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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蒙蒙的天空、不畅快
的呼吸，雾霾已成为人们的

“心肺之患”。但相比看得见
的大气污染，我们脚下的土
壤污染同样严峻，而且更具
隐蔽性、滞后性和不可逆性。

2014 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
全国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 16.1%，重度污染占比 1.1%；
耕地的点位超标率为 19.4%，重度污染占比 1.1%。更糟
糕的是，其中很多超标点位属于历史遗留的污染场地。

这一切，谁来埋单？“关于历史遗留污染场地的治理，
目前国内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
峰告诉记者，一种观点认为，应在坚持法不溯及既往的前
提下，由政府对其治理；另一种观点认为，完全由政府治
理财政压力过大，放弃对污染者的追究也不尽公平合理。

其实，历史遗留污染场地治理责任承担问题并不是
一个新课题，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轰动全美的“拉芙运河
事件”就曾引发人们对这一课题的关注：由于胡克化学公
司向拉芙运河倾倒了 2 万吨有毒有害的化学废物，附近
居民出现药物灼伤、产妇流产、婴儿畸形等异常现象。

拉芙运河事件的爆发，让现行法律的缺陷暴露——
当时，民意认为若污染者不承担消除污染或环境修复的
责任而由政府兜底实则是公众来埋单，那显然是有失公
允的。在此背景下，美国《超级基金法》诞生。

环境法律责任主体是谁？《超级基金法》规定，“有关
责任方”不仅包括危险物质排放（或将要排放）时的场地
的业主或使用人以及有害物质的排放者，也包括了该场
地现在的业主或使用人。

更重要的是，“《超级基金法》打破了法律界、学术界、
司法界多年不变的原则：法不溯及既往。”贾峰表示。他
说，按照《超级基金法》，此前的许多污染行为即使当时是
合法的，也应依法承担污染物清理或环境修复的法律责
任；责任人之间是无限连带的，可以只针对其中一个或几
个实力雄厚的潜在责任人提起追偿诉讼。

但当责任主体无力或拒绝承担相关费用时怎么办？
《超级基金法》为此专门设立了超级基金。在潜在责任人
不能确定、无力或拒绝承担清理费用时，可动用超级基金
支付清理费用。《超级基金法》同时赋予环保署“绝对”权
力，授权其督促潜在责任方及时开展场地修复行动，并可
无限期的追溯权力。同时，环保署还可以向多个污染责
任方的任何一方提起全额赔偿要求。

针对需要修复的污染场地太多，从哪一块开始？鉴
于此，《超级基金法》则特别规定“脏中选脏”，基于健康风
险优先修复污染最严重的场地。具体而言，美国国家环
保局依法构建了一套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分的模型，
对每个场地的污染水平进行赋值计算，当结果高于一定
数值时则被纳入国家优先治理名录，立即进行治理修复。

如今，《超级基金法》已实施 30 余年，虽然在实施过
程中存在一些争议，但成效也显而易见：截至 2014 年 6
月，1158 块场地已完成修复工程，占累计列入国家优先
治理名录场地的 68.1%。

看美国《超级基金法》经验——

历史遗留污染场地如何治理
本报记者 沈 慧

钢铁作为攀枝花市过去的支柱产
业，一度占到全市 GDP 的 90%。“面对
新的形势，攀枝花市必须产业升级和城
市转型两条腿走路，实施‘百里钢城’
到‘钒钛之都’的产业升级、‘工矿基
地’到‘阳光花城’的城市转型。”市
委书记刘成鸣说。

目前，攀枝花已成为生产规模全
国 第 一 、 世 界 第 二 的 钒 产 品 生 产 基
地，全国最大的钛原料基地和全流程
钛工业基地。2014 年，全市钒钛及相
关产业产值已近千亿元，机械制造业
产值接近 200 亿元。攀枝花实 现 了 从

“百里钢城”到“钒钛之都”的华丽
转身。

攀 枝 花 不 仅 产 钢 铁 钒 钛 ， 还 产
“花”，这里年日照 2700 余小时，年平
均气温 20 摄氏度，无霜期达 300 天以

上，一年四季鲜花盛开，特别适宜冬日
旅游。攀枝花面对钢铁限产、环境饱和
的局面，主动作为，把打造“中国阳光
花 城 ” 作 为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战 略 定 位
之一。

3 月 2 日，74 岁的左绍和老人正和
老伴在四川攀枝花市西蜀阳光花园酒店
收拾行李，准备乘坐当日下午的航班返
回成都老家。“最近几年我们都是 11 月
份到攀枝花来，第二年 3 月份才回去，
就在攀枝花过春节。”左老告诉记者，
到攀枝花过冬有三个理由：一是暖和，

这几个月气温都在 20 多摄氏度；二是
花多，各种各样的花卉满山遍野；三是
空气好。西蜀阳光酒店总经理田凤英告
诉记者，这几年，每年的 11 月到次年
的 3 月，几乎天天客满，大都是来这里
过冬的老年人。

去年底，在攀枝花举办的首届中国
康养产业发展论坛上，攀枝花宣布将推
出 225 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1700 亿
元，打造中国阳光康养试验区。据攀枝
花 旅 游 局 副 局 长 彭 德 清 介 绍 ， 2014
年，全市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46%，增

速领先全省。在今年的春节黄金周里，
攀枝花接待游客 107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近 8亿元。

市长张剡把发展旅游业看做一种自
我约束，自我挑战，因为工业城市要发展
旅游业就必须更加注重环保。市经信委
副主任胡开斌说，早在“十一五”之前，全
市数百家“五小”企业几乎已淘汰完毕，
现在已进入淘汰落后设备阶段。

由于提前谋划，攀枝花市经济发展
并没有因为钢铁限产而退缩，仍然保持
了良好势头。2014 年攀枝花 GDP 增速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0.6 个百分点，这已
是攀枝花连续 3 年经济增速超过全省
均值，而此前，攀枝花经济增长曾连续
多年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由此，攀枝
花市走出了一条资源型城市特色环保
之路。

10 年前，攀枝花市还戴着全

国“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10

年后的今天，攀枝花何以成为度

假天堂？环保部门的监测结果也

许可以给出答案：3 月 18 日，四川

省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 2 月份空

气质量报告显示，在四川省重点

监测的环保重点城市中，攀枝花

市空气质量最好；而在 2014 年，

攀枝花市全年达标 338 天，其中

优 50 天 ，良 288 天 ，达 标 率 为

92.6%，其余不达标的 27 天全部

为轻度污染。

一座以钢铁冶炼为支柱产业

的重工业城市，在生态环保方面

如何取得如此骄人的佳绩？

据有关方面评估，攀枝花市钒钛磁
铁矿总储量超过 200 亿吨。依托丰富的
矿产资源，一座特大型钢铁企业和一座
百余万人口的城市相伴而生。经过 50
年的开发建设，攀枝花市已成为全世界
唯一综合利用铁、钒、钛资源的城市，荣
获“中国钒钛之都”称号；攀钢则成为全
球第一的产钒企业，我国最大的钛原料
和产业链最为完整的钛加工企业，我国
重要的铁路用钢、无缝钢管、特殊钢生产
基地。

辉煌成就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不
断 恶 化 。“ 上 世 纪 90 年 代 以 前 情 况 最
差，那时候办公室每天得打扫好几次，
吐出来的口水都是黑的，自来水都有一
股刺鼻的臭味。”在攀枝花生活工作 28

年的攀枝花市环保局干部严健生说。
2005 年，攀枝花空气质量达标率仅

为 44.4%，在国家环保部门监测的 113 个
城市中，攀枝花市空气质量优良率排倒
数第三。空气质量问题成为当地老百姓

投诉的重点之一。“攀枝花，美丽的名字，
肮脏的城市。”当时流传的这句话虽然有
些尖刻，却是当时当地的真实写照。

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在一个特殊
的历史时期进行的，环保欠账较多，为
此，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和攀钢等相关
企业本着对当地百姓负责、对历史负责
的态度，提出“新账不欠，老账要还”、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理
念，从科技攻关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两
个方面入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从 2013 年开始，攀枝花市民有一
个明显的感觉：空气中时有时无的臭味
似乎消失了。来自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
验证了这一感觉：2013 年，二氧化硫
年均浓度值下降 25.6%；2014 年，同比
又下降 23.9%，二氧化硫首次实现达
标 ， 并 且 全 年 未 出 现 二 氧 化 硫 超 标
天气。

据介绍，目前，钢铁行业还没有更
好的脱硫方法，而在攀枝花，更是“与
生俱来”的老大难：攀西钒钛磁铁矿硫
含量极高，是国内其他地区普通矿和进

口矿硫含量的 10倍以上。
2007 年，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启动

烧结烟气脱硫工艺装备集成技术研发工
作，经过 6 年多的技术攻关，累计投入科
研资金 5 亿多元，2013 年终于形成了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烧结烟气高效脱硫成套工艺装备集成
技术”。这一先进技术的应用，使攀钢公
司的综合脱硫率从原来的 40%左右提高
到 95%以上，烟气处理率超过 95%，每年
可新增减排二氧化硫万余吨。

烧结烟气脱硫技术瓶颈的突破，使

攀西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实现了历史性
突破，对进一步深化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推动钒钛钢铁、机械制造等特色优
势产业发展，加快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
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环
境支撑。

事实上，攀枝花市及相关企业在科
技攻关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努力一刻也
没有停止过。据统计，仅“十二五”期
间，攀枝花已累计投入资金 22 亿元，
实施大气、水、噪声、固体废物等方面
的治理。

新账不欠 老账要还

科技攻关 锲而不舍

提前谋划 主动转型

春耕开始，山东省平度市李园街道
朱家井村郝亚妮将三四百斤大豆当肥料
施到 4 亩姜田里。为何将大豆“喂”给
姜田呢？原来，由于多年过度施用化
肥，农田土壤退化板结，单产直线下降
——从亩产 1 万来斤下降到 6000 斤。为
修复地力，近几年农民们只得给姜田

“喂”大豆。
近年来，土壤污染问题日益受到

公众的关注。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
部去年发布的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公报》 显示，全国土壤污染总的超
标率为 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
和 重 度 污 染 点 位 比 例 分 别 为 11.2% 、
2.3%、1.5%和 1.1%。污染类型以无机
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
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
部超标点位的 82.8%。从污染分布情况

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
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
等 部 分 区 域 土 壤 污 染 问 题 较 为 突 出 ，
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
较大。镉、汞、砷、铅 4 种无机污染
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
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公报
认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
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
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
环境问题突出。工矿业、农业等人为
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
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

“像湖南长株潭地区，通过大气沉
降，每年输入土壤中的镉，每公顷达
13.8 克，占所有外源输入的 86.8%。再
比如我国每年化肥施用量超过 4100 万
吨，污水灌溉农田面积超过 330 万公

顷，这些都在严重污染着土壤。”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专家吴平说。据调查，目前我国中重度
污染耕地大体在 5000 万亩左右。以大
型重污染企业、工业企业遗弃污染地、
各类废弃物堆放场、大型采矿区以及工
业园区污染为中心，存在着若干土壤污
染严重的局域点。“值得注意的是，当
前我国土壤污染呈转移扩散之势，出现
了由工业向农业扩散、城区向农村蔓
延、地表向地下渗透、上游向下游转
移、水土污染向食物链延伸的趋势，加
强土壤污染防治已刻不容缓。”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研究员陈世宝说，污染土壤修
复是一项世界性课题。过去几十年间，
各国纷纷出台土壤修复计划，我国近年
来也实施了一些土壤修复研究项目。目

前，国际上已形成包括生物修复、物理
修复、化学修复以及综合使用以上手段
联合修复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体系，积
累了一些经验，但推广难度很大，要从
根子上解决问题，还得靠全社会增强环
保意识，以保护土壤免受污染。

首先，修复被污染的土壤，经济成
本往往非常高昂。据环保部生态司司长
庄国泰估计，我国全部治理被污染的土
壤，资金成本可能需要几十万亿元。由
于治理成本过于高昂，正在制定的土壤
保护法只得侧重于采取保护性预测措
施。其次，目前很多修复办法，虽然效
果较好，但效率极低，历时非常漫长，
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大面积推
广并不现实。此外，有的修复技术，虽
然效率较高，历时较短，但推广难度
大，在大区域内使用效果欠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治标有办法 治本靠大家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治标有办法 治本靠大家
本报记者 黄俊毅

3月 19日，一头江豚在研究船甲板上接受体检。

为加强江豚的保护，农业部长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

室于近日正式启动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工程。据介绍，今

年将有 8头健康的长江江豚作为优质种质资源。

周 密摄（新华社发）

近年来，为积极有效保护林业资源，山东省齐河县探
索推行“碳汇造林”的新路径，通过政策引导、服务帮扶、
经营权流转等措施，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开展“碳汇造林”。

碳汇造林是指采取引进社会资金，通过植树造林、加
强森林经营管理、减少毁林、保护和恢复森林植被等活
动，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碳汇造林可实现政
府减负、企业增效、林农增收、社会增绿、林业升级、总量
减排的多赢效果。”县林业局局长张本升说。

“碳汇造林”模式，得到当地钢铁企业永锋集团的积
极响应。今年初，齐河县政府与永锋集团达成合作协议，
由“永锋”出资 10 亿元，在黄河国际生态城境内的闲置水
面、荒地上，实施万亩晏子湖生态园林项目。

“工业企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大户，有义务植树造
林，同时，发展好林业还能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永
锋集团董事长刘锋说。目前，晏子湖森林公园项目的
3000 亩水系已基本完成，苗木种植量已超过 1/3，计划 3
年内达到预期效果。

“根据测算，一亩森林就可吸收固定 7.8 吨二氧化
碳，我们这次造林 7000 亩，可吸固二氧化碳 5 万余吨，我
们的投入可在 8 年内收回。”永锋园林执行董事任志喜
说，“目前，国内以黄河农耕文化为主题的森林公园还是
空白。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可吸引游客百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过亿元。”

为加快推进项目，齐河在服务上下足功夫：安排专业
技术人员全程紧跟，无偿提供技术支持；帮助“永锋”申请
中央财政林业专项资金、林业贴息贷款；协助“永锋”招
工，让本地农民在获得土地流转收入的同时，再增一份
工资。

山东齐河：

“碳汇造林”实现多赢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郑 军

攀枝花仁和区滨河景观。 周乐天摄攀枝花仁和区滨河景观。 周乐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