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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

本版编辑 来 洁

别让锰渣成为“生态定时炸弹”
本报记者 温宝臣

“千年古县”灵寿地处河北省中西部，虽
然离石家庄只有 40 公里，却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近年来，灵寿依托交通方便、自
然生态资源丰富等优势，加快绿色发展，做大
旅游产业，带动了全县经济社会加速发展。
近日，灵寿县举办“县域新型城镇化路径暨生
态经济发展研讨会”，围绕依托生态资源优势
发展县域经济等主题，邀请国家发改委等多
名领导专家献计献策。县长周学军表示，“今
后，我们会继续组织研讨会，通过邀请专家把
脉、建立智囊库等举措，立足生态优势，推进
县域经济发展”。

发展旅游业，灵寿有着独特的资源优
势。目前，灵寿已形成涵盖自然生态、历史文
化、红色旅游等较为完整的旅游资源体系。
最具代表性的为国家 4A 级景区——五岳寨
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太行山东麓，植被覆盖率
达到 98%以上，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结合山
水、生态、文化优势，灵寿努力打造特色旅游
品牌，初步形成了以五岳寨为龙头，“一线多
点”、“红古绿”互动发展的大旅游格局，旅游
景区日接待量已达 1万多人次。

随着景区基础设施、接待设施等的不断
完善以及社会知名度的日益提高，灵寿正逐
步由旅游资源大县向旅游经济强县转变，旅
游已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产业。2012 年，灵寿
旅游人数达 128 万，同比增长 4%；旅游收入
7.5 亿元，同比增长 22%。“生态立县是我们发
展的根本，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要始终把生态
保护放在第一位。”周学军表示。

上图 灵寿最具代表性的五岳寨风景区植

被覆盖率达到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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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灵寿——

生态立县

是发展根本
本报记者 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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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渣却越来越多

8 月 14 日 早 晨 7 点 ，合 肥 已 然 骄 阳 似
火。记者来到合肥市十五里河包河区汪潦
村大堤时，三级河段长汪兵正在大堤上“走
河”。他边走边用笔记录下当天河道的水
质情况，不时弯下腰将脚下的垃圾捡起放
进随身携带的垃圾带中。汪兵是汪潦村支
部书记，也是包河区十五里河众多三级河
段长中的一员。

就在汪兵巡查的同时，上游大陈村河段
长方敏已经骑着摩托车巡视完自己分管的
3.5 公里河段。“你看，那就是我的河段长‘身
份证’，三级河长的姓名、责任部门、监督电话
都在那块公示牌上，我们除了定期‘走河’，只
要有人发现河流水质有问题，随时拨个电话
就能找到责任人。”指着不远处一块蓝底白字
河长公示牌，方敏笑着说。据介绍，这样的公
示牌，该区已安置在十五里河、南淝河、塘西
河等境内主要河流及塘渠岸边。

去年以来，合肥市积极实施“大湖名城、创
新高地”发展战略，大手笔启动环巢湖流域生

态治理项目，着力打造环巢湖区域的“中央花
园”。包河区面向巢湖，一边是全省最现代化
的滨湖新区，一边是中国最美的湖区田园，是
合肥市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的最前沿，治水
则成为其中必须破解的难题。包河区在全市
率先实行“河长制”，在治水方面迈出扎实的第
一步。

9 时许，汪兵组织村民开始清理河道、护
坡垃圾行动。22 名村民分成两拨，从汪潦大
桥开始，分头向上向下清理。有的村民嫌钳
子、捞网操作起来太慢，便徒手清理水上漂浮
物。很快，捞起来的垃圾就堆满了小摇船。
12 时左右，大伙将垃圾运送到指定地点。“下
午还要接着清理打捞。今天一天可以把我负
责的 2.2 公里河段基本清理一遍。”汪兵满意
地告诉记者。

“我们区实行三级‘河长制’，即区、街道、居
村党政负责人分别担任一级、二级、三级‘河
长’。各级‘河长’，是‘河长制’管理的第一责任
人，出现问题实施问责。”包河区环保局局长刘

辉说，该区正全面查清污染源现状和存在问题，
建立一河一档，健全完善水质监测监控体系。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以前没有‘河长制’，很少有人主动去偏僻地

方巡查。现在全区范围内巢湖入湖河流途经
区域都有了分段归属、责任到人的河长，从源
头上确保流入巢湖河流的水质。”包河区区委
副书记单虎说。

河长“走河”不走场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李多庆

天津七里海生态环境修复见成效

现在，花垣县的电解锰企业基本都有环
保设备，可以对工业废水、废气和粉尘进行有
效处理，实现无害化排放，但是为何处理锰渣
让企业百般挠头？

但智钢说：“锰渣难以大规模利用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锰渣成分决定了其较
难利用；其次锰渣含水量高，粒度细，沉淀后
为板结块状，极难分散，这给锰渣的利用增加
了不少的难度。”同时，锰渣利用成本高，利用
前需采用药剂对锰渣中的重金属锰、镉、硒、
铬、砷等进行固化和稳定化或分离提取，之后
才可作为综合利用的原料。但智钢补充说，
锰渣综合利用技术研究投入不足，也导致锰
渣利用途径少。

因此，目前锰渣的处理基本上是靠渣库
露天堆放，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数量庞大的

锰渣开始与农争地。在雨水作用下，锰渣中的
多种重金属元素溢出，随地表水流入或者渗透
到周围的水体和土壤中，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影响。但智钢说：“这种污染很难察觉，不
少元素却是有害有毒的重金属物质。”

更为严重就是渣库的溃坝，2010 年 4 月
10 日，暴雨导致花垣县某企业发生一起锰渣
库侧坝溢出事故，造成 6 人死亡。由于锰渣
中含有高浓度锰和氨氮，一旦进入河流，容易
导致河水锰和氨氮超标，长期来看，对河流生
态系统会造成严重破坏。

谈起渣库，龙卫星常用“定时炸弹”来形
容。雨季一来，政府、企业和百姓都害怕某个

“定时炸弹”被暴雨“点燃”。
据但智钢介绍，前些年修建的渣库，由

于匆匆上马，无论是从设计资质还是施工过
程中的规范性都大打折扣。虽然经过几番
治理，不少渣库的排洪设施不够完善，渣库
的坝体和坡度是否完全达标，目前也尚无全
面统计。而且很多渣库的选址离村庄和居
民区很近，对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
一定的威胁。

高毒性的锰渣为何只能露天堆放高毒性的锰渣为何只能露天堆放

“ 目 前 花 垣 县 的 14 家 企 业 有 20 座 渣
库，堆积总量接近 1000 万吨。”花垣县科技
局肖坤成告诉记者。

“对锰渣治理，时间拖得越久，数量越
大，处理起来也就越困难。”龙卫星说，“企业
自身科研力量薄弱，无法实施针对性很强的
研究。政府财政需要平衡民生的各个领域，
对锰渣资源化利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而，锰渣处理也并非无解。2011 年 3
月，贵州松桃汇丰锰业采用中国环境科学院
的技术，总投资 3200 万元的“锰渣制砖技术
示范项目”动工，到 2011 年 11 月，第一块锰
渣蒸压砖出炉，2012 年 4 月，锰渣蒸压砖通
过严格质检，并列入贵州省新型墙体材料，获
得市场准入。此外，由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开发的电解锰渣高效搅拌清洁处置
回收装备也日益成熟。日前，工业和信息化

部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锰渣综合利
用技术政策研究。锰渣综合利用技术和政策
的不断增加，让锰渣综合利用的梦想正逐步
实现。

锰渣处理技术的进步，坚定了花垣县治
理锰渣的决心。

目前，花垣县正第二次向科技部申报
科技惠民计划项目《湘西花垣县中心城区
废弃电解锰渣清洁处置及生态修复技术应
用示范》，准备引进 4 种相对成熟的技术，
对堆积在中心城区 50 余万吨废弃的电解
锰渣进行集中治理。龙卫星说：“如果该项

目能通过，城区的锰渣隐患将基本清除，并
且将构建起锰冶炼污染场地原位清洁处置
和生态修复关键技术体系，为‘锰三角’类
似污染控制提供示范。”

就在今年 5 月，花垣县启动“花垣变花
园”城乡同建同治，建设美丽幸福家园活动。
横亘在花垣变“花园”的美好愿景之前最大的
难题就是锰渣处理，只靠露天堆放或者简单
掩埋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时
间的推移，更多的“定时炸弹”将产生，亟待处
理。正因为如此，花垣县正焦急地等待着科
技惠民项目审批。

等待中的科技惠民专项

生态走廊

夏季的清水江碧波荡漾，青山倒映于绿水，一派生机。
今天到边城湖南省花垣县的游客，没人会想到七八年前流经这里的清水江曾被当

地群众愤怒地称为“黑河”。
清水江流经贵州省松桃县、湖南省花垣县、重庆市秀山县，三地毗邻又因盛产锰而

被称为“锰三角”。得益于丰富的锰矿，三地的GDP迅速增长，从2002年到2012年，平
均增速超过40%，但高排放引发的环境危机让这里一度陷入发展困境。

从2005年开始，一场治理锰污染的环境保卫战在此展开，如今水环境治理取得初
步成效，清水江变清了。

但是生产电解锰遗留的大量高污染、高毒性、难处理的尾矿锰渣库却像一个个巨
大的“生态定时炸弹”，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雨水作用下，锰渣中
的多种重金属元素溢出，随地表水流入或者渗透到周围的水体和土壤中。日前，记者随
科技部农村中心特邀环境专家组在花垣县进行了深入采访。

去往湖南振兴股份公司时，环境专家组
的车停在了路边，路的右侧就是一个启用没
多久的锰渣库。渣库依山而建，占地近百亩，
在山脚下堆积的锰渣已经能看出轮廓，黑乎
乎的锰渣就像泥石流一样，因为所含水分较
多还发生了移动。锰渣在烈日暴晒下，散发
出浓浓的氨氮味道，十分刺鼻。在渣库的另
一端就住着几户人家。

花垣县科技局局长龙卫星指着渣库
说 ：“ 这 些 黑 乎 乎 的 东 西 让 我 们 十 分 头
疼。”据他介绍，生产电解锰时主要会产生
两种污染物，一是废水，二就是锰渣。电
解锰的一般工序是将锰矿石粉碎成锰粉，
再通过工序溶解后进入电解槽，吸附提取
锰元素后，就会留下大量黑乎乎、粘稠状
的尾矿锰渣。

2005年以前，由于国家环保政策宽松，
加上企业的发展观念落后，几十家电解锰企
业产生的锰渣和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
入清水江，导致河流严重污染。世代在清水
江边临水而居的苗族同胞，正常生活和身体
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既不能在河里洗衣、洗
菜，农作物也遭到严重污染。于是，沿江的
十几个村支部书记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治
理清水江，还苗乡一片绿水青山。

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地方政府以空前
的力度治理“锰污染”。湘黔渝迅速形成联
防联控机制，对违法排污企业关停整改，同
时利用国家环保专项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
进行污染治理。电解锰产生的废水通过清
污分流、建设环保治理设施等措施，达到排
放标准，清水江终于重现漫江碧透。

然而，生产电解锰的废弃物锰渣却成
为摆在当地企业和政府面前一个更难解
答的环境难题。中国环境科学院但智钢
博士自“锰三角”污染爆发，就长时间跟进
治理污染。据他介绍，目前每生产一吨电
解锰，产生的锰渣在 7 吨到 9 吨，而且随着
锰矿品位的降低，这个数字可能还会上
升。数量不断增加的锰渣所带来的环境
危机不容忽视。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记者从天津
宁河县获悉，通过实施万亩苇田改造、建湿地植
物基因库和兴海湖鸟类保护区等一批修复工
程，天津七里海湿地周边生态环境得到修复。
今年，湿地周边鸟类比往年增加了20余种。

作为珍稀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七里海
湿地有鸟类近 200 种，占天津鸟类种数的
78%。近年来，天津宁河县先后投资 20 多亿
元，对七里海湿地保护区实施了包括鸟类自
然保护区建设、湿地植被修复、万亩苇海改
造、湿地生态环境监控系统建设工程等一系
列项目。通过挖掘约 100公里各种沟渠和人
工湖，修筑湖中岛，修建桥梁、闸涵斗门等配
套设施，使沟渠相连，水系相通，实现引潮白
河水 5000 万立方米注入苇田，改善芦苇生
长环境。同时，建设占地面积达 5000 多亩
鸟类保护区，包括鸟岛、浅滩、水面、岛中湖等
50 多处，最大的鸟岛达 300 多亩，鸟岛周围
架设鸟儿栖息架，并栽种 30 多棵大树和香
蒲、水葱等水生植物，方便珍禽起落。

今年，已经多年没在七里海露面的苇莺
鸟重新回归，有上百万只，还新增银鸥、苍鹭、
中白鹭、小白鹭、灰鹤等 20余个种类。

彰武建成辽西绿色屏障彰武建成辽西绿色屏障

彰武县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全县总面积的

96%属于沙区。近年来，彰武大力实施治沙造

林工程，特别是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和退耕

还林（草）等项目实施以来，目前森林覆被率达

到 34.6%，昔日沙害通道已成为今日辽宁中部

城市群的绿色屏障。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所谓“河长制”，就是由各级政府的党政

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的

污染治理。

这一制度在 2007 年由江苏无锡市首创，

当时太湖蓝藻暴发，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河

长制”明确规定，将河流断面水质的检测结果纳

入各市(县)、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内容，

由此保证了各项治污措施落实到位。

目前，“河长制”已经在江苏、浙江、云南、四

川等地广泛实行，对治理水污染起到了积极作

用，一些污染严重的河流水质也逐渐得到改善。

环境保护需要制度的“硬约束”。“河长

制”在治理水污染方面能够见实效，也正是体

现了这一点。

当前我国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一些地方官员没有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之

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因为政绩冲动，片面追求发

展速度、财税收入和经济总量，忽视环境保护甚

至靠牺牲环境换取一时的发展。如果我们能

够建立起更多像“河长制”这样的环境绩效考核

制度，将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责任一一落实到位，

天蓝水清的美丽中国就不会遥远。

环境保护需要制度的“硬约束”点 评

黑乎乎的锰渣像泥石流一样，在烈日暴

晒下，散发出浓浓的氨氮味道。

本报记者 温宝臣摄

绿色聚焦绿色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