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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报道：随着新
一年的农业生产步入兴盛期，山西省大量社会
资本投入现代农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社会
资本投入山西省现代农业的资金量达 500亿元
以上。

现代农业成为社会资本青睐产业之一，在
投资过程中呈现出高起点、高科技的特点。目
前，山西省在建和拟建的1000多个特色农产品
项目中，5亿元以上的超过100个，10亿元以上
的达45个，50亿元以上的有9个。500亿元资
金的投入瞄准了高科技的生产方式。太原九牛
牧业兴建的绿色示范养殖园区，从国外引进了
优良的奶牛品种和先进的饲料收割、奶牛饲喂
和挤奶设备，对行业顶尖技术进行了优势组
合。此外，有大量企业投向了生物技术生产高
科技产品。

500亿元投向高科技

山西社会资本涌向现代农业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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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苏民报道：目前，北京
市地下水占供水比例超过三分之二，已成
为北京市主要的供水水源。鉴于当前十分
严峻的供水形势，北京市地下水供应量和
开采区域可能进一步扩大，但就全市地下
水水质来看，部分区域地下水水质存在超
标现象，尤其是浅层地下水中 III 类水质区
域面积逐年递减，IV 类、V 类水质区域面
积 呈 增 加 趋 势 ， 地 下 水 保 护 工 作 亟 需
加强。

北京市在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已经开
展了一系列工作，特别针对地下饮用水水
源的安全提出明确的措施要求。

2011 年 3 月 《北 京 市 水 污 染 防 治 条
例》 颁布实施，规定“市水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编制本市地下
水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条例》 加大
了对地下水的保护力度，将“饮用水水源
与地下水保护”单独设置一章，从建设地
下储存工程、地下水开采、地热资源利

用、人工回灌、地下勘探施工、废弃井管
理等几个方面，为保护地下水水质不受污
染提出了具体的限制性规定。《条例》 规定

“建设、使用垃圾填埋场或者贮存液体化学
原料、油类等地下工程设施的单位”必须
采取防渗措施，配建地下水监测井并定期
监测地下水水质；对于含水层水质差异大
的地区开采地下水应遵循“分层开采”的
原则，因地下水超采引起水质恶化时，应
停止开采；要求在利用地下热水资源、地
热资源过程中采取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
由于北京市地下水超采严重，将来采用人
工回灌方式提高地下水水位的工程措施可
能越来越多，为了保护地下水水质，《条
例》 规定“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的，不得
恶化地下水水质”。同时要求“地下勘探、
采矿、工程降排水、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
等可能干扰地下含水层的活动”也应当采
取防护性措施；大口井、废弃机井的产权
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封井措施和工艺，防

止地下水污染。
为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地下水环

境质量与污染源排放状况，“十一五”期
间，北京市基本建成了平原区地下水环境
监测网络，包括区域地下水环境监测和污
染源专项监控两个监测网络。

同时，根据 《北京市城市自来水厂地
下水源保护管理办法》，北京市划定了 7 个
市级地下水水源地保护区，保护面积近
170 平方公里。在此基础上，各区县相继
对辖区的集中地下水水源地划定了保护范
围，保护面积约 500 平方公里，并制定了
相应的管理办法。北京市还严格控制地下
饮用水水源防护区内建设项目，不仅对污
染源分期分批进行搬迁和治理，还结合市
政道路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防护区内污水管
网建设。

按照环境保护部 《关于开展全国地下
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的通知》 要
求，北京市还承担了试点任务，率先开展
了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在
污染源方面，对 4 类重点污染源调查了基
础环境、地质水文条件以及地下水水质等
一系列情况，结合污染源自身特点，初步
分析了污染源对周边环境影响情况。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报道：针对河北平
原地下水污染问题，河北邢台市表示，将认
真落实国家四部委出台的 《华北平原地下水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在今年之内对全市
101 家电力、钢铁、焦化、玻璃、水泥等
污染企业，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治理技术进
行深度治理。特别是邢台市区周边重点燃
煤企业，将完成 61 个项目的深度治理任
务。对 33 家布局不合理的玻璃、化工、建
材、食品等工业企业限期搬入园区或者停
产。对 66 家工艺落后、规模小、效益差以
及污染重的建材、化工、玻璃等工业企业，
依法关停取缔。

邢台市于 2011 年提出了“还邢台青山
绿水，走生态发展之路”发展战略，印发了

《邢台市水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采
取了 4 大措施推进水环境治理。一是集中整
治饮用水源地污染问题。制定饮用水源地保
护规划，加大对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水源

地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
饮用水污染问题的整治力度。对高能耗、高
污染、不符合产业政策和减排要求的项目不
予批准建设，从源头上杜绝新污染源产生。
二是强化日常监管监控。加大对重点排污企
业的检查和监测频次，严厉打击企业超标排
污行为，督促减排项目尽快投运，进一步削
减污染负荷。三是硬起手腕打击“十五小”
企业。深入开展辖区流域环境保护专项行
动，加大对生产企业的排查力度。四是加大
环保宣传力度。利用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环
保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全民环
保意识，使广大群众了解并监督全市水环境
整治工作。

据邢台市环保局总量科科长贾焕敏介
绍，近两年，邢台市围绕改善水环境质量，
重点开展工业企业关停取缔、工业企业规范
整合、工业企业深度治理、饮用水源地保
护、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城镇污水回用

设施建设、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整治、规范生
活垃圾处理等 8 个水污染专项整治专项行
动，先后有 71 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工
艺落后、污染严重、长期不能达标排放和影
响群众生活环境的化工、皮毛、农药、造
纸、印染、酿造、食品等涉水企业被关停取
缔。在工业企业关停取缔专项行动中，51
家涉水企业被要求按期迁入同类别工业园
区，逾期不迁的企业将被关停取缔。142 家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被要求采取干清
粪、雨污分流、建设沼气发生池等措施，畜
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来自邢台
市水务局的数据显示，短短 1 年时间，邢台
市区地下岩溶水位实现了止跌回升，最高时
回升 18.08米，平均回升 15米。

邢台市环保局局长张忠良表示，邢台将
尽快完成规划指定的目标任务，为区域提供
一个能够保持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河北邢台：

全 力 阻 击 污 染 源

河北邢台：

全 力 阻 击 污 染 源

重庆市江北区近年来将打造绿色建筑示
范区作为推动城乡建设转型的核心战略，深
入推进建筑节能，大力发展绿色建筑，逐步
实现了城乡建设领域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和低碳发展。截至目前，该区在建绿色建筑
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涵盖了住宅、办公
和商业设施。

位于江北区的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是重庆
市可再生能源工程项目的示范点。为节约能
源，该商务区在建设过程中实施了总投资达
14亿元的江水源热泵集中供冷供热项目 （俗

称“水空调”）。江北区建设工程质监站站
长谢晓东告诉记者，“水空调”项目的实
施，使该区域减少了电力设备装机容量 5 万
千瓦，减少了机房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每
年可减少碳排放 4万多吨，节能 30%以上。

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的可再生能源建设是
江北区城市建筑节能工作的一个缩影。江北
区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席红告诉记者，从绿
色建筑示范项目建设到绿色小区，再到绿色
城区，该区正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推进
城乡建设的绿色转型。

重庆江北区一方面强化新建区域建筑节
能工程质量管理，鼓励引导建筑节能新技
术、新材料、新产品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实现区域资源效率的整体提升；另一方面，
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既有建筑的
节能改造，并注重建筑与建筑、建筑与市政
设施之间的资源共享，培育平民化绿色建筑。

值得一提的是，在系统化推进绿色建筑
过程中，江北区充分统筹城乡布局，在城乡
规划、建设和更新改造中，主动纳入低碳、
绿色和生态指标体系，严格保护耕地、水资

源、生态与环境，改善城乡用地、用能、用
水、用材结构，促进城乡建设模式转型。同
时，以港城工业园和鱼复工业园为依托，培
育发展节能装备制造等绿色建筑服务产业，
形成了高效合理的绿色建筑产业链。

“在推进城乡建设绿色转型进程中，我
们完善了建筑节能协调机制，增强了建筑节
能管理合力。”席红介绍说，江北区今年将
组织实施不少于 10 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节
能改造示范项目和 2 万平方米的居住建筑节
能改造示范项目，推动绿色建筑的大发展。

重 庆 江 北 城 乡 建 设 向 绿 色 转 型
本报记者 吴陆牧

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今年以
来，广西河池市加快实施特色农产品走出去战
略，充分整合特色农产品资源，不断拓宽流通渠
道，积极做好产销对接，着力推进河池特色农产
品在广东东莞营销，取得显著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2012 年，河池特色农产
品在广东东莞销售产品超过 100多种，销售额
达到 1637万元。今年 1 至 3 月，河池市特色农
产品在广东东莞销售产品达到 117 种，销售额
达到 405万元，同比增长 11.2%。

河池市制定了专门的工作方案，收集整理
河池市获得涉农中国驰名商标、广西著名商
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特色农产品目录，对
河池市农、林、牧、副、渔等特色农产品进行
地域、产量等情况统计，推动本地的特色农产
品进东莞，入超市、上餐桌。

做好产销对接

广西河池特色农产品进东莞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由英利集团捐
赠给三沙市各岛礁渔民家庭使用的价值 500
万元太阳能发电系统，于近日安装完毕并陆
续投入使用，解决了三沙市所属岛屿 120 户
居民生活和工作用电、道路照明等困难。

三沙市鸭公岛鸭公村村委会主任叶兴彬
告诉记者，新安装使用的太阳能电池系统可
以连续 24 小时供电，非常方便。此前岛上居
民的用电主要靠一部发电机供电，由于燃料
费、发电机设备运行等原因，供电无法得到
保障，给岛上渔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不便。

据了解，捐赠给三沙市各岛礁渔民家庭
使用的太阳能光伏产品还包含太阳能草坪
灯、太阳能户用系统、太阳能路灯、太阳能
应急灯及太阳能手电筒。

海岛渔民受益

三沙居民用上太阳能发电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日前，哈尔滨
市哈南工业新城首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哈南
国际开发开放总部基地项目破土动工。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196 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约293万平方米，总投资200亿元，由哈工大
集团投资建设，计划4年至5年全部建成并投入
使用。项目建成后包括一个国际商贸会展中
心，一座城市中央公园，并集合五星级酒店、
国际商务会议中心、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国际
风情商业综合体、环球文化娱乐中心等多种经
济元素。其中国际商贸会展中心是项目核心，
用地面积约 29.32公顷，建筑面积约 50万平方
米，其建筑跨度和容量均居全国展馆之首。围
绕主展馆，将设永不落幕的大工业集群展览，
设立航天、航海、汽车、新型材料等展厅。

本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环境保护
部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
水利部编制的 《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 日前正式印发。这意味着广受
关注的地下水污染问题从华北平原开始破
题，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有望为
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示范。

初步调查显示，华北平原局部地区地
下水存在重金属超标现象，主要分布在天
津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以及山东省德
州等城市周边及工矿企业周围；局部地区
地下水有机物污染较严重，主要分布在北

京市南部郊区，河北省石家庄、邢台、邯
郸城市周边，山东省济南地区—德州东
部，河南省豫北平原等地区。方案提出，
优先解决华北平原地下水重金属和有机物
污染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地下水饮用水
源安全。要优先保护饮用水源，保障城乡
居民饮水安全，具体举措包括规范、合理
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严格地下水饮用水
源环境执法；加强地下水源环境管理；加
强超标地下水饮用水源分类防治等。

受污染地表水入渗补给和重点污染源
排放，是导致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的两大重

要原因。方案提出，将强化重点污染源和重
点区域污染防治，加强地表水污染防控，加
大对重点污染源废水排放和堆放场地污染
物渗漏等防治力度，积极推进重金属、有
机物和氨氮、硝酸盐氮和亚硝酸盐氮等污
染较严重区域的地下水污染综合防治。

综合考虑各单元地下水污染指标、地
下水使用功能、防治需求等因素，将蓟运
河冲洪积扇等 8 个单元划定为治理单元，
重点强化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加快
整治造成地下水重金属、有机物污染和氨
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超标的污染
源，努力改善地下水水质状况，并划定滦
河冲、洪积扇等 16 个防控单元，拒马河—
大石河冲洪积扇等 6 个一般保护单元，做
好水源地和污染源周边地下水环境监测，
保持区域地下水水质稳定。

北 京：

水 环 境 监 测 网 严 控 水 质

占地196万平方米

哈尔滨大型城市综合体动工

工作人员在河北南宫第四水厂配电室查看配电设备运行情况。 朱旭东摄（新华社发）

规范、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严格地下水饮用水源环境执

法；加强地下水源环境管理；加强超标地下水饮用水源分类防治

严格控制地下饮用水水源防护区内建设项目，对污染源分期分

批进行搬迁和治理，不断完善防护区内污水管网建设

今年对全市101家电力、钢铁、焦化、玻璃、水泥等污染企业

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治理技术进行深度治理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 吴秉泽、通讯员刘

俊明报道：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坚持“盯住
煤、延伸煤、超越煤”的发展理念，紧扣自身
资源禀赋，围绕煤炭产业链条，打造中国南方
煤电产业集群区。目前,该市已建成毕节热电
及大方、黔西、纳雍、黔北等 5 个火电项目,
总装机容量 680 万千瓦,占贵州火电总装机容
量的 40%。

今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核准了国电
织金、大方、黔西、黔北等电厂的火电项目。
今年以来,毕节着力建设大容量、高参数火电
机组，积极推进织金电厂、大方电厂二期、黔
西电厂二期、黔北电厂“上大压小”等新建工
程进度,鼓励高载能企业建设自备电厂，推动
重庆、深圳直供电源点火电项目。到 2015 年,
毕节火力发电装机将达到 1375万千瓦以上。

延长产业链条

贵州毕节建煤电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