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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沙 10 月 27 日电
（记者刘芳洲、蔡潇潇）湖南省
株洲市曾是全国首批重点建设
的 8 个工业城市之一，但长期
“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
放式发展模式让株洲欠下一本
生态账。
　　如今，擦亮蓝天、重还碧
水、保护净土，一场攻坚战在这
个昔日的老工业基地打响。

擦亮蓝天

　　“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候，
家里都不敢开窗户。”回想过去
的环境污染，61 岁的环保志愿
者张纪湘记忆犹新。2003 年、
2004 年，株洲连续被列入“全
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
　　如何让蓝天重现？株洲市
对道路控尘控车，企业控排、控
烧、控煤，让烟尘与异味不再
出现。
　　株洲市九华新材料涂装实
业有限公司是株洲轨道交通装
备制造业企业。因为排放废气
和不断散发刺鼻异味，数年来
一直被周边企业和居民投诉。
　　“原来车间里到处都是灰
尘，涂料的气味也特别大。”在公
司工作了 20多年的老员工易志
平说。2018年，响应大气治理的
号召，九华公司投资 500万元对
车间有机废气进行了分区收集
处理，园区内的异味被绿化区域
中的花香代替。
　　在株洲，有数个环保志愿
者组建的微信群，分布在各个
行业。只要志愿者在群里反映
污染问题，生态环境、城管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会第一时间处
理。“政府有作为、有担当，发现
问题就及时解决，形成了良性
循环。”张纪湘说。
　　近年来，株洲市区优良天
气天数从 2013 年的 214 天增
加到 2019年的 280天，居长株
潭地区第一。截至 9 月 30 日，
株洲市今年优良天气天数达
251天，同比增加 33天。

重还碧水

　　夜晚，株洲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荷塘执法
大队一中队队长李昕接到群众投诉后，前往荷塘区新市村餐
厨垃圾处理中心调查疑似偷排点。
　　李昕和同行队员穿着连体防水衣，进入地下水泥管道。
经过 40多分钟的现场调查核实，发现排水口并无偷排直排
情况。
　　这样的“无功而返”是李昕最希望看到的。“现在群众的
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收到的信访投诉很多。但实际上企业单
位偷排直排现象逐年减少，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成
效。”李昕说。
　　为有效破解不法企业与生态环境部门“躲猫猫”，环保
设施建而不用、时开时停这一监管执法难题，株洲市建成
“电力大数据+环境监管”平台。目前，全市共安装 237 套智
能监控电表，覆盖 217 家企业，对重点污染企业进行智能
监控。
　　今年 1 月至 8 月，湘江株洲段、洣水、渌江整体水质保
持Ⅱ类；全市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

保护净土

　　清水塘老工业区是国家“一五”“二五”期间重点投资建
设的工业基地。15.15 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聚集了 261 家
企业，多以冶炼、化工为主。
　　“以前这里水流过的地方寸草不生，稻谷、蔬菜种到土
里，没几天就枯了。”在清水塘片区生活了 30 多年的杨柳
青说。
　　为彻底截断污染源，株洲市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对清水塘
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到 2018年年底关停了全部 261家
企业。从此，株洲市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步入快车道。
　　近年来，株洲启动污染土地修复及再开发世界银行贷
款项目，实施核心区 2平方公里土壤修复工程，污染存量大
幅下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区域内需修复治理的 3932 亩
土地，目前已完成 2457 亩。现在，株洲市民被蓝天碧水、绿
水青山“刷屏”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从严重污染之地到绿水青山典范之城，株洲的蝶变是
新发展理念落地生根的体现。”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说，株
洲通过关停淘汰落后企业、打造中国动力谷，倒逼生态环境
改善和新旧动能转换，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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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1 日，保洁人员在岸边把无人巡检及垃圾收集
船上收集的河面漂浮物收集上岸。

  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城市
管理局以提升民众获得感 、全民共享治水成果为出发
点，对辖区多条河道推广运用智能监测系统 、无人驾驶
船只巡检系统、河道 AI 监控系统、河道垃圾自动清扫系
统 、污水零直排综合评价系统 、百姓服务港等软硬件设
施，用高科技手段实施“智慧治水”，完善云上城管平台，
打造“景观带、生活带、智慧带”为一体的美丽河道，实现
城区河道“社会共治、全民共享、智慧监管、精准治理”的
目标。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常州：垃圾焚烧发电厂变身“城市客厅”

从“九龙治水”到“四水同治”
洛 阳 治 水 兴 水 实 践 观 察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韩朝阳、袁亨瑞）洛阳
因水得名，因水而兴。但过往一段时期，“九龙治
水”管不好一条河，乱排、乱采、乱堆、乱建现象
在当地河湖溪涧常见，毁了河流生态，误了河道
安全。近年来，洛阳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水灾害“四水同治”，抓好大保护，推动大治
理，“水清、岸绿、路畅、惠民”的生态河、幸福河
成为洛阳治水新图景。

把脉全域探根源 斩断河流污染源

　　深秋时节，洛阳市区的瀍河汇入洛河河口
处，层叠的草地、灌木、绿树点缀瀍河两岸。傍晚
时分，岸边垂钓的市民星星点点，步道上漫步的
游人散落林间。
　　瀍河发源于洛阳市孟津县。“虽然叫河，但
泉眼干涸近 40年，污水处理厂排放的中水是主
要水源。”孟津县瀍河综合治理指挥部办公室副
主任李帅说，每天近 3万吨中水排入瀍河，尽管
处理标准达到一级 A，但与地表水五类标准相
比仍有差距，瀍河实际上是一条排水沟，水质常
年劣五类。
　　洛阳人曾把瀍河叫作“臭水沟”，瀍河入洛
河河口处长期是烂泥滩，水有异味，垃圾遍地。
　　瀍河的治理困局也是洛阳治水难题的缩
影。洛河、伊河、涧河、瀍河是洛阳的主要河流。
虽然治河治水从未中断，但“九龙治水”管不好
一条河，水污染是首要治理难题。

　　近年来，洛阳推行河长制的同时，提
出“四水同治”。瀍河治污，重在源头治理。
2017 年以来，孟津沿 29 .6 公里河道拆除
67 家养殖场，封堵 10 个排污口，为污水处
理厂配套建设 3 .8 万平方米人工湿地。李
帅介绍，经湿地深度净化后，中水中总氮、
总磷、氨氮、COD 等指标大幅下降，水质
达到地表水三类，瀍河由此恢复为清
水河。
　　如今，瀍河入洛河河口处的洛阳八小景
之一———“瀍壑朱樱”迅速走红，不仅成为市
民休闲好去处，每年樱花、牡丹绽放时，引得
众多游人醉。

综合治理强筋骨 恢复河流好生态

　　截污治污只是河流治理的第一步，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是洛
阳治水的要义所在。
　　为了治水兴水，洛阳坚持伊、洛、瀍、涧
“四河同治”，四河沿线 360 个排污口全部截
流，河渠两岸城区段截污管道全覆盖，新建污
水处理厂 38处，完成 65个沿河村庄整治，河
道治理线内拆迁腾地、退田还河，斩断河流污
染源。
　　针对水源不足、河岸不绿、堤防不牢、设
施不全、道路不畅的问题，洛阳通过引水补
源、河道治理、生态绿化、完善路网等举措同

步治理。
　　从洛阳城区出发，驱车沿洛河前往宜阳
县，20 余公里河道两岸堤防完整，草木层
叠，步道贯通，游园散布。这条绿色长廊上抵
洛宁县，下接洛阳城，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宜
阳县水利局总工程师王宜涛说，经过疏浚河
道、加固堤坝、平整河床，县城段的防洪标准
已由最初的不足 5 年一遇提高到 5 0 年
一遇。
　　在洛阳市伊川县，绵延 41.3 公里的伊川
伊河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即将接受验收。创
建伊川伊河国家湿地公园 5 年来，当地取缔
34 家采砂场、40 家散乱污企业，建设 5 座污
水处理厂，逐步恢复水生态，伊河水质常年保
持在地表水三类以上。伊川伊河国家湿地公
园（试点）管理处主任李亚宾介绍，5 年来，鸟
类资源增加 17 种，植物增加 175 种，其中不
乏银杏、水杉等一级保护植物，中华秋沙鸭、
黑鹳等一级保护鸟类。
　　近年来，洛阳完成河道综合治理 225.7
公里，建成 5 项引水补源工程，并沿河建设
500 余公里绿色生态走廊。如今，洛阳境内
洛、伊、瀍、涧四河水质基本保持在地表水三
类以上。

保护利用相结合 景美宜人惠两岸

　　 66 岁的洛阳市洛龙区李楼镇夏庄村党

支部书记海国建，见证了环境改善给村里带
来的变化。3 年前，夏庄村紧挨伊河的河滩地
上还有 80 余家养殖场、砂石厂等散乱污企
业，沟渠里的猪粪下挖 1米不见底，河滩里的
采砂沟深达 10米。
　　“沟渠里是黑臭水体，河滩地里没法进
人。”海国建说，往前几年，拆散乱污企业抵触
很大，现在谁敢排污，老百姓第一个不答应，
要问一句“猪场污染不污染，你家吃水不吃
水”。
　　取缔夏庄村的散乱污企业、新建污水
处理设施后，李楼镇还在河滩地上种草栽
树，将污水处理厂直排伊河的中水引入河
滩，在伊河北岸造出 900 多亩人工湿地。中
水绕了几道弯，经过水草、林木的涵养净
化，水质更好了，搭配上亭台步道，初步形
成水系景观，夏庄村边上“长”出个大公园。
海国建说，这里成了周边村民散步、跳舞的
大游园。
　　伊河北岸的李楼湿地仅是洛阳市统筹推
进“山、水、田、园、林、路、城”综合治理的一小
部分。河流治理的最终目的还是改善环境，造
福人民。近年来，仅在洛阳城区就沿洛河形成
绵延 42 公里的洛浦公园，沿伊河形成绵延
30 公里的伊水游园，完成 28 处游园、湿地建
设，居民“开窗见绿，出门进园”的目标基本
实现。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陆华东、朱筱）每隔一天，
74岁的江苏常州市民杨裕华都会早早起床，骑上
电动车，来到离家 1.5公里远的“城市客厅”晨练，
再到宽敞明亮的图书馆看会儿书。
　　与其他地方市民常去晨练的城市公园不同，
老杨钟爱的“城市客厅”其实是一座垃圾焚烧发
电厂，而且处于居民区、商业区、工业区和旅游景
区四区交界处，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 150米。
　　日前，记者来到这座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
进区遥观镇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里没有围墙，
市民可以自由出入，建有湖中喷泉、图书馆、篮
球场、咖啡吧等设施，每天有大量当地居民和外
地游客前来“打卡”。

　　据杨裕华回忆，2006 年当地刚开始引进
这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时，周边居民都很担
心环境会受到污染。
　　为了消除居民的担忧，负责建设垃圾焚
烧发电厂的光大环保能源（常州）有限公司，
一方面不断提升技术水平，降低污染排放；另
一方面组织当地民众前往上海、苏州等地已
经建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参观，逐步赢得当
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第一次到垃圾焚烧发电厂参观时，我心
里也没底，以为气味会很难闻，甚至有毒，当
时还特意去买了口罩。参观后，我发现自己多
虑了。”杨裕华说。

　　自 2016年起，垃圾焚烧发电厂进一步将
环保设施开放作为规定动作，将每月的第一
个周末设为公众开放日。
　　超低排放同样关键。走进厂区，记者隔着
玻璃能够清晰地看到大型机械手臂正在不断
将垃圾送入焚烧炉，全程闻不到任何异味。中
央控制室内的电子屏上实时显示着各类污染
物排放指标。
　　光大环保能源（常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史春华介绍，企业研发了烟气净化系统，烟气
排放全面执行国家标准，与环保部门联网，实
时上传数据，主动接受政府和公众监督。
　　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继续开放参观的基础

上，2019 年主动拆除围墙，增建大量惠民便
民设施。
　　“围墙拆除后，我们多了休闲健身的好去
处，大家都很高兴。”杨裕华说。
　　这是江苏近年来加速推动环保设施向公
众开放的一个缩影。2013 年起，江苏省启动
“带着公众看环保”活动，选择部分环境监测
站以及污水、垃圾、电子废弃物处理设施作为
开放点，组织公众深入其中，学习环保知识，
感受环保变化。截至目前，江苏已累计组织线
下开放活动 1300 多场，开展线上直播等“云
参观”活动近 50 场，累计参观人数超过 600
万人次。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冯大鹏）作为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和深度贫困县，河南
省南阳市淅川县近年积极践行“两山理论”，
贯彻“生态立县”战略，坚持“短、中、长”三线
产业结合，努力探索水清与民富双赢的脱贫
攻坚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
融合发展的绿色发展之路。

保水质：“壮士断腕”式治污

　　秋日里，行驶在淅川丹江口水库岸边，心
情怡然。
　　淅川，因水得名，因水而兴。作为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取水地，丹江口水库库容 290.5
亿立方米，其中近 5成在淅川境内。
　　一池清水来之不易。自 1959 年至今，淅
川先后动迁近 40 万人。2012 年起，淅川关
停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工业企业，600 多家
规模养殖场和 5 万多个养鱼网箱被拆。
　　“壮士断腕”式治污后，淅川下岗工人一度
达 1.9万人，县财政每年收入减少 2.8亿元。
　　但是，保水质，仅靠“拆”“关”还不
够，淅川县还摸索出了“建、管、种、转”的
路子：全县 17 个乡镇街道和 150 个中心
村建设了污水处理厂点；设立数千人的
库区清漂管护队伍，建立多个水质监测
站点；连续多年植树造林；出台政策，引
导农民调整农业结构，开展面源污染治
理，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
　　 6 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供水量持续
增长，水质稳定达标，丹江口水库 109项全因

子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Ⅱ类标准，陶
岔取水口水质达到Ⅰ类标准。

促脱贫：绿水青山成金山银山

　　水变绿了，山变青了，生态环境好了，如
何将其转化为发展优势？
　　脱贫攻坚战伊始，淅川着眼打造绿色
产业，确立了‘短、中、长’三线产业结合的
绿色发展思路：“短线”发展食用菌、中药材
等；“中线”种植软籽石榴、大樱桃、薄壳核
桃等经济林果；“长线”则围绕山、水、生态
发展乡村旅游。
　　西簧乡梅池村有几十年的香菇种植历
史，由于地处深山物流不通，群众仍然过着
穷日子。如今，借助“互联网+”机遇，一朵朵
肉厚圆整的香菇远销海外，为村民撑起了
“致富伞”。
　　九重镇张河村距离陶岔渠首只有几公
里，曾以种植辣椒闻名，但大量使用化肥、农
药后，土壤出现板结。2014 年，村党支部书记
张家祥协调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软籽石榴
种植，每亩产值达 1.5万元。
　　位于县城西北 30 公里的毛堂乡银杏树
沟村，曾是一个“无村部、无广播、无手机信
号，喝雨水、走泥路、住土房”的深度贫困村。
2017 年后，这里发展乡村旅游，村集体经济
从无到有，合作开发的“芈月山”牌矿泉水上
市，村里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淅川重点打造的“淅有山川”区域
公用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提高，软籽石榴、杏
李、大闸蟹、小龙虾等众多生态农产品走向全
国市场。旅游从业人员超过 30000人，农家乐
和特色民宿 500多家，辐射带动 1600多户贫
困户增收致富。

谋发展：生态理念融入工业转型

　　“把生态当成产业来经营，原始化的资源
可变成经济化的资产。工业是立县之本，也应
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实现工业经济生态化。”
淅川县县长杨红忠说。　　
　　冶炼、化工等曾是淅川的优势产业，为了
实现经济生态化，淅川大力调整工业结构，聚
焦汽车零部件和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扶
持扩大绿色环保企业规模。
　　淅川县丰源化工厂过去效益很好，关停
后，在各方帮助下，成立了天一减振器公司，
成功转型为一家绿色环保的中高端汽车减振
器生产企业。
　　“一库清水倒逼我们向科技要效益，拉长
产业链，发展环保产业。”福森集团董事长曹长
城说。通过新建多条国内先进的生产线，福森
药业成为国内剂型较全、生产规模较大的制药
企业之一。在福森集团带动下，金银花等中药
材种植成为丹江口水库岸边的富民产业。
　　伴着一渠清水淙淙流过，一批无污染、
高科技的现代企业在淅川扎下了根。今年，
当地行业领军企业淅减公司年产 5 万只轨
道交通减震器项目竣工投产；福森药业药
品生产线扩建及技术提升项目主体车间已
完成 70%；聚焦食品深加工业，饮料、香菇
酱加工等 10 余个项目正在快速推进。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实
践证明，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路子走对
了，要坚定地走下去，开辟水清民富县强新境
界。”县委书记卢捍卫说。
  
  图为河南淅川县境内的丹江口水库库区
景色。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百 城 千 县 万 村 调 研 行 ”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张桂林 、周凯）尾矿库顶
部、边坡覆土加固，周边
建有截洪沟，投入 4000
多万元的渗滤液处理站
正在运行……这是记者
在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涪
陵）磷石膏尾矿库看到的
场景。而 4 年前，这座尾
矿库尘土飞扬、污染严
重，影响周边群众生活。
　　中化涪陵位于重庆市
涪陵区长江南岸，是一家
有 50 多年历史的老化工
企业。其尾矿库紧靠长江、
磷石膏渣堆积如山，渗滤
液漫溢入江隐患突出。如
今，该企业已启动环保搬
迁，经过 2 年多的生态修
复，这个曾经威胁长江生
态的尾矿库蜕变成一座江
边青山。
　　深秋时节，走进重庆市
广阳岛，江风扑面、草树葱
茏，湿地生机盎然。这个江
心岛，曾一度规划超过 300
万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量，
导致局部生态被破坏。2017
年 8月，重庆市叫停广阳岛
“大开发”。经过疏田清湖、
丰草植树等系统修复，现在
定位为“长江风景眼、重庆
生态岛”的广阳岛植被覆盖
率恢复至 82%。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生态修复处处长李萍
介绍，重庆市当前正大力
开展国土绿化提升、矿山
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七大类生态修复工
程，加快建设“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是重庆主城区天然生
态屏障。曾经，保护区内村
民“靠山吃山”，农家乐无
序发展，部分违规项目“蚕食”林地。2018 年
6 月起，重庆市开展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环境整治，累计拆除各类建（构）筑物 50多
万平方米，修复绿地 30多万平方米。
　　生态修复点多面广，资金投入量大。重
庆市积极探索生态地票制度，以耕地占补平
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基础，将部分
生态受损区域修复成合格农用地后进入市
场交易，以撬动社会资金参与生态修复。目
前，重庆市生态地票交易达到 4108 亩、交易
额 7.65亿元。
　　据悉，重庆市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试点 289 个项目，现已完成 196
个。随着昔日的生态“伤疤”逐步修复成生态
景观，好山好水让重庆绿色发展之路越走
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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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治水”助力美丽河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