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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三湖”是我国的水污染重点治理对
象，除巢湖外，还包括太湖、滇池和淮河、海
河、辽河，这些河流湖泊分布在我国人口稠密
的聚居地，事关我国接近半数的省市社会经
济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是我国水
污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自 2006年我国启动《水体污染控制与治
理科技重大专项》以来，“三江三湖”的治理已
经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今年年初重度污染
多年的辽河率先摘掉了重污染的帽子。然
而，不可否认的是“三江三湖”整体水质依然
较差，治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水质普遍好转

辽河是辽宁人民的母亲河。今年年初，
经环保部等相关部门评估认定，辽河流域水
质达到了摘掉重度污染帽子的标准，辽河干
流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好于四类水质标准。

同样令人欣喜的一幕也发生在被称为中
国“最难治理河流”的淮河。1994 年淮河发
生特大污染事故时污染带长达 70 公里，这一
环境事件直接催生了我国第一部流域性水污
染防治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
例》，淮河也成为我国第一条进行水污染综合
治理的流域。今天的淮河水质已经连续多年
好转，水质已经达到三类水的标准。

海河是我国华北地区流入渤海诸河的总
称，诸河干流流经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省
市。2013 年 2 月对海河流域 75 个重点水功
能区水质监测数据成果显示，达到或优于Ⅲ
类水质标准的水功能区占总数的 49.3%。

对太湖的治理，更是受到全社会的高度
关注。江苏省把太湖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中之重，今天太湖水质稳中趋好，湖体由
中度富营养状态进入轻度富营养状态,总体
水质四类，5 年来没有再大面积暴发蓝藻，并
连续完成了“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不发生大
面积黑臭”的任务。同样，滇池水质也在好
转 。 来 自 滇 池 管 理 局 的 数 据 显 示 ，2006
年至 2011 年滇池透明度呈上升趋势，总磷、
总氮、氨氮及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呈下降趋势，
营养状态由重度富营养转变为中度富营养。

治理力度加大

“三江三湖”水质有所好转，正是得益于
国家近年来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程度的不断
提高和治理力度的持续加大。近年来，我国
针对“三江三湖”水污染防治进行立法，相继
发布了淮河、海河、辽河流域和太湖、巢湖、滇
池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并形成了流域管理
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治理资金投
入不断加大。

以辽河为例。为加快治理进程，辽宁先
后出台了《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等 12 部地方性法规，颁布了严于国家标准的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其中化学需氧
量 COD 的标准比国家标准严一倍。“十一五”
以来，辽宁共筹集投入资金 360 亿元，实施了
污染企业整治、污水处理厂建设、河道生态治
理“三大工程”。同时，辽宁在环境保护机制
上不断创新，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辽河管理局，
在体制上整合了水利、环保、林业、农业、国土
等职能，形成了合力推进的局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表示，未
来对河流湖泊的治理，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并落到实处。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还是
坚持惟 GDP 的政绩考核体系，而无视环境的
约束，环境治理不会取得良好成效。他强调，
虽然我国对“三江三湖”的治理取得初步成
效，但这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辽河摘掉了重
污染的帽子，也是就 COD 一个指标而言，氨
氮的达标率并不理想，这也是“十二五”期间
治理辽河的最严重挑战。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水环境保
护工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水将继续成为
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孟伟
表示，不过随着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越来
越深刻，重大水专项的成果在辽河和太湖等
领域应用并显现效果，未来全国水环境质量
改善会加快，预计到 2020 年，水环境有望初
步改善，50%以上地表水体达到三类水标准。

“三江三湖”治理

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沈 慧

巢湖治理一期投入 502 个亿。这个数可

不小，合肥的钱从哪儿来？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说，

在争取国家和安徽省支持的同时，合肥自己

加大投入力度。“目前，合肥处于工业化的中

期，良性发展的势头还会延续。而且合肥的

财政盈余还可以，去年的财政收入在全国省

会城市里排名第十，支出却只排在第十六

位 。 我 们 始 终 是 精 打 细 算 地 花 老 百 姓 的

钱。这几年合肥的三公经费一直没有增长，

甚至呈减少趋势，7 年没有买公车，公务员队

伍也始终没有超编。可以说未来 5 年，支撑

巢湖治理的资金没有问题。”

水污染的治理资金是个很严峻的问题。

不仅需要大投入，还要保证可持续。这是因

为水污染的治理十分复杂，而且作为一场持

久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以辽河为例，今年年初率先在“三江三湖”

中摘掉了重污染的帽子，5年的治理投入达360

亿。但这也仅是在COD一个指标上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氨氮的达标率并不理想，“十二五”期

间仍然面临严重挑战。再以太湖为例，目前累

计治理投入已有700个亿，虽然水质稳中趋好，

但是总体水质仍然为四类，还未达到让人们亲

水、乐水的三类水质。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太湖

治理的最大难题。

可以预见，未来随着水治理进程的不断

推进，以及政府公共环境服务职能的不断

强 化 ，对 资 金 需 求 的 压 力 还 将 进 一 步 加

大。对此，有人悲观地认为治理水污染就

是往水里扔钱，大投入也未必很快见到成

效。这种观念的错误在于没有深刻认识到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

未来的长远大计，没有深刻认识到资源环

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

因素。对此，吴存荣的一席话颇值得深思，

“对水污染的治理，我们必须深化认识、转

变观念。要认识到环保是最大的民生，政

府必须承担起治理的责任，这关系到民众

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度”。

回顾我国 40 年的环境保护历程可以发

现，治理的投入在不断加大，但是与西方国家

污染治理高峰期和我国污染治理的实际需要

相比，还相差甚远，这也是我国环境污染尚未

得到有效控制的根本原因之一。

要建设水净天蓝的“美丽中国”，必须加

大环境投入，不能急于求成。目前当务之急

是转变认识，改变以往环境保护落后于经济

发展的发展观念，牢固树立起绿色发展、循环

发展、低碳发展的新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

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各方面和全过程。

治理水污染，不是往水里扔钱
□ 来 洁

合肥打响巢湖治水攻坚战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文 晶

南淝河是巢湖的一条重要入湖河流。初春
时节，记者在合肥市包河区的南淝河入湖口附
近看到，挖掘机正嗡嗡作响地清理土方，工人们
忙着修葺水泥沉砂池。

“我们正在修建一个多级人工湿地净化示范
工程，把南淝河入湖水质从劣 5类水优化到 4类
水，每天处理2万吨，”合肥市包河区农林水务局
水利科长苏小岳指着不远处滨湖湿地森林公园
里的万亩杨树林，“这片树林就将成为天然的水
质净化器。污水流过树林下纵横的沟渠，得到自
然净化。”

巢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每年夏季暴
发的蓝藻和劣五类的水质污染令人心痛。今天
一场治理水环境的攻坚战正在全面展开。

“巢湖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
合肥独特资源、靓丽名片。治理好、保护好、开
发好巢湖，不仅关系到合肥发展，也事关安徽发
展大局。要把生态环境特别是水环境治理作为
一项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争取用 3 到 5 年时间使
水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为国家大型湖泊治理探
索一条新路。”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
存荣在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表示。

巢湖是我国“三江三湖”治理战略的重点之
一，为什么年年夏季蓝藻高发？

合肥市环保局局长王斌说，“蓝藻高发是综
合因素造成的，一是巢湖流域属于含磷地质，河
底淤泥的磷含量高，容易滋生蓝藻。二是巢湖
作为半封闭型湖泊，缺乏源头活水。第三，我国
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虽然经
过大力治理，现在进入巢湖的工业废水比例不
高，但是生活污水、农业污水等仍然超过了巢湖
的承载能力”。

基本掌握巢湖水污染的规律之后，合肥制
定了“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的方针，首先抓
截污，力争“不让一滴污水进巢湖”。“十一五”期
间，合肥大力实施“水环境”治理工程，目前合肥
市主城区的污水处理率已经达到 95%，下一步
还将把乡镇污水处理网络建起来，彻底堵住流
入巢湖的污水。

截污后的当务之急是治水。“现在入湖的水
经过处理后，仍然是五类水。虽然按照国家污水
处理标准，COD、BOD已经合格，但是氮磷仍然超
标，再加上巢湖自身高氮磷含量的土壤，很难抑
制蓝藻暴发。”曾任安徽省水利厅长的吴存荣谈
起治水时非常专业。

对此，合肥一方面提升入湖水质，通过人工
湿地的模式，自然降低污水中的氮磷含量。塘西河
是合肥境内九条入巢湖的河流之一，上世纪90年代
污染相当严重，如今通过“河道整治、污染治理、水源
补给、生态重建、监控调度”的“五管齐下”系统治理，
成为巢湖流域水系治理的典范。污水经塘西河再
生水厂处理后进入人工湿地，出水清澈透明。

同时，合肥着力消除存量污染，加紧清理河
道淤泥。今年，合肥将在6个月内从超过20公里
的南淝河河道里清理出约70万立方米淤泥，投资
7000万元，处理一吨淤泥的成本接近100万元。

在南淝河的环湖东路至当涂路桥的清淤现
场，清淤的环保式绞吸船就像一个强劲的“吸尘
器”，把河底深处的淤泥收集起来，通过全封闭
的管道，输送到干化场地进行快速脱水干化处
理后，可以作为绿化用土再次利用。

“要治理好巢湖，必须‘由外治内’，不能就
湖治湖，必须要从外围做工作，外围做好了，可
以加速巢湖水的自净过程。”合肥市发改委主任
宋道军说。

巢湖治理已有多年，合肥和国家各项工
程稳步推进，治理成效初步显现，但为何还不
能彻底治愈？

“这是因为现在我们对巢湖还多是末端
治理，并没有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的趋
势。现在巢湖的主要污染源是生活污水和农
业面源污染。巢湖是自我封闭的生态系统，
人类活动增加对环境的影响还在不断加大。
治理好巢湖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吴存荣说。

要管住农业面源污染，就必须改变农民
粗放使用化肥、农药的种植习惯，而我国目前
农业的分散模式下，要实现这种转变，难度很
大。对此，合肥的策略是推进农业规模化经
营，调整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坚决退出传统农
业，大力发展蔬菜瓜果、苗木、现代渔业、优质
稻米和休闲农业等现代生态农业，从而缓解
巢湖周边的农业生态环境压力。

派河是巢湖另一条主要入湖河流，在距离
巢湖1公里的入湖口，有一个1.5万亩的现代农
业示范园。走进安徽徽王食品有限公司的蓝
莓种植基地，总经理樊胜华告诉记者，“我们种
蓝莓用的都是有机肥，不用农药，为此公司专
门建了一个有机肥厂。为了不让农田里的污

水流入巢湖，我们还建了生态沟渠，在河沟两
侧铺设空心砖、种植芹菜等净化水质”。

去年徽王成为国家发改委的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试点，也是合肥第一个承接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的项目，公司投入 4900万元进行农
业清洁生产。樊胜华说，“蓝莓不仅环境污染
小，经济附加值也很高，去年最高时售价 180
元一公斤。除了果实，还可以深加工做成蓝
莓干红、蓝莓叶茶等，目前我们形成了从种苗
培育到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希望带动更多
农民来种植，共同富裕”。

“巢湖周边要形成高效生态的产业体系，
既包括调整传统农业种植结构，走环境友好
型工业化道路，也要充分利用环巢湖流域的

湖光山色，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业，尤其是休闲
度假、生态观光等特色旅游业。”宋道军说。

漫步在巢湖市龟山公园，只见水波清澈，
山花烂漫，绿树成荫。下朱村卧牛山街道的
朱玉宗 41 岁，就在公园里为游客开电瓶车，

“我小时候巢湖的水很清，2000 年以后我出
去打工，听说巢湖的水变差了。这几年我回
老家工作，发现巢湖的水质好多了，每年夏天
很多人都去游泳呢”。

朱玉宗看到的积极变化，正是得益于巢
湖市 13 年前就开始做的湿地工程，如今在巢
湖市辖区内已经形成了 37 公里的生态湖滨
带和 3800多亩滨湖生态湿地。未来，这些湿
地都将建设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景观公园。

多年来，巢湖一直处于九龙治水的状态。
2011年8月，巢湖市区划调整后，原本分属合肥
市和巢湖市的巢湖变成了合肥市的“内湖”。
2012 年 11 月，安徽省出台《生态强省建设实
施纲要》，提出将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作为
安徽打造生态强省的一个重要支点。在全新
的“城湖共生、生态宜居”理念下，合肥全力打造
环巢湖生态示范区，着力将环巢湖流域建设成
为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全国生态示范区。

环巢湖生态示范区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注
重顶层设计，已初步形成《合肥市城市空间发展

战略及环巢湖地区生态保护修复与旅游发展规
划》，融城市开发、村镇建设、产业发展、流域防
洪、水土保持、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内河航运
等为一体，从全局高度进行长远规划，打造大湖
名城。按照规划，预计到2015年，将缓解巢湖流
域人口、产业、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到
2020年，巢湖及其河流水系的环境实现显著好
转；到2030年，巢湖的生态系统重新恢复健康。

目前，合肥正在制定《巢湖流域水环境专
项规划》等，其中参照《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制
定《巢湖流域管理条例》，已纳入今年安徽省人
大立法计划。未来，环巢湖生态示范区有望纳
入国家战略规划。

合肥已经启动了最大规模的巢湖综合治理
项目。2012年11月3日，总投资502.5亿元的
113个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集中
开工，涉及河道治理和生态修复、污水处理、湿地
保护、绿化造林、农业结构调整等多方面。

为加快巢湖治理进程，合肥还不断加强

制度建设。2012 年 3 月巢湖管理局成立，统
一管理巢湖规划、水利、环保、航运、旅游、渔
政等事务，标志着环巢湖地区的保护和开发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包河区作为环巢湖生态
示范区建设的主战场和最前沿，2012 年 5 月
率先在合肥市建立了“河长制”，由区委书记、
区长等领导分别负责南淝河、十五里河等5条
河流，采取“一河一策”的方式重点实施水质
监管、污染源治理等工程。

“我们出台了比国家更严格的环境质量标
准，加快了地方立法，并形成了5年规划。我有
信心，在这些制度的保障下，巢湖治理不会因
人而废。”吴存荣说，“巢湖治理要发扬愚公移
山的精神，一代一代干下去，也许短期内看不
到成效，但是为了还子孙后代一个山清水秀的
好环境是值得的。我相信10年后巢湖治理会
有明显收益，15年后肯定会得到回报。”

左图 合肥市包河区的园林工人正在打

捞蓝藻。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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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河底淤泥含磷量高，所以蓝

藻高发。合肥加紧淤泥清理，目前处

理一吨淤泥的成本接近 100万元

农业面源污染是巢湖的主要污染源，合肥坚决退出传统农业，调整传统农

业产业结构，缓解巢湖周边的农业生态环境压力

成为合肥“内湖”后，巢湖治理进程明显加快。按照规划，到2020年，巢湖及其

河流水系的环境将实现显著好转

□ 延伸阅读

为改善城市湖泊水质，10 余名专业潜水

员志愿者日前潜入北京北海公园的湖中清理

水下垃圾。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合肥滨湖湿地森林公园里的万亩杨树林将成为巢湖入湖河流的天然水质净化器。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