成

无人机航拍影像、卫星遥感、专网视讯、
动 态 水 质 监 测 、排 水 管 网 监 控 、水 环 境
模型和专业生态评估算法等科技，以精
准的环境数据采集与科学的技术分析，
为得胜河流域各类型生态环境要素的监
管及全流域生态质量改善提供可靠管理
抓手，打造流域生态智能管家平台。

华南所秉承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的理念，对流域实施精细分区管控，推
动污水源头、市政管网、治理设施、排水河
道全要素统筹治理的“源网厂河”治理模
式，协同推进陆上水下、减污修复一体化
整 治 ，实 现 水 环 境 改 善“ 质 ”与“ 效 ”双
提升。

同时，为地方政府提供流域环境调
查、监测、增项、治理“一篮子”支撑服务，
构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闭环，为长三角重
点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加全面、高
效的支持。

细针密缕孜孜不倦的政府
环保顾问

2019年开始，华南所技术团队一直驻
扎马鞍山现场，深入参与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通过一线驻点，锚“绿色转型”之
航，全面支撑全市空气质量限期达标、工业
园区排水系统排查与整改评估、城乡污水治
理与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实施；借“环
保督察”之势，解决六汾河、八段沟、当涂经
开区化工园区等一大批困扰地方已久的突
出环境问题；执“保护修复”之笔，谱写马鞍
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和重大
工程实施方案、“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等系列顶层设计；落“环境改善”之实，承担
市经开区、宝武马钢集团、得胜河流域“环保
管家”。近年来，马鞍山市先后获批全国海
绵城市建设示范市、国家森林城市、首批省
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称号；马鞍山正用高
水平保护绘就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