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二批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示范项目的通知》，经过专家评审，确定了 206 个
PPP 示范项目，其中，涉及环保产业的 PPP 项目数量达
76 项，投资额达 1094.34 亿元，PPP 进驻环保产业，正逐
步驶入“快车道”。

PPP 模式在环保产业刮起的热潮并非偶然。“十三
五”规划建议提出支持绿色城市建设。“绿色城市”建设应
运而生，标志着绿色产业的集成合作发展大有可为，为
PPP 模式提供了新的机遇，业界对 PPP 模式在环保产业
的运用普遍看好。

南方科技大学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胡清指出，从
城市的角度聚集环保的资源和力度，政府和社会资本都
参与进来，能够带动更多环保企业转型优化。

“绿色城市”可以被归纳为集合人与自然健康发展、
资源能源清洁高效、自然环境健康宜人、基础设施完善舒
适、社会环境和谐文明的现代化城市的代名词。“绿色城
市”让城市与环保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意味着环保不再只
是个别团体、个别部门的“分内事”，而是政府和社会资本
强强联手，谋求城市的绿色发展。

胡清认为，环保不能只从末端对问题进行补救，绿色
产业和金融服务相结合，可以将生态污染放在前端预防
和处理，并从源头整合资金链条，统筹规划，服务城市的
绿色发展。“相关部门应该从城市的垃圾、土壤、水源等多
方面，全盘考虑环保工作，同时利用 PPP 帮助整个绿色
产业升级优化。这样能够节省下来更多资金，也能让不
少环保企业受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巡视员孟春说，运用
PPP 项目管理的优势，能够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通过开源节流，弥补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
资金缺口，缓解项目资金压力。

目前，不少企业仍对资本投入能否获取收益存有疑
虑，如河道整治、安居工程以及棚户区改造等项目的收益
相对较差，难以吸引资本关注。对此，孟春指出，针对部
分收益薄弱的项目环节，PPP 的合作发展模式亟待创
新。政府可以适时增补资源开发权，并授权项目提供配
套服务，弥补企业收益的不足，以此拓展企业盈利的链
条，同时，还可在 PPP 项目中开发副产品，通过冠名公共
产品等一系列举措，增加企业收益来源，增值社会资本和
声誉资本。“只有不断实现 PPP 项目收益上的结构创新，
才能让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获得回报，并加强与政府间
的合作。”

专家表示，与一般的 PPP 项目不同，PPP 环保产业
基金对应的不再是单一项目，而是包含了绿色产业各领
域的项目包。决策者可以把中低利润项目和高利润项目
捆绑在一起，通过产业链的相互呼应降低风险，提高项目
包的整体收益。

孟春还表示，如果从城市建设项目的目标管理角度
来看，实际引进和运用 PPP 模式进行融资只是一种手
段，提供公共服务才是最终目的。“PPP 模式服务绿色城
市建设，我们更看重的是在管理模式上的创新。”

千亿PPP大单
助环保业快跑

本报记者 佘惠敏 郭静原

目前是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时期，日前，记者跟随
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一行，前往山西省阳泉市污
染较严重的县镇进行暗查。连日来阳泉市气象台发布大
雾黄色预警，查访路上能见度普遍偏低，给此次暗查增加
了一定难度。穿行在阳泉的小镇和村庄，记者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白加黑”两种色彩。

环保暗查路上的“白”，就是一路的烟尘弥漫，即使在
大雾天气下，也清楚显见。记者来到平定县巨城镇东小麻
村，只见荣华耐火材料公司正在作业，烟囱里不断冒出白
烟，“烟很浑，不是水蒸气。快，拍下来！”督查人员在排除
水蒸气造成的可能后，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幕。像这样
的耐火材料厂，巨城镇里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烟囱矗立
在山路两旁，滚滚白烟与苍茫的天空几乎融为一体。另一
边，阳泉市郊区，紧邻的益汇商贸与顺泰和陶粒砂厂两处

烟囱都在持续冒烟，阳煤集团亚美建工公司院内的厂房周
围粉尘飞扬。更有甚者，盂县南娄镇的中信焦化有限公司
燃煤锅炉的转运点处，大量白烟翻腾还夹杂着些许灰，偶
尔会有黑烟逸出。这些烟尘，无一不是加剧大气污染的幕
后推手。

环保暗查路上的“黑”，就是浸染成乌黑色土地的触目
惊心。暗查途中，平定县城东面几个小山坡上，不时有阵
阵恶臭袭来，煤矿开采和选煤过程中堆积的固体废弃物煤
矸石引发自燃现象，地面蒸腾起缕缕青烟，笼罩着整个黑
压压的矸石山头，浓烈的硫化物味道萦绕不绝，更无人看
管；同样是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渣煤泥，被矿厂
肆意丢弃，占据了大片路面，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然而
这样混杂着有害成分的劣质煤泥，却是大多数平定县乡镇
老百姓的生活用煤。平定县城容鑫煤业大门外，踏着泥泞

的黑色煤泥小道，不少人开着拖车正要运走煤泥。记者从
村民了解到，满满一车煤泥只要 50 元，可采暖也可取火。
其后果是劣质煤燃烧的烟气严重污染环境，也使得相比较
贵的清洁煤无人问津。

阳泉市位于山西省东部，素有“煤铁之乡”的称号，属
于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多年的煤炭、石灰石开采，以及发
电作业、耐火材料生产，致使阳泉市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
重，造成了恶劣并脆弱的生态环境。同时基层环保工作困
难重重，工业废弃物缺乏妥善处理、偏远地区企业环保设
施不齐全、清洁煤推广举步维艰等，难以统一监管、寻根治
本。

“污染再重，治理再难，也必须治。”督查人员坚定地表
示，此次暗查所记录下的证据将交由当地相关部门进一步
查验、核实，并督促整改。

环 保 部 华 北 暗 查 记
本报记者 曹红艳 郭静原

河北涉县娲皇宫风景如画

图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河北涉县娲皇宫风

光。娲皇宫是全国规模最大、肇建时间最早、影响地域

最广的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 聂长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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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幅被誉为广州“清明上河图”的大型人文历
史长卷《南国商都》在穗、京两城热展。这是一幅展现广
州跨越两千年城市变迁的风情画卷，这也是一曲由绵长
珠江和浩荡南海交融合奏的外贸经济交响乐。

在当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南国商
都”的母亲河——珠江的战略意义再次凸显，令人关注。

这是一条怎样的河流？历经着怎样的变迁与治理？
有着怎样的未来走向？

珠江是我国南方大河，年径流量仅次于长江，流域涉
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六省（区）和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历史上，珠江以其优越的地域环境、充裕
的水资源滋养了 44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哺育了近 2 亿
人口，孕育出多彩的地域文化。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珠
江三角洲更是和着改革开放的节拍演绎着富庶与文明
之歌。

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加剧，母亲河
珠江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水灾害加剧，水资源短缺，水
质污染，生态环境恶化⋯⋯曾经的人水相依图景日渐
失色。

如何逆转？唯有绿色治理！历经数年修改完善，水
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于 2013 年 1 月正式出台了《绿色珠
江建设战略规划》。

绿源——
守绿色生态屏障

造林 285 万亩，义务植树 8500 万株，完成退耕还林
及陡坡地治理 82 万亩，石漠化治理 90 万亩⋯⋯这是位
处珠江源头的云南曲靖市“十二五”以来实施生态工程、
守住绿色屏障的成绩单。作为对这份成绩单的最好回报
则是该市目前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有了
明显改善。

珠江委水保处处长陈文贵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根
据珠江委编制的《岩溶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范》，珠
江流域的水土保持与石漠化治理基本形成了以水为主
线，以抢救土地资源为目标，以坡耕地整治为重点，以小
型水利水保工程为手段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经
过几年的努力，目前珠江上中游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得到
了有效治理，生态系统显著改善，为上中游水生态的改善
和修复创造了条件。“2014 年珠江流域新增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 11800 平方公里，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
初步改善。”陈文贵说。

在构筑珠江上游生态屏障过程中，贵州坚持最严格
的环境保护制度，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唱响“多彩贵州拒
绝污染”。预计“十二五”期间淘汰落后产能 3783 万吨，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9%，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四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分别减少
24.2万吨、4.9万吨、2.3万吨和 0.3万吨。

为保护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地,广西来宾市率先对
金秀瑶族自治县实行“差别考核”,用生态环境保护、旅游
产业发展、城镇化建设作为指标,代替 GDP、财政收入和
工业化建设,让森林变成“绿色银行”。如今,来宾市又将
石漠化严重的忻城和煤炭资源枯竭面临转型的合山市列
入“差别考核”范围。

东江流域内的江西、广东两省各级政府则注重从法
制上入手保护上游的生态，建制度、立规矩，先后出台了
一系列法规。2003 年 8 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出台了

《关于加强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议的决定》，形成
了全国第一个保护东江源区的地方性法规。广东自
1981 年以来，先后制定了《东江水系保护暂定条例》等 7
个条例和规章。相关专家表示，为了保护一条江，颁布那
么多法规和规章，这在全国少有。

绿网——
万涌净水汇南海

走进珠江委办公大楼的一楼大厅，一幅巨型的珠江
水系图映入眼帘。记者惊讶于它的复杂性。

珠江委新闻宣传中心负责人指着地图向记者徐徐道
来：珠江的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水系，由西江、北江、东
江、珠江三角洲诸河组成。

西江是珠江的主干流，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的马雄
山，自西向东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和广东 4 省（区），至广
东佛山市三水区的思贤滘，全长 2075 千米；北江发源于
江西省信丰县石碣大茅山，干流在思贤滘与西江汇合后
进入珠江三角洲，全长 468 千米；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
县的桠髻钵山，在广东东莞市石龙镇进入珠江三角洲，全
长 520 千米；珠江三角洲水网密布，主要河道近 100 条，
其中入注珠江三角洲的中小河流有流溪河、潭江、增江和

深圳河等。在水图上，只见三角洲小河流密如蛛网，有如
人体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相互贯通的水流，自东而西
经由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及
崖门入注南海，构成独特的“诸河通汇,八口分流”的水系
特征。

据广东省水利电力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专家介绍，
珠江三角洲约有除主干河流之外的河涌 12259 条，长度
29820公里，河道密度 0.294条/平方公里。曾几何时，这
些纵横交织、四通八达的内河涌构成珠三角城市发展的
生命血脉，给航运带来了优越条件。数据显示，珠江是中
国内河运输仅次于长江的水运大动脉，货运量约占全国
内河运输货运量的 20%，其中珠江外贸集装箱运输约占
全国内河集装箱运量的 70%，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
水道”。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这些内河涌不堪重负，陆
续变成了一条条“臭水沟”。

为使日渐黑臭的水网重现绿色，珠三角一直走在治
水的路上。

2013 年 7 月，《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河涌整治与修复
规划》出台实施。提出从泄洪整治、截污治污入手，从根
本上切断内源、外源污染，再辅以生态、植物、补水等修复
措施，建设人、水、生态环境和谐的河涌体系，实现“水通、
水活、水美”，建设“安全河、清水河、生态河”。《规划》明确
了近、中、远期目标，分三个阶段逐渐完成河涌整治与修
复规划。

中山市从“母亲河”抓起，将其作为重要的民生工
程，先后投入 60 亿元，对贯穿全市的岐江河及各乡镇
内河涌进行清淤、护岸、植树、绿化、治污等综合治
理，使内河涌恢复昔日防洪、排涝、灌溉、航运、生态
和景观功能，处处呈现出水清岸绿、碧水长流的岭南水
乡风貌，改善了沿河两岸群众的居住环境，营造出人水
和谐的秀美家园。

“目前，我市投入运营的污水处理厂共 54 间，配套管
网超过 1808公里，相当于佛山到北京的距离。”佛山市水
务局排水科科长刘伟聪告诉记者。而该市南海区实施的

“一涌一档”做法也令人称道。2014 年南海完成了对全
区每条河涌进行普查、建档，建立信息化平台，掌握每条
河涌及其排水口的分布现状、排污类型、污水来源及河涌
水质等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治方案、措施。同
时，还选定了电镀行业作为企业污水管网明管化试点。
截至 2015 年 9 月，该区内 24 家电镀企业基本完成明管
化改造。

自从 2013 年 7 月被水利部确定为全国水生态文明
试点城市以来，广州的治水探索突飞猛进，创造了多项

“率先”。为综合解决城市内涝、截污不彻底、初雨和溢
流污染等问题，广州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城市经
验，率先在全国实施了深层隧道排水系统东濠涌试验段
工程，为我国开辟了一条解决大城市内涝以及保护河水
水质的新思路。与此同时，广州还率先使用污水处理厂
厂内污泥干化减量工艺，效果喜人。此外，为更直观、
综合地反映水质状况，便于广大市民更清晰地了解河涌
水质状况，广州采用 WQI 指数评价方法，发布包括广
佛跨界 16 条河涌在内的全市重点整治的 51 条河涌水质
监测信息、河长信息和整治工程信息。记者从广州市水
务局获悉，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广州市水更清建
设方案》 51 条河涌治理开工率达 90.9%，总体完成率
为 42.6%。

来自珠江委的数据显示，2014 年珠江河口 8 个监测
断面的水质全年都保持在Ⅰ至Ⅲ类。可见，“万涌净水汇
南海”的梦想正渐行渐近。

绿联——
联防联治初见效

珠江的治理从来就不是一人一地在战斗！
珠江委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2007 年，

珠江委牵头贵州、广西两省(区）的水利和环保部门，建立
了“黔桂跨省区河流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协作机
制”，主要包括协作平台建立与运行机制、河流水质信息
通报及水资源保护协作会商等。该机制成立一年之后，
天峨断面水质达标率由 50%提高至 100%，突发水污染
事件发生率明显降低，有效改善了红水河黔桂缓冲区水
质状况，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鉴于“黔桂协作
机制”取得的成功经验，珠江委随后又积极推进成立“滇
黔桂粤跨省（区）河流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协作机
制”，共同保护西江的水环境安全。

在珠江下游的三角洲，各方联动治水的手也握得
越来越紧。2014 年，广州、佛山两地政府联合发布
跨界河涌综合治理通告，对包括流溪河、新街河、
大陵河在内的广佛跨界 16 条河涌及相邻河涌进行综
合治理。佛山市水务局局长李永生告诉记者，至今
广佛两地政府，各级水务、环保部门始终保持紧密
对 接 ， 定 期 召 开 工 作 会 议 ， 联 动 推 进 河 涌 流 域 治
理，力争做到同步计划，同步行动，同步见效。据
悉，作为上游的佛山南海区，自 2008 年以来共投入
了 70 亿元治理广佛交界河涌。经过清淤整治、完善
截污配套、加强工业、农业污染治理等多管齐下，
广佛接壤区域河涌水质得到了改善。根据近几年广
佛河 （花地河） 的水质监测结果，COD、氨氮、总
磷等主要指标总体呈下降趋势。对于广佛跨界河的
治理，广州也积极作为，截至今年 11 月底，16 条河
涌总工程 111 个子项开工率达 95.5%，总体完成率为
38.5%。从广佛两地完成的项目成效来看，跨界河从
水质到景观都有了全面提升。

2015 年 12 月 3 日，深圳、东莞两市再度联手打响茅
洲河全流域污染治理攻坚战。按照计划，深圳市在未来
两年将累计建成 1155 公里污水管网，基本完善全流域污
水收集处理系统；基本完成支流河道整治，建设 144 公里
生态驳岸，新增污水抽排能力 243 立方米/秒，构建形成
防洪排涝骨干体系。东莞市也将投资近 23 亿元启动茅
洲河综合整治五项重点工程共 16 个重点项目。两市领
导表示，力争到 2017年茅洲河实现不黑不臭。

2014 年珠江干流水质评价总河长 2229 公里，全年
Ⅰ~Ⅲ类水河长占评价总河长的 89.4%。数据是枯燥的，
也是有力量的。它反映出“绿色珠江”正从愿景逐步变成
实景！

站在广州港的南沙港区，只见海蓝天高，吊机林立，
一艘艘来往世界各国的巨轮正大进大出，由东江、西江接
驳而来的货船也正在忙碌着装卸转运，好一派繁忙景象。

依托这个雄踞在珠江出海口的深水良港，借国家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之东风，泛珠三角的合作大幕又开启了。

（执笔：本报记者 庞彩霞）

（详细报道见十四、十五版）

只 为 一 江 清 水 向 东 流
本报珠江流域采访组

佛山市桂城一环东涌。 杨树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