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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措施没有丝毫手软

汽车穿过喧嚣闹市，停靠在一处绿树
掩映、鲜花簇拥的院落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里就是铜川市新耀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厂不仅环境优美，而且没有
难闻气味。厂长仵空军说，这个厂已经运
行了 4年，设有自动控制中心和水质监测中
心 ，自 动 化 程 度 较 高 ，设 计 日 处 理 能 力
20000 立方米，日提供可利用中水 11000
立方米，自投产以来，一直是满负荷运行。

记者从絮凝沉淀池、滤站、清水池、排
泥及反冲洗废水池、回用水工艺管网等五
大流程一路走过，发现处处均是干净整洁，

管理也是井井有条。
新耀污水处理厂的高效运行，仅仅是渭

河流域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陕西省环保
厅厅长王成文说，“在‘一河两江’污染治理
上必须以铁的手腕，从严执法，从严监测，从
严奖惩，决不能有丝毫的手软和马虎。”

陕西在整个渭河流域实施水污染补偿
机制，全面检测沿线设区城市河流的过境
质量，根据谁超标排放污染、谁承担治理费
用的原则开出“生态罚单”。

为了让措施落到实处，时任省长的赵
正永亲自与沿渭河五市一区政府主要领导

签订了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目
标责任书。制度的刚性很快得到了体现，
2013 年 上 半 年 共 收 缴 渭 河 流 域 水 污 染

“生态罚单”1.4 亿元，其中省级 2000 余万
元，市级 1.2 亿元。目前这笔生态补偿金
被纳入省财政部门进行统一安排，用于渭
河环境污染防治。

通过这种强硬制度的严厉管理，渭河
流域的西安、宝鸡、咸阳、渭南 4个主要城市
均开展了对本市县（区）渭河干支流断面的
污染补偿考核，使全流域水环境质量得到
了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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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渭河将实现“三年变清”目标！到2014年底，渭河干流杨凌以
上段要保持Ⅲ类水质，杨凌以下全段基本达到Ⅳ类水质，入黄断面稳定
达到Ⅳ类水质。

作为北方污染河流的典型，经过近年来的大力治理，渭河水质已经明
显好转，干流水质已由2012年的重度污染转变为2013年的中度污染，消
除了黑臭。成绩固然可喜，但是任务依然艰巨，渭河干流的西安、咸阳段和
部分支流水质仍然超标。

2011年，陕西拉开“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的大幕，今年是治
理的收官之年，这场硬仗该怎么打？

日前，记者深入到渭河流域现场采访生态环境治理状况，从关中平
原到陕北高地、从断垄盆地到秦岭峡谷，一路行来，发现各地的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关闭污染企业，严格环境监管，各类生态治理工程正
在加速推进。截至去年，渭河综合整治累计完成投资153亿元,渭河全线
堤防工程主体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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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渭河要实现“三年变清”目标，干流杨凌以上段要保持Ⅲ类水质——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是陕西人民的
母亲河，灌溉着两岸1400多万亩良田，养育
着陕西省64%的人口，集中着该省65%的生
产总值，在陕西乃至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
据着重要战略地位。

但多年来，渭河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上游水土流失严重、中游水污染加剧、下游
河道淤积日趋严重，小水大灾成为常态，制
约了渭河沿岸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安全。

为恢复渭河生态功能，陕西于 2011 年
印发了《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方
案》，要求采用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
利用等手段，全面促进渭河流域生态环境
的好转，力争在 2014年使渭河水质按北方
河流标准实现清水目标。

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说：“当前的首要
任务是强化保护，切实加强江河源头区、水
源保护区、水源涵养区、生态脆弱区和山地
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地区的预防监督管理，
依法从严控制开发建设活动，通过沿渭河
两岸的市县政府和群众，通力协作，用 3 年
时间使河水变清。”

俗话说：“木为水之魂，水为木之精”。
改善渭河环境，提高流域植被覆盖指数是第
一位。

据陕西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经
过几年工程造林和封山育林相结合、生态
林与经济林并重的生态治理，2012 年全省
森林覆盖率已达到了 43%。森林生态服务
价值达到 4395 亿元，其中涵养水源价值
1741亿元，防风固沙价值123亿元，改善环
境质量价值851亿元，保育土壤价值537亿
元，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1008亿元。

采访中，铜川桃曲坡水库管理办公室
主任李建帮告诉记者，抓森林绿化率提升
是当地的一个重要指标，“十一五”以来，
管理区的林草覆盖率已经由上世纪 90 年
代初的 20%提高到 82%。

在宝鸡市采访时，记者看到这里虽是
重峦叠嶂，但处处都是林木苍翠。宝鸡林
业局局长刘汉卿说，全市森林面积 1465.7
万亩，森林覆盖率 53.78％；其中新增干杂
果经济林 60 多万亩，累计达到近 200 万
亩，既是陕西重点林区和生物多样性富集
区，也是关中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

提高流域植被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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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美丽中国”，广大企业应该积

极承担起环境责任，既要在自己的生产、

流通、销售等环节做到“绿色”，也需要履

行同业监督的责任。然而，现实中这种特

殊的监督却被忽略了。

所谓同业监督，就是指在商品的生

产、销售、服务等方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

营者之间的相互监督行为。对一些涉及

重大民生的行业产品，如公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

业产品的社会监督来说，同业监督是重要

的一环。

事实上，没有哪个行业能够忽视同业

之间的巨大影响，“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

汤”的现象并不鲜见。先看国际，人们熟

知的日本东电核辐射泄漏事故就极大地

影响了整个核电行业的声誉。事故发生

后，不少国家的民众都开始质疑本国核电

站的安全，也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核电

事业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再看国内，三

聚氰胺事件就给本土乳业带来巨大打击，

染色脐橙的出现也给“赣南脐橙”品牌带

来不小损失。正因如此，在部分国家，很

多化学品公司对同行的所作所为极其敏

感，因为一家公司造成的污染与泄漏，很

可能会引发整个社会对一个行业的反感。

就整个监管体系而言，也少不了同业

监督这只“眼睛”。节能环保领域当前仍

存在诸多监管困局：有的河流两岸林立数

十家企业，监管部门很难查清到底是哪家

在违规排污；有的企业明里一套、暗里一

套，非法手段专业性强、机动性大，监管部

门有时也无计可施；有的行业覆盖面大，牵

扯上下游企业广，甚至存在业内潜规则，监

管力量常常难以做到细致、深入⋯⋯面对

此类问题，同业监督会更专注、更到位、更

有效。将同业监督纳入整个监管范畴，也

更有助于塑造立体、全面的监管体系，让多

层次的监督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然而，从近年众多环境污染事件来

看，在环保领域，我国同业监督的力量一

直十分薄弱，甚至已经出现了“劣币驱逐

良币”的逆淘汰现象。有业内人士就笑

谈，“谁先上环保设施，谁就先死。”虽然言

辞夸张，但也说明问题。在同样的市场条

件下，勇于支付环保成本、承担环保责任

的企业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利润的减

少，竞争不过偷排乱放、污染环境的同行

的情况时有发生，容忍违法企业就是对守

法企业的伤害，这就更需要树起同业监督

的大旗，维护守法企业的正当利益。

进行同业监督是每个企业的社会责

任，但在目前条件下，将同业监督引入“行

业圈”并非易事。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企

业的心理关，面对通过违法获利的同行，应

坚持操守、克制跟风冲动，同时不贪图表面

和气，勇于维护自身和行业权益；其次，还

需营造“破坏环境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

行业、市场和监管部门要充分鼓励和肯定

企业同业监督的行为；第三，相关法律法规

也需及时跟进，为推动同业监督提供动力

和保障,清晰界定同业监督与商业诋毁之

间的界限，让企业履行同业监督社会责任

的同时，有效规避风险，解除后顾之忧。

行业更好更快发展，是每家企业都乐

于看到的。在环保领域发挥同业监督的

作用，不仅能割除行业中存在的种种弊

端，保护守法企业的利益，也有助于维护

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改善自然环境、

造福社会公众，实为多赢之举。希望企业

“各扫门前雪”的同时，多关注“他家瓦上

霜”，共同推动行业前行，共同分享发展。

企业做环保 需要同业监督
栾笑语

生态经纬度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环保厅获
悉，羊卓雍错已纳入国家 100 个良好湖泊生态环
境保护试点工程项目，这是继纳木错后又一纳入
这一工程的西藏“圣湖”。

羊卓雍错等西藏各大湖泊由于自然景色美丽
迷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针对旅游开发带来的
生活垃圾隐患，西藏环保部门采取垃圾收集转运
设施建设，加强绿色旅游宣传等措施进行治理，目
前主要湖泊水质受影响较小。《2012 年西藏自治
区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纳木错、羊卓雍错水
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Ⅰ类水域标准，而
玛旁雍错仍处于原生状态，横贯西藏的雅鲁藏布
江全线水质也达到Ⅱ类水域标准。

羊卓雍错湖面海拔 4410 米，与纳木错、玛旁
雍错并称西藏三大圣湖，位于山南地区浪卡子县
境内，距拉萨不到 100公里。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纬一路小学启动户外生

态课堂。老师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来到公园、农

田、植物园等绿色生态园区内，开展“爱绿、护绿、

植绿”活动。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春天到户外上一节生态课

羊卓雍错纳入国家保护试点

首 要 任 务

铁 腕 治 污

治 秦 先 治 水

走进湖南会同县，仿佛置身绿的世界。这里
的林地面积占县域面积的 75.26%，森林蓄积量达
80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72.14%，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 60个百分点。

会同是全国闻名的“广木之乡”，林业是它的
第一资源、第一产业。为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会同提出并实施了“生态立县、兴林富民”的发展
战略，既要山川绿起来，又要百姓富起来。

首先，大力推行林权抵押贷款，让林业资源优
势成为“撬动”山区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支点。
会同制订了林权资产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并出台
优惠政策，规定对林业生产经营者用于营林造林
的小额贷款，由财政给予 3%的贴息，还建立了林
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专用于抵押权人的风
险损失。办法实施以来，县里以林权抵押贷款为
主要融资渠道的社会造林，占全县造林总面积的
97%，并涌现了林下种养基地 140 多个，林下经济
年产值达 2亿多元。

其次，狠抓“科技兴林”，实现转型升级。会同
从改变经营方式入手，一方面限制散、小、差企业
的发展，将竹木指标向技术含量高、利用率高、附
加值高、产业链条长的“三高一长”企业倾斜，依法
关闭了 113 家资源利用率低的竹木加工企业，建
立了万元产值竹木资源低消耗奖励制度；一方面
加大竹木加工技术推广和创新力度，生产效益得
到大幅提高，而竹木资源的消耗量逐年下降。

同时，会同还启动了测土配方造林工作，实施
了杉木无节良材培育工程，研究开发出了成材率
高、材质优良的杉木无性系繁殖技术，建立了金龙、
肖家、洒溪等 3个乡镇 1万亩楠竹丰产林示范基地
和以地灵、广坪、炮团为中心的60万亩杉木无节良
材基地、小河片为中心的 40 万亩马尾松工业原料
林基地。目前，该县经测土配方营造的林木可提
前 3-5年成材，生长率提高了 10%以上；经无节良
材培育的杉木亩产由 10 立方米提高到 20 多立方
米；经丰产培育的楠竹每年每亩增产20根以上、竹
笋150公斤，全县农民60%的收入来自林业。

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了会同县的金字招牌。
“县里每年要投入 2000 多万元用于生态保护。”
县长周立志告诉记者，“对于生态的坚守与追求，
就是会同最大的民生。”

既要山川绿起来

又要百姓富起来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杨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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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走廊生态走廊

湖南会同县每年投入 2000 多万

元用于生态保护——

在陕西，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治秦
先治水”。陕西省水利厅厅长王峰将其总结
为：兴秦富陕，其枢在水；建设美丽陕西，其
枢在水；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其枢在水。

出于这样的认识，陕西省在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采取了三项措施。其一是加大
综合性水利枢纽建设，统筹陕南、关中、陕北
三大区域，布局“双十双网”，形成了纵跨南
北、横贯东西、覆盖全省的水资源优化配置
格局。构建起了引排顺畅、蓄泄得当、丰枯
调剂、多源互补、调控自如的江河湖库水网
体系，科学合理建设河湖水系连通工程，提
高供水保证率和水资源配置水平。

其二是加强了水资源调控。通过以项
目审批为重点抑制用水总量过快增长，近
1/3 的项目取水方案进行了合理调整，火力

发电采用空冷后节水 3/4，煤化工用水单耗
非国际先进水平不得进入，多数项目使用
再生水、矿井疏干水等非常规水源，部分项
目实现了零排放。大力推进水资源费和水
价改革，形成了多用水就要多缴费的机制。

其三是全面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全
省每年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100 万亩以上，
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545，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 21.6 立方米，比“十一五”
末下降了 18%。在全省培育了 5 个国家级
节水型社会试点，6 个省级试点，十大节水
示范基地，对推进全省水资源高效利用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在泾阳县桥底村，记者遇到了正在给
责任田浇水的 6组村民淡宝民，他的责任田
就是斗渠边上那几亩。“我这里基本都是旱

地，以前就靠土渠浇地，每年都要修渠，很
容易耽误农时。”淡宝民说，“现在水渠有衬
砌了，不渗了，一亩地能省七八块钱。”

目前，泾阳县设计灌溉面积 33.6 万亩，
有效灌溉面积 22.23 万亩，渠道长度 584.4
公里，干、支、斗渠共计衬砌 183 公里，年新
增供水能力 317 万立方米、节水 499 万立方
米，实现新增产值 2652万元。

近年来，临渭、临潼、富平、大荔、蒲城
五县（区）集中连片实施的 26万亩交口抽渭
灌区末级渠系改造示范区已初见成效。杨
陵、武功两县区的现代农业微灌工程和凤
翔县机井管道灌溉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规
模效益已凸显。渭北、延安地区的果园节
水灌溉工程已成为支撑当地主导农业产业
的基础性农田水利工程。

林场工作人员在查看用林权抵押贷款承包的

楠竹林。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2011年，陕西开展“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目前干流水质已经明显好转。图为宝鸡城区段渭河河道水面景观。

目前，渭河全线堤防工程主体已经完

成，堤顶道路铺筑完成 204 公里，堤防绿化

完成 215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