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5 年 1 月 6～12 日对太湖流
域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进行了水资源质量监测。水质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湖泊营养状况评价
采用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湖库营养状
态评价标准。

一、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
（一）省界河流水质
2015年1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34个监测断面，23.5%的断面

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都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其中
Ⅳ类占 29.5%，Ⅴ类占 23.5%，劣于Ⅴ类占 23.5%。与 2014年同期
及上个月相比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达到Ⅲ类的比例分别保持不变
和减少了5.9%。苏沪边界6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大、小朱厍港珠砂
港大桥、急水港周庄大桥2个断面水质为Ⅳ类，其它4个断面水质
为劣于Ⅴ类。苏浙边界14个河流监测断面中，芦墟塘陶庄枢纽、南
横塘长村桥、北横塘栋梁桥、頔塘苏浙交界处 4 个断面水质为Ⅲ
类，斜路港章湾圩公路桥、长三港升罗桥、新塍塘圣塘桥、澜溪塘太
师桥4个断面水质为Ⅳ类，江南运河（京杭古运河）北虹大桥、麻溪

（后市河）太平桥、双林港双林桥、上塔庙港乌桥4个断面水质为Ⅴ
类，其它 2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浙沪边界 12 个河流监测断面
中，丁栅港丁栅枢纽、坟头港大舜枢纽、俞汇塘俞汇北大桥 3个断
面水质为Ⅲ类，红旗塘横港大桥、清凉港清凉大桥、范塘和尚泾朱
枫公路和尚泾桥3个断面水质为Ⅳ类，枫泾塘枫南大桥、面杖港东
海桥、六里塘六里塘大桥、上海塘青阳汇桥 4个断面水质为Ⅴ类，
其它 2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沪边界太浦河金泽断面水质
为Ⅲ类。浙皖边界泗安塘杨桥断面水质为Ⅳ类。

（二）省界湖泊水质
太湖 33 个监测点，分 9 个湖区进行水质评价。评价结果显

示：本月太湖水域 11.7%为Ⅲ类，69.8%为Ⅳ类，18.5%为劣于Ⅴ
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显示，本月太湖 0.3%的水域为中营养，
73.9%的水域为轻度富营养，25.8%的水域为中度富营养。太湖

主要水质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高锰酸盐指数 4.36㎎/L，氨氮
0.19㎎/L；太湖营养状况评价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总磷
0.075㎎/L，总氮 1.62㎎/L，叶绿素 a14.6㎎/㎥。与 2014 年同期
相比，太湖水质类别持平，主要水质指标氨氮、叶绿素 a 浓度有
所下降；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浓度有所上升；富营养化状况
略有恶化。

淀山湖水质为劣于Ⅴ类，为轻度富营养；元荡水质为劣于Ⅴ
类，为轻度富营养。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东南诸河省界水体监测断面共 9 个，其中庆元政和交界处、

马蹄岙水库坝头和甘岐水库 3 个监测断面水质未达到Ⅲ类水标
准，其余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浙皖边界新安江街口断
面水质为Ⅰ类。浙闽边界 8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庆元政和交界
处、马蹄岙水库坝头和甘岐水库 3 个监测断面水质未达到Ⅲ类
水标准，其余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其中东溪柘泰大桥
东溪交汇口下游、东溪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上游、竹口溪新窑、
汇甲溪南溪水库入库口 4 个断面水质为Ⅱ类，寿泰溪柘泰大桥
寿泰溪断面水质为Ⅲ类，安溪庆元政和交界处、松原溪马蹄岙水
库坝头 2个断面水质为Ⅳ类，甘岐水库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

三、省界缓冲区水质达标评价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对省界缓冲区水质进行达标评价，

本月共评价省界缓冲区 44 个。省界河流缓冲区 41 个，有 7 个水
质达标，达标率为 17.1%。其中苏沪边界 6 个缓冲区，水质均不达
标；苏浙边界 16 个缓冲区，有 4 个水质达标；浙沪边界 18 个缓冲
区，有 3 个水质达标；浙皖边界 1 个缓冲区，水质未达标。省界湖
泊缓冲区 3 个，分别为太湖苏浙边界缓冲区、淀山湖苏沪缓冲
区、元荡苏沪边界缓冲区，水质均不达标。

东南诸河省界缓冲区共 9 个，安溪浙闽缓冲区、松原溪浙闽
缓冲区和照澜溪福鼎闽浙 3 个缓冲区水质不达标，其余水质均
达标，达标率为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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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燃灯者”的光和热
——邹碧华事迹在各地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上海：

触摸邹碧华高尚的灵魂
本报上海 2 月 27 日电 记者吴凯 李治国报道：

《经济日报》 26 日刊登的长篇通讯 《崇法尚德 执着
前行——追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 在
上海各界引起强烈反响，“邹碧华精神”在各个领域
传递，人们在追寻着这个高尚的灵魂，感受着一位

“燃灯者”留在人间的光和热。
“邹碧华同志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比

热爱、对事业的无私奉献，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
正高度评价邹碧华精神。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徐麟说，中
央媒体记者深入细致的采访，刻画出了一位公正为
民、敢于担当的好法官形象，为邹碧华精神在全国的
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报道让我们的读者再次触
摸到邹碧华高尚的灵魂，感受到这位“燃灯者”传递
给人们的光和热。

“他对工作始终充满着激情，为了司法改革简
直是拼了命。”我国军事法方面的专家——武警政
治学院教授周健说，邹碧华不仅有胆识敢担当，而
且心细如发，司法改革每一层面每个制度的设计，
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在研究如何取得社会各界共
识、建立有效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时，他都提出了
具体的意见。”

邹碧华的事迹在律师界引起广泛影响。很多律师
在网上自发地写怀念文章，因为邹碧华在尊重律师、
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上海市
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燕深有感触地说，“无论是他
在长宁法院担任院长时出台的 《法官尊重律师的十条
意见》，还是在上海高院建立的律师服务平台，都是
构建良好律师执业环境、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
大实事。”

上海容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晓菁告
诉记者，“知识产权代理行业经常需要和法律部门打
交道，我们希望法律部门都能像邹碧华那样对工作高
度负责任，捍卫公平正义，努力把邹碧华的光和热传
递下去。”

山东：

“他是法官队伍新标杆”
本报济南 2 月 27 日电 记者单保江 王金虎报

道：邹碧华的模范事迹，已在山东法院系统引起强烈
反响。

“法院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很多环节。
邹碧华不畏艰辛，迎难而上，大胆探索，身体力行地展
示了开拓者的风采，为法院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潍
坊中院的张同文表示，邹碧华为法官队伍树立了一个
新的标杆，我们要向邹碧华同志学习，并把它转化为工
作的动力，努力做一个人民信得过的好法官。

邹碧华在改革中敢啃“硬骨头”、用生命诠释共产
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执着与忠诚的高尚品格，在山
东的广大基层干部中引起共鸣。这两天，邹碧华勤勉
敬业、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感人事迹，在焦裕禄的故
乡淄博市博山区的党员干部中争相传诵。博山区委书
记许冰深有感触地说，“邹碧华同志生前有一句口头禅
是‘我不累’，但这位司法改革的‘擎旗者’却最终累倒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位焦裕禄精神在新时期的践
行者大胆创新、无私无畏、殚精竭虑的精神，给予我们
震撼和感动。邹碧华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传承。”

贵州：

始终坚守法治和勇于担当
本报贵阳 2 月 27 日电 记者王新伟、通讯员李黔

云报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的先进事
迹在全国报道后，贵州省法院系统正认真组织干部职
工学习和座谈。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力说，他与邹碧华院
长相识源于上海法院结对帮扶遵义法院，“2014 年 2
月，碧华院长到遵义中院开展工作。其间，他主动向我
提出将他所学向全市法院作一次讲授，计划上午半天
的课一口气讲到下午 1点。”

“碧华院长的授课观点新、切口精、路径准、效果
好，对我们如何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探索建立
判断审判推理正确性的规则体系、准确审查当事人的
诉讼主张、正确分配举证责任、明确举证期限的客体范
围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力回忆说。

“当听到邹碧华法官去世的消息，我不禁从案头拿
起刚刚还在学习的《法院管理》一书。这本书的副主编
之一正是邹碧华法官。我书架上的《要件审判九步
法》、《法庭上的心理学》等，也都是他的著作。”贵州高
院民三庭副庭长雷蕾说。

“邹碧华走了，在司法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但人
们对他的怀念及精神传承不会停止。对法院人而言，
对他的思念不仅是要继续他未竟的司法改革事业，更
要继承他对法治、公平不懈追求的精神。”贵州高院民
二庭法官范淑婷感慨道。

清镇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兼生态保护法庭庭长罗光
黔学习了邹碧华的事迹后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要像邹
碧华那样，坚守法治精神，忠诚敬业，自觉奉献。”

辽宁：

作为百姓办实事的好干部
本报沈阳 2 月 27 日电 记者张允强 苏大鹏报

道：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辽沈大地引
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认为，邹碧华爱岗敬业、勇
于创新、攻坚克难的精神值得学习。不少干部表示，要
像邹碧华一样，做一名对老百姓高度负责任的好干部。

抚顺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姜云峰说，邹碧华作
为一名司法工作者，勇于推进创新，令人钦佩，值得学
习，“邹碧华所推动的上海司法改革，不仅为我国司法
改革实践作出大胆探索，也为其他领域的工作者们在
各自领域推进改革树立了信心。特别是他认为‘做事
不能混’的精神，值得广大干部学习。”

“无论在任何岗位，都要把自身工作做到最好。邹
碧华热爱自己的工作就如同热爱生命一般，否则他不
可能推出‘要件审判九步法’等司法工作的创新举措。”
大连火车站工作人员李玉思阅读《经济日报》关于邹碧
华同志的报道后，感慨地说，“我们从事与老百姓生活
密切相关的铁路运输行业，也应该像他一样热爱自己
的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好旅客。”

内蒙古：

有温度地开展便民服务
本报呼和浩特 2 月 27 日电 记者陈力报道：飞飞

扬扬的雪花，使塞外青城呼和浩特一片银装素裹。缅
怀司法改革“擎旗者”邹碧华，受访的干部群众无不为
他英年早逝而惋惜。展望依法治国的新里程，大家感
到，邹碧华的事迹如同东风伴瑞雪，催生万树吐芳华。

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李全锁和邹碧华有
过3次接触。“他也做过研究室主任，走上副院长岗位后分
管研究室。我听过他的讲话，见过他制作、演示的PPT课
件，对他过硬的业务由衷佩服。”李全锁告诉记者。

呼和浩特河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苗立曾代理呼格吉
勒图再审案件，对邹碧华尊重保护律师的“十条”十分
感动，“一个国家的律师地位如何，决定了一个国家法
治进程如何。所以，邹碧华身体力行的实践如燃灯一
样闪亮：构建法院、法官和律师的充分信任与尊重机
制，就会尽可能杜绝错判，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经济日报》对邹碧华的深度报道，成了许多地方
节后上班学习的“最新教材”。鄂尔多斯基层干部王占
斌告诉记者，节后读到《经济日报》充满深情、图文并茂
的长篇报道，震撼人心自然促进“收心”——大家一致
认同邹碧华“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滋养，工作就会干瘪
无味”的感悟，表示要像他那样做人间真情的“守护
者”，有温度地开展便民服务。

本报南昌 2 月 27 日电 记者赖永峰 刘兴报道：
在邹碧华老家江西省奉新县，邹碧华的高中同学、奉新
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余毛毛至今仍沉浸在悲痛和惋
惜之中。

回忆起与邹碧华同窗期间和工作后的交往经历，
余毛毛感慨万分，“高中时代的邹碧华天资聪颖，成绩
一直名列前茅。1984年高考时，他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
考取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余毛毛告诉记者，大学毕业
后，邹碧华选择到上海高级法院工作，而她却有幸成为

了家乡基层法院的一名法官。在与邹碧华日常的交流
联系中，余毛毛深切感受到他对审判事业的由衷热爱
和满腔热忱，更从他身上领悟到人生坚守的价值和法
官应有的良好职业素养。

“记得有一次，我在同学聚会时流露出当下基层
法院从业法官不易、无奈甚至沮丧的心情，当天下
午，邹碧华发来短信，勉励我‘对待工作要不畏难、
不畏苦、不畏强，人的一生都有一个需要坚守的价值
观，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才能感受和提升职业的荣誉

感’。我每每都在这些细节中默默被他激励、被他感
染。”余毛毛告诉记者，聚会过后，邹碧华还寄了一
本他自己撰写的 《要件审判九步法》 给她。“这本书
逻辑清晰，思路缜密，用实证的方法对法官裁判方法
进行研究，审判时按图索骥，即可提高效率。”

在与余毛毛的交谈中记者得知，邹碧华对家乡法院
非常关心，2012年在百忙之中不顾舟车劳顿来到奉新
法院为干警授课，他严谨的工作态度，渊博的学识，感
染力极强的讲课技巧，给全体干警留下了深刻印象。

“邹碧华是法官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对司法
事业无与伦比的执着追求，他的品格、学识、责任、
勇气和担当令人尊敬，将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和丰
碑。作为他的同学、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应该以他
为榜样，努力在琐碎的案件和公务中做出成绩，为共
同的法治梦想贡献自己一点一滴的力量，做法官当如
邹碧华！”余毛毛说。

高中同学深情追思——

“做法官当如邹碧华”
高中同学深情追思——

“做法官当如邹碧华”

2 月 26 日，《经济日报》突出报道了

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的

先进事迹，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热

烈反响。各地各行各业广大读者纷纷来

信来电，表达对邹碧华同志的崇敬之情，

以及对他崇法尚德，践行党的宗旨，坚守

法治精神的盛赞——

邹碧华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完全地融入自己的生命
中，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树立起一面不朽的大旗。他研究了
一系列改善司法环境、推动司法进步的制度性措施，是推动
司法改革的“急先锋”；他在工作中迎难而上、不计毁誉，无
私无畏，是法律人中的“硬骨头”；他身先士卒、鞠躬尽瘁，用
生命和激情为人民群众点燃了心中的公平正义之灯。

（山西省太原车辆段 刘燕勇）

邹碧华因崇法尚德、执着前行而伟大。邹碧华走了，
“崇法尚德、执着前行”之路需要更多的人继续走下去。《经
济日报》的报道为广大司法工作者擦亮了一面闪耀的镜子，
鼓舞着大家前行，提醒着大家在尊重、缅怀的同时别忘以人
正己，为法治中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重庆市璧山区委督查室 邹乾平）

为这样的法官点赞为这样的法官点赞为这样的法官点赞

当今社会尤其需要弘扬正能量，不能任由负面消息充
斥传媒，更不能令世人感到公平正义、传统美德的日渐缺
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许多如邹碧华一样的时代先锋，
正引领着人们去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力拼搏。我们的
媒体就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些先进人物的所作所为，让他
们的高尚品质发扬光大。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政协 吴寿宜）

人总会有倦怠的时候，但信仰让生命迎难而上。邹碧
华的生命戛然而止，但回顾他司法生涯的一生，却因崇法尚
德、执着不怠的信仰一路前行。他的信仰不仅内化于心，而
且对事对人都充满担当，呈现出让人敬佩的韧劲和细心。

邹碧华值得敬重，邹碧华的信仰为世人所崇尚，邹碧华
的法治中国梦必将实现。

（湖北省松滋市综治办副主任 夏 群）

一路前行的信仰一路前行的信仰一路前行的信仰

邹碧华崇德尚法、执着前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践行
党的宗旨，捍卫公平正义，特别是在司法改革中敢啃“硬骨
头”，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执着与忠诚。
我们要学习他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学习他对法治精神
的一贯坚守，学习他对本职工作的无限热爱，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就能在平凡中成就自己的人生价值。

（广西桂林市叠彩区水塔路南巷 2号 唐荣彬）

敢啃敢啃““硬骨头硬骨头””的执着的执着

好典型值得上头条好典型值得上头条

最有温度的报道最有温度的报道

此次《经济日报》开先河，把一个法律领域的人物放在
一版头条位置和 2 个《中国故事》版刊登，充分说明了报社
对新闻人物把握的准确性，对报道方向的灵活性，对报道
面的开放性。同时，让一个来自基层的普通人物走上头
版，充分体现了报社走基层、亲一线的作风。为《经济日
报》的新做法、好做法点赞！为《中国故事》的大手笔、大格
局叫好！ (河南省宛西制药 胡勇俊）

从整个通讯的长长篇幅中，我们看到了《经济日报》记
者扎实的采访功底，从每一个故事细节到具体的情节，都体
现了主人公的精神和情操，都是如此的真实可信，没有一点
过多过高的虚化。而报纸在编排过程中也体现了精心和精
细，从头版的报道和评论到通版的长篇通讯，可能是近期人
物宣传中最有力度的一次，体现了报社的重视和关注，更体
现对法治中国的信心和向往。

（江苏省常州戚机厂报社 曹建明）

浓墨书写法治中国浓墨书写法治中国浓墨书写法治中国

点燃公平正义之灯点燃公平正义之灯

本报北京 2 月 27 日讯 记者金

晶报道：中央电视台今天在京召开
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一
季）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该片给
予了高度评价。

据悉，《记住乡愁》第一季 60 集
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CCTV-4）每晚 20
点黄金时间首播，目前已播出 50 多
集。该节目通过梳理中国传统村落
世代遵循的行为道德规范和传承千
年的家风家规，讲述传统村落的文
明故事，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
因，感染和激励当代社会深入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播出后引发
海内外观众强烈共鸣。

中国现有村庄约 60 万个，其中
古村落约有 5000 个，被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界定为传统村
落的有 1561 个。这些村落大多始
建于明清时期，有的可以追溯到唐

宋时期，部分村落的历史甚至可以
追溯到上古时期。纪录片《记住乡
愁》由中宣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文物
局组织实施，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
从中选取 100 个以上的传统村落进
行拍摄，实地走访，真实记录，讲述
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古今故事。

对于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
愁》，古建筑学界专家认为其是“立
体的教科书，现成的博物馆”。历史
学者认为，《记住乡愁》呈现了一幅
生动的历史画卷，古村中发生的历
史故事启迪着后人，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历史养分。从

《记住乡愁》节目中，民俗学者看到
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
石。社会学家认为，传统古村落中
留下了许多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
宝贵智慧和经验，对于当代社会来
说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内外观众对该片也产生了强
烈共鸣。上海观众赵韬说，《记住乡
愁》既展现了山水田园，又讲述古村
乡民故事，淳朴天然；以家族血缘为
纽带维系社群，立规范，建秩序，可
为今天大都市中的社区借鉴。深圳
观众郝丽萍说，《记住乡愁》是对正
在快速消失的中国乡村及民俗文化
史诗般的记录，很有史料价值。南
非观众陈一凡说，节目每集或以一
个村庄，或以一个家族，上溯祖宗之
德之源，平叙当世安详和谐，深究根
源，娓娓道来，展现了一种安详、和
谐、质朴、怡心怡性的乡村生活。美
国观众胡昌铭认为，《记住乡愁》是
在心灵深处去感受、去体会、去学习
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
德国观众马俊辉说，在这一大型纪
录片中，我们看到的“孝悌忠信礼
义”的故事，比在任何一部小说中读
到的都精彩。

聚焦优秀传统文化

《记住乡愁》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