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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是林荫绿道，身旁是凉亭
木椅，路两侧金黄色的银杏树叶缓
缓飘落在植满草皮的生态坡上。浙
江省绍兴诸暨市店口镇的生态警示
公园，让人很难相信，这里半年前还
是个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放场。

目前公园已完成一期建设，是
浙江省首个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
复场地，而公园的出资者，则是诸暨
市8家被查处的污染企业。

诸暨店口镇，是浙江省工业重
镇 ，集 聚 了 大 批 五 金 加 工 企 业 ，
2016 年工业总产值达 738.3 亿元。
如此庞大的工业体量，曾一度造就
了店口镇经济翻番增长的辉煌业
绩，却也让生态环境成为最突出的
短板。怎么办？以环境整治倒逼产
业升级。近年来，店口镇立足工业
点源的深度治理、企业的转型提质
和全天候的监管机制，走出了一条
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为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2016
年年初，店口镇摸排出 300 余家涉
及废水、废气排放的高污染、高能
耗、低小散企业。同年年底，又联合
诸暨市环保局、公安局、检察院开展
专项检查行动，累计立案查处环境
违法企业 86 家，罚款 221 万余元。
2017 年 3 月，诸暨市环保、检察、公
安等部门联合对店口镇、阮市镇的
80 余家金属加工企业进行突击检
查，发现有 8 家企业存在非法排放
含重金属废水污染周边环境等违法
行为。

诸暨市检察院经甄别把关，建
议对 8 家企业快速立案查处，并根
据污染环境情节轻重，对情节严重
的企业经营者从严从快批捕，对情
节轻微的普通工作人员秉承“捕人
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依法不
予批捕，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既要依法查处，更要加快修
复。诸暨市在对企业进行刑事诉讼
的同时，也督促其尽快对环境污染
做出修复性措施。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本
次案件企业排放的废水进入外环
境，经稀释后难以量化，使水体本身
的污染无法衡量和修复，难以实施
原地修复。”诸暨市检察院侦查监督
部主任黄艳阳说，替代性修复作为
补充措施，具有专案专修、集中实施
的优势，可以更加明显高效地体现
修复效果。

“为了更好弥补环境损害地区
居民的应得利益，我们决定采用生
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诸暨市环
保局副局长周新建介绍，2017 年 8
月，诸暨市环保局、检察院等部门制
定《关于建立生态环境替代性司法
修复机制的规定（试行）》，对损害生
态环境后不符合现场修复条件，且
有替代性修复必要的企业，要求签
订“生态环境赔偿修复协议”，对替
代性修复项目的生态环境进行治
理，努力恢复生态环境存量和容量。

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在全国
尚无先例。企业如何补偿？修复地
如何选址？针对诸多难题，相关部
门和企业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协调
工作。

在绍兴市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诸暨市委托绍兴市科技服务中心进
行生态损害赔偿评估。根据评估报
告，8 家企业自愿共同出资 115 万
元建设生态警示公园，其中基础建
设 89 万元，其余用于生态警示展
示。公园选址为店口镇一处亟需整
改的垃圾丢弃点，总占地面积2783
平方米，主要功能是生态修复和休
闲娱乐。

“这里原先是一片待开发的空
地，周边居民经常突破围墙倾倒建
筑 垃 圾 ，成 了 环 境 治 理 的‘ 老 大
难’。”店口镇常务副镇长朱庭传说，
修复地选址以环境改善、居民得益
为宗旨，修复成公园以后，既提升企
业的环境意识，又充分利用城镇边
缘空间，是个“双赢”的举措。

但环境整治是场硬仗，在加大
治理力度的同时，必须实现源头预
防和制度建设的突破。为进一步完
善“治本”措施，诸暨市检察院再次
聚焦服务非公企业发展、企业排污
系统不完善等问题，积极向政府建
言献策，8 家企业顺利完成转型升
级，部分企业还成为行业模范企业。

在诸暨市申能金属有限公司厂
房内，负责人任又宝正在查看污水
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以前我们环
保意识淡薄，觉得金属清洗液连手
放进去都没问题，就跟洗衣液一样，
没想到铜离子会超标。现在，新厂
房正按相关标准建造污水处理池，
并加装了污水处理机，经过预处理
后的工业废水达到工业污水三级标
准后将排入集中式污水处理厂。”任
又宝说。

“在绍兴，‘企业污染、群众受害、
政府买单’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早
已行不通了。”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长
徐金泉说，建设生态警示公园作为生
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场地，不仅
可以起到很好的教育警示作用，同
时也为推进生态环境补偿工作取得
实效探索出一条新路。

浙江诸暨市首推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

修复

走进生态警示公园
本报记者 黄 平 实习生 徐燕飞

广东提前一年全面建成河长制

为了南粤河水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一年来，广东各地广开思路，因地制宜创造出许多治水治污好办法，河

湖水质因此得到持续改善。全省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100%达标；191个黑臭水体完成整

治工程；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4%。未来，广东将尽快出台实施“南粤河更美”专项行动计划，系

统推进防治水污染、治理水环境、修复水生态等8项重点行动，力争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河畅、

水清、堤固、岸绿、景美

“门前这条五胜涌一年多来可
是大变样了！每天晚饭后，我都会
和家人一起到河边散步。”家住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金融高新
区万达广场的杨明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以前的五胜涌又黑又臭，水质
特别差，简直就是一条“臭水沟”，
可现在，不仅水变清了，景色也变
得更美了。

记者走访现场发现，在这条河
涌岸边，醒目地立着一块“河长公
示牌”，公示牌上，“河长”的姓
名、职责、河湖概况、管护目标、
监督电话等内容一目了然。据五胜
涌的镇级“河长”、桂城街道办事处
主任岑灼雄介绍，五胜涌于2016年
底被纳入佛山六条黑臭水体重点整
治名单，通过落实河长制，水质改
善显著、生态恢复明显，现已达到
消除黑臭的指标。

佛山市河长办常务副主任、市
水务局副局长刘剑锋告诉记者，佛
山于 2017年 3月正式全面推行河长
制，全市3207条河道和146座湖库
共设置“河长”“湖长”1306名。河
长、湖长履行职责，协调各部门通
力合作开展截污、污水管网建设、
污染源治理等工作，使佛山水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

佛山的河长治水实践只是广东
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的缩影。广
东省河长办副主任、省水利厅副厅
长边立明介绍，目前，广东已建立
省、市、县、镇、村五级河长体
系，并延伸到了村民小组，实现了
对全省江河湖库及小微水体管护的
全覆盖，较中央要求提前一年完成
河长制建立工作。截至 2017 年底，
全 省 已 设 立 并 公 告 省 、 市 、 县 、
镇、行政村河长 33061 名，五级

“河长”一年来巡河逾 40 万人次；
全省还设立了村民小组河段长兼巡
河员12万多名。

在推行河长制的过程中，广东在
不折不扣落实中央部署的基础上，因

地制宜，突出广东特色。设立“民间
河长”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治水管河就
是广东河长制的特色之一。

赵德光是江门鹤山市首批聘任
的市级民间“河长”之一，也是桃
源镇民间“河长”。这位热心市民不
但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到日常巡河工
作中，还自掏2000多元设立了3条
河道视频监控点，并购入无人机辅
助巡河。在这些先进手段监控下，
河道实况可实时传输到他的手机
上，“通过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我们
可以更加直接、高效、全面地掌握
河道的情况，有力地解决了步行巡
河耗时、驾车巡河不全面的问题。”
赵德光说。

如今，鹤山已经任命了10个市
级民间“河长”、54个镇级民间“河
长”。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全省已有
3500多名民间“河长”陆续上任。

广东还实施了“互联网+河长
制”行动计划，实行智慧化管理，
提升治河管河的效率与信息化水平。

“人手一机、手机操控，随时
随地掌握巡河管河情况。”深圳市宝
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党组副书记
吴新锋介绍，全区 66 条河流、219
个河段、2497 个排污口、457 家重
点涉水企业和 29445 家流域内中小
企业都绑定在“宝安河务通”APP
上，各级“河长”、监管人员、巡查
人员、执法人员、管养人员和社会
公众均可通过APP随时随地查看巡
河管河情况。

此外，广州、惠州等地也通过
“河长”APP开启“掌上治水”，实
现了“河长”巡河实时化、导向
化，不少村级“河长”更是实现了

“日日巡、天天查”。在省级层面，
集微信公众号和移动管理平台于一
身的“广东智慧河长”也已上线运
行。群众可以通过该微信号的“投
诉建议”栏目，将问题通过文字、
照片的形式反映给“河长”，同级河
长办将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办理，群
众可在“河长反馈”页面随时查看
到处理结果。

广东各地市也广开思路，因地
制宜创造出许多治河治污的好办
法。比如，广州市全面开展洗楼洗
管洗井洗河的“四洗”行动，共完
成摸查洗楼105.3万栋，摸查污染源
84198个，清除污染源37250个；佛
山、肇庆两市实施“挂图作战”，整
治重点流域水环境；江门、梅州、
汕尾、揭阳等市开展治理水浮莲

“大会战”，仅江门市就清理水浮莲
4.1万亩……

据了解，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
一年来，广东省的河湖水质得到持
续改善。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广
东全省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100%达标；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为80.33%，超出国家要求的74%
的年度考核目标；243个黑臭水体已
有 191 个完成整治工程，达到了国
家“初见成效”的要求；新增城市
污水管网5949公里、城市污水处理
率达到94%。

未来，广东将继续充分发挥河
长制的重要作用，尽快出台实施

“南粤河更美”专项行动计划，系统
推进防治水污染、治理水环境、修
复水生态、保护水资源、保障水安
全、管控水空间、提升水景观、弘
扬水文化 8 项重点行动。力争到
2020 年底，基本实现河畅、水清、
堤固、岸绿、景美的总目标。

②

治理后的佛山五胜涌水清岸绿，景色宜人。 庞彩霞摄

鹤山市级

民间“河长”赵

德光自费购买

无人机开展巡

河工作。

邹锦华摄

1 月 10 日，一场“寻找父母儿
时的年味”亲子嘉年华在江西省宜
丰县天宝乡平溪村展开，40多组家
庭化身“农夫”，在这个古树名村中
开展定向寻宝、置办年货、民俗体
验、携手制作美食等亲子系列活
动，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和独具特
色的主题乐园，让大家乐在其中，
流连忘返。

“我们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
打造乡村旅游示范村和文明生态
村，村史馆、树像故事园、古文化
遗址、罗酒等特色文化深受大家喜
爱，仅这次活动就接待了 100 多
人，收入近 2 万元。现在我们不出
家门就能吃上‘美丽’饭了。”平溪
村村主任吴德如说。

过去的平溪村，柴堆、粪堆、
垃圾堆、杂物堆随意堆在村口路
边，房前屋后违搭违建，东西乱摆
乱放，虽然有古老的文化遗址和传
承千年的风水林也从来没有游客进
村 游 玩 。 2017 年 ， 平 溪 村 斥 资
1300万元，大刀阔斧地进行美丽乡
村建设，重点围绕“一馆、两园、
三古”进行打造，充满江南水乡风
情和人文古风底蕴的平溪华丽变
身，美得令人惊叹。

环境美了，以前村里一些不值
钱的“土疙瘩”变成了抢手货。美
丽的环境引来了互联网企业“马管
家”，盘活可用民房建民宿酒店、生
态餐厅，打造特色乡村休闲民宿；
重点推介天宝罗酒传统酿造工艺，
并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宽销售渠道，
发展“电子商务+非遗特产”；流转
500 亩农田建设“智慧农场”田园
综合体，打造“定制农业+精准扶
贫”业态，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

互联网与这个古树名村擦出闪亮的
火花，一时间，“美丽”成了平溪村
民致富的“金钥匙”。

平溪村的美丽蝶变只是宜丰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个案例。近年来，
宜丰按照村史民俗馆、廊道游园、
茶馆会堂、农家乐特色民宿加其他
要素为新业态的“4+X”模式，整
合各类资金 2.06亿元，打造出一批
田园村落生态良好、村容村貌整齐
干净的“高颜值”村庄，全县 8 个
美丽乡村示范点已展露新颜，190
多个新农村和 1000 个美丽庭院建
设正全面推进。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现在的炎
岭就像一个生态大花园，生活环境
美了。我们推出的‘来美丽乡村过
大年’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关注，
今年农庄的年夜饭预订火爆。”黄岗
山垦殖场炎岭村党支部书记彭细
明说。

与平溪村一样，炎岭村也曾“脏

乱差”，如今却因“美”而变、借
“美”生金，因为“美丽”焕发出勃
勃生机。村里的青年创客中心吸引了
浙江中良控股有限公司1000万元的
投资，统一经营管理民宿山庄、创客
中心、茶馆等产业，还为当地村民开
设了电商经营、特色农业、栽培技艺
等项目培训班，带动村民人均增收
8000 元。环境美了，发展空间大
了，在外务工的村民纷纷选择回家乡
发展，彭建华与4个小伙伴一起投资
种植当地特色水果“八月炸”，预计
年收入可达150万元。

“未来村里猕猴桃、杨梅、火
龙果、葡萄等水果产业将注册统一
商标，炎岭水果的名气会大大提
升 ， 我 们 的 日 子 也 会 越 过 越 红
火。”谈起下一步的打算，彭细明
信心满满。

如今，行走在宜丰的农村，一
个个美丽乡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美丽经济”精彩纷呈：洞山村以
“禅镜洞山”为媒，去年接待游客
8000 多 人 ， 为 村 民 增 收 近 10 万
元；石埠村凭借30多亩向日葵吸引
上万人观光，带动生态有机种植、
山地家禽散养规模发展，为村集体
增收近20万元；院前村依托优美的
环境和九天漂流的火爆人气，搞起
了特色民宿山庄，仅2017年国庆假
期，就接待游客 2000 多人次，营
业额达30多万元。

江西宜丰县

乡村借“美”生金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罗 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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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建设，不仅将对企业

与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起到很好的教育警示作

用，同时也为推进生态

环境补偿工作取得实效

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为“动植物王国”，由5个子保护

区组成，其中勐腊和尚勇两个子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图为保护区

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保护区的热带雨林里测量、记录一棵大榕树的生长情

况。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守护“动植物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