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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一大早，一场大雪刚
刚过去，河南省项城市秣陵镇西
陈村的“保洁员”贾艳丽和她的
同伴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铲雪、
清扫、装车……很快，村子里的
几条主要干道就被清扫干净。自
从 两 个 月 前 当 上 村 里 的 “ 保 洁
员”以来，贾艳丽和她的两名同
伴每天都按时上下班，村里的环
境卫生焕然一新。

西陈村实施的“保洁员”工
程，是项城市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的一项举措。“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走进西陈村，只觉眼前一亮
——主要街道两侧建起了文化长
廊，大街小巷干干净净，绿色的垃
圾箱整齐地摆放在街道两旁，村民
们自觉地把生活垃圾送到垃圾箱
里。村民们说，自从村里有了“保
洁员”，不光路净水清，群众的环
境意识也提高了，大家都自觉维护
公共卫生。据了解，目前该市467
个村都安排了“保洁员”，配备了
垃圾车，建起了垃圾池，摆放了垃
圾箱，成立了保洁队伍，做到垃圾
日产日清，统一堆放，“村收集、
乡运输、市处理”的垃圾处理机制
已经形成。

项城市文明办主任李华领介
绍，项城市农村环境保洁工作由专
业公司负责，所有乡村环卫工人都
纳入到公司统一管理、统一培训，
配发服装、清洁工具，并优先安排
家庭贫困的人员从事环卫工作，每
月进行考核，发放800元工资。

“一年没回来，咱村咋变化这

么大！房前屋后、大街小巷都绿化
美化起来了，以前垃圾遍地、蚊蝇
乱飞，如今变得和城里一样干净、
卫生。”刚从外地务工回家的白坡
村村民王焕忠说。他看到村内平坦
的柏油路、崭新的路灯、畅通的下
水道和新建的文化长廊，心情十分
舒畅。

过去，“村庄脏乱差、污水靠
蒸发、垃圾靠风刮”是村里的环境
常态。自从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以来，白坡村采取“干部包街道、
党员带群众、亲戚帮亲戚、邻居帮
邻居”的“一对一”帮扶活动，不
仅硬化了道路、修建了垃圾场，还
组建了保洁员队伍，村容村貌因此
大变样。

“过去俺下厨做饭烟熏火燎，
如今用上了天然气，屋里院里又干
净又卫生。”项城市孙店镇崔马庄
村村民王春芝说。该村 3 名村级

“保洁员”负责全村的环境卫生，
家家户户实行“门前三包”，生活
垃圾日产日清，院里院外干净整
洁，空气清新，古朴的乡村与现代
城市一样干净、整洁、亮丽。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项城
市充分整合项目、社会等资源，对
100多个试点村进行结对帮扶，明
确具体任务，相关职能部门发挥自
身优势。去年，全市累计投入资金
1700 万元，硬化道路 56公里，栽
植绿化树 4380 棵，安装路灯 1258
盏。“真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农村也
都有了‘保洁员’，回到自己的美
丽乡村，心里真舒坦，脸上觉得特
别光彩！”王焕忠说。

河南项城

村村都有保洁员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韩永广

本报讯 日前，“基加利制冷
能效—中国项目”启动，将通过支
持制定制冷能效战略和政策、制冷
设备能效标准和标识以及推动市场
转型等活动，帮助中国在提升制冷
能效的同时使用气候友好型制冷
剂，削减氢氟碳化合物的使用，使
中国到 2020 年，将高效、气候友
好型制冷产品的市场份额比现在提
高10%至15%。

相关数据显示，随着社会快速
发展，氢氟碳化合物的排放量正以
每年 10%的速率增加，增速居各
类温室气体之首。2016年10月15
日，包括中国在内的《关于消耗臭
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
方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一致通过了

《基加利修正案》，旨在减少氢氟碳
化合物的生产和使用。根据联合国
环境署公布的数据，在这一修正案
的限制下减少的氢氟碳化合物排
放，预计可避免本世纪末全球温度
升高0.5摄氏度。

《基加利修正案》将于2019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中国作为第 1
类国家，承诺到 2024 年冻结和淘
汰 氢 氟 碳 化 合 物 的 使 用 ， 并 在
2029年启动削减进程。

专家指出，作为制冷设备的生
产和使用大国，我国在提高制冷设
备能效、减少氢氟碳化合物的使用
方面将起到关键性作用。以房间空

调器为例，中国的年产量约为 1.3
亿多台，占全球市场的 70%，且
产业集中度高。同时，中国还大量
生产旋转式压缩机、多联式空调
机、冷水机组、集中式暖通空调等
设备。因此，中国向更加气候友好
型的制冷剂转型，将对全球市场减
少氢氟碳化合物的使用产生重要
影响。

除了氢氟碳化合物的直接排
放，空调能效的高低同样与温室气
体的排放有着直接关系。根据测
算，如果中国家用和商用空调的能
效水平能在 2020 年前提升 30%，
到 2050 年，其累计温室气体减排
量就相当于减少 52.1Gt 二氧化碳
的排放，也相当于节约 22 个三峡
大坝的发电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善成
表示：“从 2006 年至 2016 年，我
国单位 GDP 能耗下降了 37.3%，
累计节约能源 18 亿吨标准煤，相
当于减少二氧化碳近 40 亿吨。仅
以空调行业为例，我国过去 10 年
家用空调的整体能效水平平均提
高了 20%。下一步，我们将进一
步 加 大 工 作 力 度 ， 加 强 国 际 合
作，‘基加利制冷能效—中国项
目’的实施，将对我国空调器乃
至整个家用电器行业提高能效发
挥积极作用。” （张蔚蓝）

提升制冷能效，减少温室气体

制冷行业谋求绿色转型

全力推进第二个“3年治污行动方案”建设任务

北京今年将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强化源头控制，科学治理，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

水资源管理。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已实施一年多，本期开始，《生态周刊》推出“水污染这样治”专栏，传播可复制可

推广的水污染防治经验，聚焦水污染防治工作中难点焦点问题的解决，促进形成水污染防治新机

制，助力水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的塘西
河宿松路橡胶坝至徽州大道闸坝段，
长约 3 公里的河道水质治理工程格
外抢眼。远远看去，漂浮滤料基质的

“岛”上栽满了孔雀草、三色堇、石竹
等植物。“通过植物根系的吸附作用，
抑制水体富营养化，可以达到净化水
体的目的。”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生
态浮岛”技术是包河区为水污染治理
开出的最新“良方”。工程整体完工
后，河面分布的31个形态各异的“生
态浮岛”将成为塘西河的又一独特
景观。

“河长制”显威力

“原来我们的环境治理责任主体
为环保、住建等部门，涉及领域多、单
位杂，难以形成合力。”包河区有关负
责人说。立足实际，针对“痛点”，包
河区整合资源，以“河长制”为主抓
手，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
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重点，湖河沟
渠共治，统筹推进控源截污、雨污分
流、清淤疏浚、河岸整治等工程，全域
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作为合肥市唯一临湖城区、巢湖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核心区域和
主阵地，2013年，包河区在全省率先
实施“河长制”，着眼“水缸子”“河汊
子”，一河一策，综合施策，系统推进
水污染防治、水资源节约与循环利

用、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在环巢湖生态建设中，包河区细

化并明确重点生态区域管护责任，加
强环湖湿地保护和恢复。通过在产业
发展、污染排放上做“减法”，环境改善
上做“加法”，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大力
淘汰污染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减轻巢湖及
入湖河流的水质负担。同时狠抓截
污，实行最严格的污水处理管理，争取

“不让一滴污水流进巢湖”。

大力绿化见效果

冬季的淝河生态公园，依然满目
翠绿，早起的人们在这里惬意地锻
炼。不远处，动车疾驰而过，公园犹
如一条“会呼吸的绿飘带”，呈现在广
大旅客眼前。有谁能够想到，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渣土场。

近年来，包河区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
力推进“城区园林化、城郊森林化、道
路林荫化、社区生态化”，打“绿色
牌”、走“绿色路”，高标准推进绿化大
会战、公园提升、水岸绿廊、“两型”社
区绿化等工程，滚动推进生态建设与
开发。5年来，包河区新建提升绿化
面积 545 万平方米，成片造林 3.5 万
亩，城区绿地率和城区绿化覆盖率分
别提升至 41.6%、45.5%。通过挖潜
培绿、增花添彩，建设“一路一景、一

路一花、一路一彩”，营造“500 米见
绿地、1000 米见游园、2000 米见公
园”，加快步伐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
市拥抱自然。

通过增绿提质添彩，包河区精心
打造一批景观示范工程，大力实施一
批主题花境建设，丰富并提升绿地游
园功能与品位，进一步扮靓城市绿色
空间，会呼吸的生态景观体系给市民
带来了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如今，在环巢湖最美的16.8公里
黄金湖岸线上，东大圩、大张圩、牛角
大圩三颗“绿色明珠”熠熠生辉，大湖
生态、湿地森林、四季花海、特色小镇
等景观次第展开，成为巢湖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的标杆和示范。塘西河
公园、金斗公园、方兴公园等“城市绿
肺”，更是成为了市民最爱去的地方。

日前，包河区申请建立的安徽合
肥巢湖湖滨国家湿地公园（试点）正
式通过验收，成为该区 16.8 公里黄
金湖岸线摘得的第七个国字号生态
品牌。

公众参与护环境

环境保护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
工程，离不开社会的全员参与。为
此，包河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
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市民群众自觉把
环境保护融入生产生活和工作的各
个细节当中，自觉养成保护环境的绿

色生活习惯。
包河区方兴社区城市管理部部

长吴勇是社区级的“副河长”，他主要
负 责 塘 西 河 流 域 方 兴 湖 南 岸 段 。
2017 年，方兴社区在辖区河道排口
设立二维码标识，以排口独有的“身
份证”登记和定位系统，通过“智慧扫
码”，方便工作人员和群众及时反映
发现的问题。吴勇告诉记者，此举不
但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人力成
本，还形成了环境治理群策群力、全
民共治的良好局面，现已基本杜绝了
辖区内蓝藻污染、河面漂浮物及捕
鱼、乱排乱放等现象。

在实行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包
河区同步一体化推进农村垃圾、污
水、厕所专项整治“三大革命”，深入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全力推动

“小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并逐步提
高废弃物处置能力和水平。同时，构
建网格化监测管理体系，完善政府、
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进
一步巩固治理成果。

走进“中国葡萄特色小镇”大圩
镇，冬景如画，游人如织。这里一边
是中国最美的湖区都市田园，一边是
全省最现代化的滨湖新区。包河区
通过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对辖区所在
的东大圩、大张圩、牛角大圩生态农
业区域进行保护提升，打造森林茂
密、瓜果飘香的都市田园，成为统筹
城乡发展的典范。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长，
北京的水问题一度凸显，特别是河道
里带着腥臭味的黑水，不仅让人望而
生厌，也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如
今，这种现象正在逐步改观。

家住延庆的贺玉凤已经在妫河
两岸义务捡拾垃圾 20 余年。如今，
这位远近闻名的“环保奶奶”有了新
发现：“以前，每次我都会捡几大包垃
圾，现在，捡到的垃圾越来越少。环
境越来越好了，看着河水又恢复到以
前那样清澈，我心里特别高兴！”

延庆作为首都生态屏障，为使河
湖绿水长流，逐步建立起更科学的管
理体系。2017 年 8 月，延庆建立了
区、镇、村三级河长体系，各级河长共
602人，河湖管理保护的责任网全面
铺开。此后又成立了全市首支“河道
警长队”，设立了“公安+水务”的“联
合执法警务站”。

目前，延庆区内小城镇污水处理
市场化建设配套管网项目累计完成
105.7 公里，全年污水管网建设累计

完成156公里；完成26个村级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任务；14个小区雨污分流
工程全部完成，实现污水处理后排入
河道或接入市政管网。同时治理妫
河流域及三里河流域15个排污口。

延庆的水环境整治实践，是北京
强力治理水污染的一个缩影。

北京的黑臭水体有多少？答案
是141条段。根据此前摸排，北京建
成区有黑臭水体 57 条段，非建成区
有黑臭水体84条段。通过铺设污水
收集临时或永久管线、建设临时污水
处理厂站或导入现有污水处理厂、清
淤、生态修复等措施，2017 年，北京
完成了建成区57条段黑臭水体治理
任务。

治水，离不开持续的资金投入。
北京市加大对黑臭水体整治相关工
程建设和运行的资金支持，大幅提高
管线建设投资比例，市政府投资从
30%提高至70%后又提高至90%；建
立“先干后补、以奖代补”的全额奖励
补贴机制以及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经费保障机制。
此外，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黑

臭 水 体 整 治 和 水 环 境 治 理 ，采 取
PPP 等方式公开招标确定特许经营
主体，近两年累计吸引社会资本近
200亿元，解决了治水资金瓶颈。

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数据显示，
2017 年，北京市新建污水收集管线
697 公里，改造雨污合流管线 214 公
里，中心城建成区基本实现管网全覆
盖、污水全收集全处理。而河长制的
全面推开，更为京城的黑臭水体治理
上了“双保险”。

目前，北京正在全力推进第二个
“3 年 治 污 行 动 方 案 ”建 设 任 务 。
2018 年将完成非建成区 84 条段黑
臭水体整治任务，新建污水收集管线
420 公里，改造雨污河流管线 225公
里，建设再生水管线 100 公里，全面
消除黑臭水体。同时，全市污水处理
率提高到93%，再生水年利用量达到
10.7亿立方米。

一批建设目标已经列入北京水

务工作“计划书”：完成垡头、五里坨、
北苑等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建成朝
阳区高安屯（二期）、海淀区上庄、丰
台区河西（二期）等再生水厂，新增日
污水处理能力25万立方米；解决230
个村的污水收集处理问题，加大农村
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监督力度，着力
提高农村污水处理率和设施正常运
行率……

打赢北京水污染防治“攻坚
战”，关键在各级“河长”。目前，
北京正在解决水环境治理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提升水环境质量上下功
夫——强化“河长”治河，因河施
策、“一河一策”，细化各流域、各
区年度治理方案，明确责任主体、
治理标准和完成时限。

北京还将在全面推行河长制基
础上建立健全“湖长”体系、探索建立

“河长＋警长＋检长”工作模式。同
时加强信息共享和考核通报，推动形
成河湖管理保护高效运行机制和工作
合力，并大力发挥巡查督导作用。

合肥包河

人水和谐，城湖共生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王嫣然

作为安徽省合肥市唯

一临湖城区、巢湖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的核心区域

和主阵地，包河区下最大

力气保护生态环境。近年

来，抢抓环巢湖生态文明

建设契机，深入实施“生

态立区”战略，全力做好

“水”和“绿”两篇文

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相协调的道路

①

自从有了“保洁员”，河南项城农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明显改变。图为

丁集镇索庄村一角。 韩永广摄

通过增绿提质添彩，包河区精心打造了一批景观示范工程，丰富并提升了绿地游园功能和品位，给市民带来更多幸

福感和获得感。图为方兴湖公园一角。 李文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