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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记者一行在细雨
蒙蒙中来到长江岸边的黄石市花湖
水厂取水车间。清新湿润的空气沁
人心脾，莽莽苍苍的大江横亘眼
前。绿树掩映之下，这里好像园林
中的一景。只是门前矗立的饮用水
源一级保护区的标识牌，表明了它
的身份。

黄石沿长江从上游到下游依次
分布的花湖、凉亭山和王家里 3 个
水厂，保障着全市80余万人的日常
生活和企业生产用水。在凉亭山水
厂取水口，关于沈家营港埠有限公
司码头永久关停的公告一度成为全
市关注的焦点。

沈家营港埠有限公司码头，
1975 年批复建设，2001 年企业改
制为民营企业，占地面积2万平方
米，有职工256名，承担装卸、仓
储、物流等综合性业务，年吞吐量
800万吨的沈家营码头曾为黄石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
是，码头距离 1978 年建设的凉亭
山水厂取水口下游不足100米，按
要求应该关停。

这样一家有着近 40 年运营历
史，各类证件俱全的合法码头，沈家
营码头该不该拆？黄石市给出了肯
定答复：必须拆除！这不仅是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的要求，更是黄石市

坚持绿色发展的要求。
黄石襟江带湖，水系充足，尤

其是 79.37 公里的长江岸线，被称
为“黄金水道”。早在改革开放初
期，黄石通过改扩建港口码头，引
进先进设备，采用新的运输方式，
兴建外贸码头，成立通关机构，为

“黄石港”打开了世界之门。然
而，随着货物吞吐量的上升和人们
对港口环保等管理的规范，黄石港
发展的“瓶颈”日益显现，内河湖
泊通江达海能力萎缩。与此同时，
长江岸线遍布的码头与泊位，成为
水污染的严重隐患。

黄石港要改变，黄石要改变。
下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盘棋，
黄石要给出答案。

2015年9月29日，黄石新港正
式开港。102 平方公里新港物流

（工业）园区横空出世，新港多式联
运示范工程建设提速⋯⋯未来几年
内，按照“一城一港一主体”城市发
展战略，到 2018 年，黄石市区内除
客运功能的码头外，其余码头全部
拆除或者搬迁，届时将彻底改变市
区、港区不分的局面，为中心城区居
民创造一个干净、舒适的居住环
境。黄石市委书记周先旺介绍，黄
石将发挥长江“大动脉”的作用，以
大路网、大港口、大物流、大通关建

设为重点，用 3 年到 5 年时间，努力
建成内陆沿江开放高地和湖北东向
开放“桥头堡”。

与此同时，黄石重拳开展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和长江沿岸码头整
治行动，拆除非法泊位123个、违章
建筑 200 余处；推进总投资 14.67
亿元的亚行贷款黄石水污染治理项
目；以治水为“龙头”，建立起江长、
河长、湖长、库长、塘长“五长责任
制”，推进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
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

“虽然很不舍,但是我还是要从
长远角度出发,没有优质的水资源,
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买不回来。”
沈家营港埠公司老总梅文斌说。记
者在沈家营码头现场看到，那里的
装卸设备已全部拆除落地。黄石市
环保局局长徐崇斌介绍，下一步，他
们将对拆除和搬迁完毕的码头空地
进行整治恢复，实施生物隔离工程，
对保护区边界线范围内所有农业种
植用地进行植被修复和水土保持，
种植适宜树种，建造水源涵养林。
相关部门将联合建立日常巡查制
度，执法人员会定期对水源地保护
区进行巡查。

徜徉于黄石新区，碧水蓝天，路
阔林密，花团锦簇。黄石，这座工业
重镇，如今正抽丝剥茧，破蛹化蝶。

缙云山下嘉陵江畔，重庆自来
水公司北碚水厂水源地，山峦拱翠，
水流潺潺。从取水口处可以仰望山
上的金刚碑古镇，那里的居民已经
迁至他处，只有空置的老屋。

北碚水厂服务重庆北碚城区及
歇马街道片区，设计供水能力每日
7 万吨，实际供水已达每日 6 万吨。
曾经，一些餐馆在金刚碑古镇内违
规搭建经营，对水源地水质安全构
成风险隐患。为从源头上保障饮水
安全，当地政府对私搭乱建商铺进
行了查处，对当地居民实施整体迁
移，如今，这里已无污染源。

不仅如此，当地还在水源地上
游设置了水质自动监测站。对氨
氮、总磷、总氮等项目进行监测，一
旦发现水质出现变化，能够第一时
间发出预警信息，以便下游水厂迅
速应对。

在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环
保执法专项行动中，一批像金刚碑
水源保护区的问题得到解决。上海
市对饮用水源地违法企业实施清退
和拆除。江苏将 107 个县级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全部纳入排查整
治范围。浙江已排查 22 个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对发现的 5 个
环境问题督促当地制定整改方案，
并已全部完成整改。

长江流域是我国人口最多、经
济活动强度最大的流域，也是水环
境问题最为突出的流域之一。监测结果显示，目前长江干流
总体水质较好，但部分支流污染严重，部分饮用水水源地存在
安全隐患，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江湖关系紧张，部分地区生
态问题突出。

保护和改善长江生态环境，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先决条
件和筑底工程。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决策部署，今年5月，环保部启动了长江经
济带饮用水水源地环保执法专项行动，要在年底前完成全部
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按照时间表，在全面排查的基础
上梳理重点问题，依法落实地方人民政府水环境保护的主体
责任，加大督促整改力度。充分调动政府、有关部门、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各界等各方积极性，把专项行动与水源地日常管
理、环境风险防范有机结合，定期向社会公布水质状况，建立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长效机制。

调查中记者发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仍然面临着不少困
难。诸如，一些地方的道路桥梁建设存在穿越水源地问题，同
为民生工程的两者如何协调。还有一些地方，饮用水水库径
流区、沿线有居民居住，存在农业面源污染隐患。此外，由于
全国生态补偿未形成统一标准体系，存在上下游地区投入补
偿不对等、压力不一致等问题，长江上下游地区之间生态补偿
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建立与完善。

正如 10 月 19 日环保部副部长翟青在重庆召开的专项行
动现场会上讲的，“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保护，环
保部会一抓到底。”积年沉疴的祛除，多年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让我们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守护好我们的生命之源
——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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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水，是生命之源。而长江水，对于

沿岸九省二市的人民群众来说，既是生
命源，也是经济源。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
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的要求，长江经济带饮用水
水源地环保执法专项行动今年初拉开战
幕，一批影响群众健康和绿色发展的突
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

截至目前，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
地的摸底排查已基本完成，并按照“一
个水源地、一套整治方案、一抓到底”
的原则，逐一建立了饮用水水源地整治
方案。关系九省二市5亿多人口饮水安
全的行动成效到底如何？对此，经济日
报记者进行了跟踪调研。

砂堆消失了，码头关闭了，
趸船迁走了，破房拆除了，菜地
铲平了⋯⋯10 月 11 日，站在
武昌江滩余家头段遥看对岸，
武汉市武昌区副区长周鹏感
慨，“堤上见江，江上见滩，现在
的这种景象曾经只是个奢望”。

始建于 1980 年的武昌余
家头水厂，服务武昌、洪山、青
山、东湖风景区、东湖高新区
110 余万群众。此前，水源保
护区内船厂、港口、码头、砂场
遍布，还有水上渔家、捕鱼扳
罾、养猪种菜，水源环境隐患十
分突出。

1984 年 ，我 国 首 次 颁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当地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从
取 水 口 划 至 上 游 100 米 。
2008 年《水污染防治法》修订
后，按照《湖北省县级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
案》，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从取水
口划至上游1000米，下游100
米，二级保护区上、下游分别延
伸2000米、200米。

但是，长江武昌余家头段
水域岸线资源丰沛，自古是码
头首选地。余家头水源保护区
的问题之所以成为陈年旧账，
一个重要原因是，水源保护区

内的码头等多数单位早于水厂建设。
清末民初，詹天佑在武汉选址建设火车轮渡，链

接京广铁路和粤汉铁路，就在该地建成了粤汉码头，
后来保留为武汉铁路局战备码头，正好处于余家头水
厂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成立于1910年的“百年老店”
武汉轮渡公司，在该地也建有船舶修造厂，而且，被划
入了水源一级保护区。此外，还有长江海事局、长江
航道局、武汉铁机路汽车轮渡、武汉港口运输集团、武
汉铁机集团、武汉江南集团等单位的码头⋯⋯仅一
级保护区水域内就有大大小小11个码头单位，经营
者既有央企、市属国企，又有民企和个体户。还有9
个砂场，50万吨砂石料堆积如山，起砂，筛砂，制砖，
运进运出，简单的工棚工具，粗放的作业方式，简陋的
办公条件，都使得生产性污染负荷积累，积重难返。

武昌区余家头水源保护区的问题并非独此一
例。在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环保执法专项行动
中，环境监察部门发现，由于水源保护区内的违法建
筑或者居民区在保护区划定前已经建好，搬迁资金
缺口过大，政府财政难以负担，搬迁和拆除存在困
难，迟迟未见有效措施。此外，一些集中式饮用水源
保护区内的环境隐患涉及水利、农业、旅游、交通和
环保等多个部门，一些地方还未建立起有效的联动
机制，各个部门之间无法形成监管合力。

僵局不破，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的决策部署何以落到实处？

2015 年 12 月 28 日，环保部对湖北省武汉市余
家头水厂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 11 个建设码头环境
违法案件挂牌督办，要求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完
成。毫无缓冲的挂牌督办，让周鹏肩上的压力倍增，
面对这种情况，要么当时就“投降”，要么坚决完成。

被周鹏称作“背水一战”的余家头水源保护区环
境综合整治由此拉开大幕。环保、水务、公安、城管、
工商、食药监、街道办等各部门迅速行动，法院、检察
院参与推进整治。走访、摸底、补偿、搬迁，做细每一
个环节⋯⋯积年沉疴在半年时间里得到彻底解决。

“余家头水源保护区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它的
问题在全市范围内最突出”，武汉市环保局污防一处
管筱武介绍，随着余家头水源地整治完成，截至今年
9月，武汉全市今年治理了水源地内的11个排污口，
迁移拆除了 12 个水源地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全部或
部分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 6 处建筑物、33
个码头。

记者从环保部获悉，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
环保执法专项行动计划用两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
长江经济带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的排
查整治任务，全面提升长江经济带饮水安全保障
水平。

骨头再硬也要

﹃
啃
﹄

重庆市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应急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闪烁着
环境自动监测监控信息。重庆市环
境监察总队总工程师龚宇告诉记
者，这里的信息已经纳入全市环境
应急指挥网络。

据介绍，重庆市环保局正在建
设的全市指挥网络，整合了56个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站、14 个地表水自
动监控站、332 家重点污染源、436
个排污口在线监控点的实时数据，
以及全市 135 家重大风险源、139
家较大风险源、400 余家一般风险
源、957 个 500 人以上乡镇级饮用
水源地的信息数据。

“指挥网络实现了重点污染源
监控预警与污染防治的结合、环境
质量的监控预警与改善的结合、潜
在环境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的结
合。”龚宇说。

重庆环境应急管理建设颇具示
范意义。监测和应急能力不足、措
施不够完善，是长江经济带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风险管理普遍存在的短
板。环保部相关报告指出，一些基
层环保部门监测能力薄弱、设备不
完善、人员技能水平低，不具备全
项目监测分析能力；风险防范意识
较差，应急人员不足、装备较差，

无法及时有效应对涉及饮用水突发
环境事件。

今年 4 月 3 日，原宜春中安实
业有限公司在暴雨期间，集中将厂
区内含有大量重金属镉、铊、砷的废
液偷排入袁河，导致袁河及仙女湖
镉、铊、砷超标，由仙女湖取水的新
余市第三水厂取水中断，新余市部
分城区停止供水。这起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追溯到“十二五”期间，环保部
调度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中，涉及
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的共有 316
起，占全国总数的 42%。12 起重大
突发环境事件中，10 起涉及饮用水
污染，造成严重的环境影响和社会
影响，其中 3 起事件还造成跨省界
污染。

强化环境应急管理的背后还有
一个重要因素，长江经济带上环境
风险企业数量众多。据 2010 年统
计，全国石油加工、化学制品制
造、医药制造等三大类企业共计 4
万余家，处于长江流域九省二市的
企业共有 2 万余家，占比超过一
半 ， 较 大 、 重 大 风 险 源 企 业 达
8000余家。

地处三峡库区和长江经济带核
心地带的重庆市长寿经开区，其主

导产业包括综合化工、钢铁冶金、新
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拥有长江
岸线21公里。龚宇介绍，该区目前
正在推进“一源一事一案”试点，率
先实现了化工企业全覆盖，企业环
境应急预案细化到现场和岗位。并
建成了装置级、企业级、片区级、经
开区级、流域级的“五级”水风险防
范体系，确保极端事故状态下事故
污水不流入长江。

为保障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安
全，重庆环境应急管理建设紧锣密
鼓：在区域流域层面，重庆各级环保
部门已分别与四川、贵州、湖北、湖
南、陕西等相邻省市、县区签订了

“共同预防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框
架协议”等十几项协议，对跨省市突
发环境事件实行联防联控；率先在
西部地区实现应急预案网上备案管
理，已备案各类环境应急预案 1729
个；建立风险源信息GIS数据库，摸
清全市841家环境风险企业风险底
数⋯⋯

记者从环保部了解到，建立风
险防控体系、企业环境应急管理预
案体系，及时妥善处置饮用水突发
环境事件等一系列行动，作为下一
步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将在长江经
济带饮用水水源地全面展开。

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才能保安全

下好发展与保护这盘棋

共护长江水

筑牢生态基
洪

远

长江经济带沿江九省二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
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 40%，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
已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

按照今年 9 月正式印发的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
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目标包括到2020年，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河湖、湿地生
态功能基本恢复，水质优良 （达到或优于Ⅲ类） 比例达到
75％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43％，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
进一步完善。到 2030 年，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全面改善，
生态系统功能显著增强，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形
成，生态环境更加美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人民生活更加
殷实等。

为此，《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做好 4 方面工
作：一是保护和改善水环境，重点是严格治理工业污染、严格
处置城镇污水垃圾、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严格防控船舶污
染。二是保护和修复水生态，重点是妥善处理江河湖泊关系、
强化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沿江森林保护和生态修复。
三是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重点是加强水源地特别是
饮用水源地保护、优化水资源配置、建设节水型社会、建立健
全防洪减灾体系。四是有序利用长江岸线资源，重点是合理
划分岸线功能、有序利用岸线资源。

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的任务时间表被进一步细化。环保
部制定的《2016-2017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行动计
划》明确，到 2017 年，长江经济带新增污染源得到严格控制，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削减，环境质量不降低并力争有
所改善，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到73%以上，干流
水质稳定保持在优良水平；涉危企业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基本
建成。

环保部启动的饮用水水源地环保执法专项行动，就是推
动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的重要抓手之一。专项行动主要开展
以下 3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检查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制
度落实情况，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否依法划定，在保护区
边界是否依法设立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二是清理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内的违法问题；三是清理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
区内的违法问题。

饮用水水源地环保执法专项行动正在推进之中。它所带
来的启示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
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有效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推动建立地区间、上下游
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形成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流域管理统筹协
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曹红艳整理）

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图① 重庆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应急指挥中心。

图② 黄石花湖水厂长江取水口附

近的标识牌。

图③ 重庆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环境应急池及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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