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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5 年 9 月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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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 34 个监测断面，11.8%的断

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
污染，其中Ⅳ类占 58.8%，Ⅴ类占 20.6%，劣于Ⅴ类占 8.8%。与
2014 年同期及上月相比,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
比例分别增加了 5.9%和 3.0%。苏沪边界 6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
朱厍港珠砂港大桥断面水质为Ⅲ类，急水港周庄大桥、千灯浦千
灯浦桥 2 个断面水质为Ⅳ类，浏河太和大桥、吴松江石浦大桥 2
个断面水质为Ⅴ类，盐铁塘新星镇桥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
边界 14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南横塘长村桥断面水质为Ⅲ类，芦
墟塘陶庄枢纽、北横塘栋梁桥、頔塘苏浙交界处、江南运河北虹
大桥、后市河太平桥、双林港双林桥、新塍塘洛东大桥、上塔庙港
乌桥、澜溪塘太师桥 9 个断面水质为Ⅳ类，斜路港章湾圩公路
桥、新塍塘圣塘桥 2 个断面水质为Ⅴ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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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塘横港大桥、坟头港大舜枢纽、枫泾塘枫南大桥、蒲泽塘清凉大
桥、惠高泾新风路桥、上海塘青阳汇桥、俞汇塘俞汇北大桥、范塘
和尚泾朱枫公路和尚泾桥 9 个断面水质为Ⅳ类，其他 3 个断面水
质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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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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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为Ⅲ类，24.1%为Ⅳ类，41.9%为Ⅴ类，

15.2%为劣于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显示，本月太湖 42.9%的
水域为轻度富营养，5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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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L，氨氮 0.16㎎/
L；太湖营养状况评价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总磷 0.099㎎/L，
总氮 1.37㎎/L，叶绿素 a44.3㎎/㎥。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太湖水
质类别持平，主要水质指标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叶
绿素 a浓度均有所上升,富营养化状况有所恶化。

淀山湖水质为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为中度富营养；元荡
水质为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为轻度富营养。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东南诸河省界水体监测断面共 10 个，其中寿泰溪 S52 寿泰

溪大桥和甘歧水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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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类水标准。浙皖边界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
为Ⅱ类。浙闽边界 9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寿泰溪 S52 寿泰溪大桥
和甘歧水库 2 个监测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柘泰大桥寿泰溪断
面、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下游断面、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上游断
面和马蹄岙水库坝头 4 个监测断面水质为Ⅱ类，其余监测断面
水质为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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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共评价省界缓冲区 54个。
太湖流域省界缓冲区 44 个。省界河流缓冲区 41 个，有 3 个

水质达标，达标率为 7.3%。其中苏沪边界 6 个缓冲区，有 1 个水
质达标；苏浙边界 16 个缓冲区，有 1 个水质达标；浙沪边界 18 个
缓冲区，水质均未达标；浙皖边界 1 个缓冲区，水质达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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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寿泰溪浙闽缓冲区和照澜溪福
鼎闽浙缓冲区水质不达标，其余水质均达标，达标率为80.0%。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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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黑龙江省明水—阿
里巴巴满天星“点亮中国”溯源计
划启动暨明水寒地黑土农特产品购
销对接会现场，明水等全国县域联
盟 11个县(市)携手签约。

“我们县目前仍有低于国家标
准的贫困人口 4.68万人，51个村还
没有完成农村电网改造。摆脱贫困
就要主动作为。”明水县委书记路
百胜这样描述明水的现状。这里不
通铁路，也没有高速公路，工业基
础薄弱，就是这样一个贫困县却发
起成立了全国县域电商联盟。

过去提到明水县人们首先想到
的是贫困，而现在这里成为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黑龙江首批试点县。

“我们是农业大县，想要发展经济
就要在推动电商发展方面做好文
章。只有将农产品附加值提高，用

绿色食品带动农业产业才能实现脱
贫致富。同时，我们认识到如果绿
色食品产业能够与互联网深度融
合，将产生 1+1＞2 的效果。”明水
县县长洪非说。

互联网和绿色食品产业如何深
度融合？记者在“明绿康缘”食品
公司基地的中控室看到，大屏幕上
实时显示着大气和土壤温度、湿度
等信息。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要
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不但可以查
看种植和生产流程，还能实时观看
种植环境。

“我们认识到，要想实现增收
就必须进行基地化建设，生产标准
化，建设可追溯体系。通过大数
据，我们了解市场的需求，这样种
植和销售更有针对性，才能赚更多
的钱。”洪非说，下一步明水县还

将整合资源，为企业搭建公共服务
平台，为明水优质农产品“保驾护
航”。

记者发现，明水县通过发展电
子商务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得益于
他们紧紧抓住了“共创”这一关
键词。

首先是企业共创。政府搭台，
企业与民众共享政府搭建的公共资
源。其次是公共资源共创。通过电
商联盟等形式充分调动各类公共资
源，通过质监局为产品质量把关，
通过商务局搭建农村淘宝平台，通
过新闻媒体将明水绿色食品的公共
品牌推向全国。

发展县域电商是“一盘棋”，
只有积极引导、齐心协力，才能发
挥市场在配置公共资源中的决定
作用。

黑龙江明水县携手阿里巴巴——

贫困县念起“电商经”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张文羽

银川电商创业园打造“青年创业谷”
四大板块培育新业态

河 北 万 全 农 业 合 作 社 升 级
龙头企业牵头创建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邢鹏飞报道：河北万
全县从产业实际出发，引导和扶持农民合作社健康发
展。全县已注册登记农民合作社 236 家，其中国家级示
范社 1家、省级示范社 4家、市级示范社 25家。

万全县靠能人带动、村干部牵头，一大批农业合作
社实现了传统产业升级，也催生了一批懂知识、会技
术、头脑灵活、思路开阔的新型农民，实现了农村人力
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除能人带动之外，合作社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构建起比较紧密的产加销
一条龙生产经营体系，引领农业产业向标准化、规范
化、规模化发展。

本报讯 记者许凌 拓兆兵报道：银川电商创业园
围绕“青年创业谷”核心创业，打造“买全国卖全国”
西北最新线上线下的电商交易园区。

银川市市长白尚成介绍说，银川电商创业园将积极
引进各类创业团队，成为“企业的摇篮，创业的天
地”。园区第一板块为浙江民生服务区，即永康五金西
北馆+“尚五金”电商平台、东阳木雕精品馆+“东作
云”电商平台、义乌小商品展销中心+“义乌购”电商
平台，将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第二板块为青年创业创新
孵化园，已引进 32 家电商企业，通过政策扶持、孵化
创业，培育一批新业态；第三板块为淘宝特色馆、京东
商城贺兰馆，打通本地农特产品的销售通道；第四板块
是民族风情特色街，已入驻企业 20 多家，聚集宁夏地
方特色产品，实现线上交易线下体验。

记者来到贵州省天柱县白市镇
双河村时，正逢瓜香果熟，漫山果
园映入眼帘，葡穗如珠，梨大如
拳，夹杂着果实芳香的微风轻柔地
拂过脸庞。

“这片葡萄园是由我爷爷当年
栽植的一株葡萄苗发展起来的。”
村民杨宏彬一边整理葡萄架，一边
滔滔不绝地给记者介绍着葡萄园的
来历。

1973 年，杨宏彬的祖父杨绍
煌在家门口栽植了一株葡萄苗，第
二年开始挂果，每年都给家里带来
不少的经济收益。“日常的油盐酱
醋都靠着这株葡萄树。”杨宏彬说。

到 1983 年，成长了 10 年的葡
萄树，枝蔓已经爬上屋顶，枝条挂
满屋檐，房子成了“葡萄屋”。“在
楼上，推开窗子伸手就能摘到葡
萄。”杨宏彬说。当时，房前屋后
的葡萄树年产量达到 2000 公斤，
每 年 为 家 里 带 来 2000 多 元 的
收入。

2002 年，在外务工的杨宏彬
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回家负责
料理葡萄园。

读过高中的杨宏彬，有文化懂
知识，他接管葡萄园后，四处学习葡萄管理技术。当年
冬季，他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对葡萄园大动“手
术”，抹掉多余的嫩芽，剪掉无用的枝蔓，施下农家
肥，砍掉周边多余的树枝，搭起了架子，给葡萄树建起
了阳光充足的“家”。

在杨宏彬的精心料理下，葡萄园发生了巨大变化，
亩产量提高到 2000 公斤，面积也扩大了近一倍，年收
入超过 20万元。

在杨宏彬的带领下，双河村群众也纷纷改种葡萄等
果树，不仅有优质种苗，还有农技人员上门提供技术指
导。目前，双河村已发展水果 300 多亩，年产值达 520
多万元，荒坡变成了群众致富的“绿色银行”。

贵州省天柱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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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陈光昌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报道：江西省
日 前 出 台 《通 用 航 空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5—2020 年）》，提出要抢占产业
发展制高点，积极融入全国通用航空产
业体系，将江西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通
用航空产业基地；到 2020 年，江西通
航制造和运营服务企业总数将在 15 家以
上，新建通用机场 15 个，通航产业总收
入达到 400亿元、利税 80亿元。

通用航空是指除军用航空和民航运
输之外的所有航空技术和航空活动的总
称。江西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具有航空制
造业基础雄厚、自然环境良好和空域资

源条件理想等优势。截至 2014年，江西
实际获得许可的通用航空公司有 3 家，
正在筹建通用航空公司 4 家，在外省控
股的通用航空公司有 2 家。据了解，国
家 规 划 的 江 西 机 场 布 局 为 “ 一 干 七
支”，即南昌昌北、赣州黄金、吉安井
冈山、景德镇罗家、九江庐山、宜春明
月山、上饶三清山以及抚州赣东南机
场。此外，江西省还有一些单位自用机
场。

《规划》 指出，江西“十三五”期
间要进一步完善通航产业发展的基础设
施建设，组成覆盖省内各主要人流、物

流集中地区及偏远山区并能与周边省份
联通的通航营运网络，形成配套齐全、
高效规范的现代通航产业体系，成为我
国通航研发制造、运营服务、培训教育
基地和通航运营网络枢纽。

根据 《规划》，江西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的核心主业有两方面：一是大力发
展通用航空制造。充分利用现有直升
机、教练机和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优
势，努力将江西打造成为全国直升机、
轻型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中心。二是积
极发展通用航空运营。利用江西丰富的
航空资源、良好的空域条件和得天独厚

的通航网络地缘位置，逐步建设联通省
域、省际通航营运网络，努力将江西建
设为全国通用航空营运枢纽。

为 此 ， 江 西 将 依 托 南 昌 、 景 德
镇、九江地区大型航空央企的技术资
源和区域经济发展优势，重点打造景
德镇、九江直升机产业区和南昌轻型
通用航空器及公务机产业区；依托昌
北国际机场空港经济的辐射带动影响
和 鄱 阳 湖 生 态 经 济 区 的 建 设 发 展 驱
动，建设以南昌为中心、环鄱阳湖地
区为主体、涵盖全省的江西通用航空
服务运营网络体系。

江西建设通用航空产业基地
规划 2020 年通航产业收入 400 亿元

“最近正在筹备开行一趟农产品专
列发往欧洲，有几千吨酒泉的脱水蔬
菜 、 武 威 1500 吨 皇 冠 梨 和 周 边 地 区
1000 吨土豆。”甘肃陆港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方红明在河西走廊的生意如
今越做越顺手，“事实证明，我们当初
选择在武威落户是正确的选择。”

两年前，方红明和他的团队沿着古
丝绸之路，从陕西一路向西到新疆考
察，最后选定了甘肃武威申报建设保税
物流中心。“河西走廊的区位优势非常
明显，在武威能辐射西北五省区。”方红
明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以前甘肃缺少
综合外贸服务平台，很多出口货物要运
到新疆或者东部沿海港口才能出境。

从建设速度上可以看出甘肃对这个
平台的渴望。武威保税物流中心 2014
年 1 月获批，9 月通过国家验收，10 月
封关运营，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个当年
获批、当年建成封关运营的保税物流中
心 ， 也 实 现 了 甘 肃 海 关 特 殊 监 管 区

“零”的突破。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
李荣灿说，新的历史条件下，甘肃作为
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的战
略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天的甘肃已由开放的后方变为

开放的前沿”。
两年来，甘肃抢抓“一带一路”建

设机遇，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背景下，
全 省 对 外 贸 易 不 降 反 增 ， 2010 年 至
2014 年，甘肃外贸进出口额年均增速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兰州海关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甘肃与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实现进出口额 51.04 亿元，其中出
口 42.83亿元，同比增长 1.6%。

这种逆势增长是怎样实现的？既有
“一带一路”政策红利的推动，也与甘
肃主动作为密不可分。近两年，甘肃积
极推进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
作，完善国际贸易合作机制，特别是加
强与中西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
合作。先后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伊朗
德黑兰市、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和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设立了商务代表
处。同时，甘肃在霍尔果斯口岸中哈国
际边境合作中心建设了“甘肃特色商品
展示展销馆”，150 多家企业、1200 种
特色商品入驻展示展销，促成了瓜果蔬
菜、农副产品、灯具等产品的出口。
2014 年以来，甘肃组织 200 多家企业
分别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和格罗德诺
州、伊朗德黑兰市和库姆省、哈萨克斯

坦阿拉木图市和新疆霍尔果斯中哈国际
边境合作中心举办了“中国甘肃特色商
品展”，与白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等沿线国家签约经贸
合 作 项 目 合 同 和 协 议 83 个 ， 总 金 额
34.22亿美元。

此外，甘肃立足区位和通道优势，
把道路联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

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开辟国际航线，开
行中欧货运班列，进一步提升甘肃的通
达和集散能力，正在把甘肃打造成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陆路货物集散中心。在巩
固原有国际航线的基础上，结合丝绸之
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甘肃在 2014 年
开通了兰州至迪拜、第比利斯和新加坡
的航线。今年上半年又新开了兰州至圣
彼得堡、法兰克福和日本大阪的航线。
截至目前，全省已开通 14 条国际和地
区航线。

依托武威保税物流中心，甘肃在
2014 年 12 月开行了“天马号”国际货
运班列，在这条古代“丝绸西去、天马
东来”的贸易通道上，昔日繁华重现。
截至今年 9 月 15 日，“天马号”发运班
列 28 列，散列 365 车，共计 1224 车，
总 重 达 到 4.03 万 吨 ， 货 物 总 值 超 过
9962 万美元，货物分别发往吉尔吉斯
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
亚国家，基本实现了常态化运营，拉动
武威市外贸进出口增长 181%。

今年 7 月 5 日，“兰州号”（兰州—
阿拉木图） 中亚国际货运班列从兰州新
区 首 发 ， 截 至 8 月 25 日 ， 共 开 行 11
列，货物总值 1429 万美元，目前已实
现常态化运营。随后，8 月 28 日，嘉峪
关号 （嘉峪关—阿拉木图） 酒钢钢材中
亚国际货运专列发车，为嘉峪关市和酒
钢公司化解产能压力、加快特色优势产
品走向国际市场架起快速通道，每月开
行 2列，每年发运约 5万吨外贸货物。

甘肃：丝路古通道 开放新前沿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图为动车行驶在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的兰新高铁与连霍高速的一处交叉立交上。甘

肃省计划从 2015 年起用 6 年时间，完成投资 8000 亿元以上，建成公路、铁路 7 万公里以

上。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从兰州海关
获悉：今年 1 至 9 月，兰州海关监管
兰州中川机场进出境航班 2089 架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 3 倍，验放进出境旅
客 120404 人次，同比增长 73%。监
管国际包机航线增加到 15 条，固定航
班达到 6 条，涉及南亚、西亚和东南
亚等 10个国家和地区。

据介绍，兰州中川机场进出境航
班及旅客数量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
甘肃省委、省政府向西开放战略，着

力打造连接中西亚、中东欧的交通走
廊和大力扶持中川机场建设及甘肃旅
游事业发展。甘肃省积极扶持境内外
航空公司积极拓展新航线，旅游包机
航线比去年同期增加 4 条，旅游目的
地国家和地区达到 12 个。同时，甘
肃省政府为加强与亚欧各国经贸往
来、文化交流，在去年增加迪拜、第
比利斯和新加坡航线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密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欧洲的
航线。

甘肃进出境航运繁忙

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由开

放的后方变为开放的前沿。

近两年，甘肃积极推进与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

作，开辟国际航线，努力将

甘肃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陆路货物集散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