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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暖，位于豫鄂两省接合
处的河南省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温
如碧玉，晶莹剔透。

日前，在紧邻丹江口水库的金
河镇飞虎山上，来自淅川社会各界
的数万人挥锹扬镐，培土植树。

“我们动员广大干部群众义务植树
播绿，涵养一库清水，确保永续北
送。”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
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守着“大水缸”,握
着“水龙头”,但也因此戴上“紧
箍”，为了保护水质，库区周围有
铁律：有树不能伐、有鱼不能捕、
有矿不能开、有畜不能养。

然而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秦巴山片区县、河南省四个
深度贫困县之一，淅川的发展更不
能停。“千条路，万条路，淅川只
有一条路，那就是毫不动摇走绿色
发展之路。”卢捍卫说，植树造
林、做强生态经济，成了淅川发展

“菜单”上的优选项。
在淅川，种树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被国土资源专家称为“地球癌
症”的荒山石漠化在库区两岸的金
河、大石桥、马蹬等乡镇非常普
遍。土层单薄，草木难生，再加上
管护不力，“年年栽树不见绿”的
事并不鲜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淅川在河南省首创了合同化造林模
式。“我们与专业造林队、造林大
户签订造林合同，当年栽树，次年
10 月验收，活一棵验收一棵。如
果达不到85%的成活率，补栽后第
二年再验收。”淅川县林业局局长
武建宏说。“一锤子买卖”变成

“全年度考试”，多活一棵树多挣一
份钱，造林大户积极性大大提高，
办法也多了起来：移土培肥、修鱼
鳞坑、分级提灌，渐渐地，全县造
林成活率上去了，座座荒山披
了绿。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淅川
实行合同化造林治理荒山 53.2 万
亩，封山育林 21 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45.3%，人工造林面积更是
连续十年位居全省第一位。山绿水

更清，丹江口水库最新一期监测结
果显示：水质持续向好，109项全
因子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Ⅱ
类标准，其中常规项目 95％以上
符合Ⅰ类标准，特定项目100％符
合水源地水质标准。

种好生态林，筑起清水北送的
绿色屏障，栽下经济林，则为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带来希望。淅川把林
业发展融入脱贫攻坚大局，突出

“短、中、长”三线战略，促进贫
困户脱贫致富。

“短线”以项目见成效。淅川
充分发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的
区位优势，加大项目争取力度，每
年争取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等扶
贫项目资金3600 多万元，将项目
资金向贫困户倾斜，聘请 1650 名
贫困群众成为公益护林员。同时鼓
励引导造林专业队吸收贫困群众就
业，目前活跃在全县造林一线的
2000 多名造林队员中，有不少来
自贫困家庭。

“中线”以产业打基础。渠首
所在地九重镇引进仁和康源公司，
流转荒坡地 6000 亩发展软籽石
榴，承包托管、返租倒包带富农
户；毛堂乡引进源科生物公司在荒
山上栽植黄金梨5000亩，标准化
管理、有机化种植，产品个个绿色
环保；西簧乡、厚坡镇、金河镇种
植 5.6 万亩薄壳核桃，当地 1200
多户的贫困群众变身产业工人……
如今，65 家企业入驻淅川投资生
态农业，3.4463 万名贫困人口捧
起“生态碗”，吃上“生态饭”。

“长线”以旅游管长远。近年
来，淅川利用森林资源优势，坚持
全域旅游思路，全方位打造4A级
景区1个、3A级景区2个。以环湖
绿色长廊为依托，去年以来，在丹
江沿线建成了泓森植物园等 32 个
精品生态示范园。“咱这儿山青、
水甜，生态环境好！是个休息养生
的好地方。”仓房镇磨沟村村民江
玉琴说，她的农家乐营业不到 1
年，月净收入已超万元。目前，村
里 60 多户农户开办农家乐，全村
一半人从业旅游。

广东东莞治理水污染

山水资源吸引高端产业要素集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十三五”期间，广东东莞实施以水污染防治等为重点的十大工程，将338亿元巨资投入

水污染防治，同时大胆创新工程建设机制、尝试各种高科技手段，深入推进水污染治理，以期

让宝贵的山水资源吸引更多高端产业要素聚集

3月25日，中国首台散裂中子源
在广东东莞通过验收，东莞以此为契
机开始向“创新型一线城市”挺进。
事实上，东莞创新环境的优化，与近
年来水环境的提升不无关系。

“第一次到松山湖考察，天蓝水
绿，跟我们在欧洲工作的环境很像。”
2016 年，英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实验
室首席科学家张书彦来到东莞松山
湖畔，创办了东莞材料基因研究院。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像张书彦
一样被东莞的湖光山色吸引而来，松
山湖畔现已新型研发机构林立。

精准治污

破解“有治无效”困局

集水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的同
沙水库，是东莞市库存最大的水库。

“这里青山环抱湖水，然而由于过去
一个时期重开发、轻保护，湖水受到
了严重污染。政府近年来就水库污
染治理问题制订了一系列方案，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上游污染源仍没
有得到有效控制，库底多年累积下的
成分复杂的污泥也给清淤工程带来
很大难度，要彻底治理水污染仍是一
个挑战。”东莞市东城街道同沙水库
管理处工作人员陈剑介绍说。

为此，今年1月，东莞市提出未来
3年将加快补齐短板，攻坚解决一批
制约美丽东莞建设的突出问题。水
污染问题无疑是东莞生态链条中最
突出的短板。2016年，东莞打响了水
污染治理攻坚战。2017年，东莞铺开
了76条内河涌污染整治，完成67家
涉水污染企业整治和退出，使水环境
污染态势得到初步扭转。东莞市强
调要深入推进水污染治理攻坚战，通
过加快截污管网建设、加大工程治污
力度、厂网一体化改革等措施全方位
发力，到 2020 年实现污水处理率
95%以上、完成176条河涌整治任务、
基本消除黑臭现象等目标。

东莞治水攻坚战从“点火启动”
进入“加速推进”阶段。数据显示，去
年东莞新建截污管网768公里，建设
规模是整个“十二五”期间加上2016
年总和的 1.4 倍。承接东莞市截污
管网建设和运营的东莞水投集团旗
下东清水污染治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覃新元告诉记者，截污效率的提升
还面临着如何打通截污“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

提升治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成
为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关键。据介绍，
东莞市黄江镇精心“编织”截污“毛细
血管”的做法，为东莞市其他镇街提
供了经验。黄江镇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镇成立了尾水接驳工作小组，深入
各个社区的各家企业，确保截污管道

与企业尾水实现网与点对接，有效解
决了截污与处理间“最后一公里”
问题。

模式创新

探索多种形式

近一年来，东莞市污水处理量快
速增长。东莞水投集团提供的一组
数据显示：当前该集团已建、在建、拟
建、在运营的污水处理项目共 20
个。其中，去年新建成的项目达 5
个，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44 万吨/日，
同比增长约66%，使污水总处理能力
达 108 万吨/日，水质监测全部达
标。“污水处理项目迅速推进、处理能
力快速增长，得益于项目运营模式的
创新。”水投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在各地的水环境治理中，
PPP已是绕不开的模式。东莞很早
就开始探索运用PPP等市场化模式
治水，并在实践中形成了 BOT（建
设—经营—转让）、EPC等灵活多样
的项目投资建设模式，使各类水污染
治理项目得以迅速推进。

在污水处理领域，早在十多年
前，为解决城市水体污浊、黑臭问题，
东莞市就采用 BOT 模式，由民企投
资建设运营了一批中小型污水处理
厂。2017年，东莞启动了对全市34
家BOT污水处理厂经营权的回购。

在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东莞也

探索通过PPP、EPC等多种形式，着
力解决河涌治理投资大、质量难以保
障、工程重建设轻管理等问题。长安
新河工程作为东莞第一个水利基础
工程PPP项目，已于去年动工建设。
东莞南城“四河两涌”水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则引入了EPC+O模式（即设
计、采购、施工及管养一体化），该模
式有利于设计、采购、施工各阶段的
工作合理衔接，深度交叉，进度加快。

今年，东莞市提出，要进一步积
极探索和推广 PPP、EPC 等新型建
设模式，破解美丽东莞建设的体制机
制障碍。

科技助力

“院士治水”探新路

老围河曾是东莞东城一条污水
横流长达十年的臭水河，属于东莞列
入“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
台”督办的10条黑臭水体。去年，附
近居民发现，河水在一个月内变得清
澈起来，臭气消散，红虫等水生动物
也开始繁殖。如今，绿草如茵、鲜花
盛开的老围河周边，130多亩厂区统
租工作顺利开展，周边产业成功启动
转型升级。

老围河能够重焕生机，是东莞市
引进院士团队精准把脉、科学治水的
结果。去年7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志峰带领的团队来到老围河，进行

黑臭水体整治技术试验，重建河涌生
态链，很快显现了成效。

院士团队的核心技术是什么？
据杨志峰院士介绍，他们采用了“微
纳米气泡+树脂/酶复合催化组合”
的新技术。微纳米气泡修复技术与
常规的大气泡曝气增氧技术相比，增
氧效果更明显。微纳米气泡具有上
升速度慢、溶解能力超常等特点，能
激发河道内微生物和藻类的成长，大
幅提高河涌生态修复效果。经过整
治，老围河黑臭比例已从试验前的
39%下降到试验后的6%。

“院士治水”探出的新路使东莞
更加意识到科学治水的重要性。东
莞市提出，要进一步巩固老围河技术
试验成果，善用科技手段攻坚克难。
到2022年，完成500多条河涌整治，
全面消除河涌黑臭现象。“我们要进
一步探索积累有效的重污染河涌治
理技术路径和经验做法，为全面铺开
河涌整治提供样板示范，让更多的河
流变清。”东莞市委书记梁维东说。

东莞水投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水投集团已经与杨志峰院士团
队签订技术战略合作协议，院士团队
将为水投集团参与河涌整治项目的
建设和运营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
同时，水投集团还将与广东省环科院
共建区域水环境研究中心，研发形成
一批实用性强的科技成果，为广东水
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科技支撑。

东莞市桥头镇水环境的好转，让当地人多了亲水赏花之地。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3年内，我们要全面消除区内劣
V类河道水体。”上海金山区区长胡卫
国告诉记者，金山区在 2017 年完成
了全区185条段198公里的河道整治
任务，今年，金山区将消除全区40%
的劣V类河道水体，2019年底争取基
本消除劣V类河道水体，2020年底实
现全区水质的进一步提升和巩固。

“以前河水黑臭，河道淤积，现在
不仅河水变清了，岸边还修了防护栏
杆、健身步道。”上海金山区卫城2组
的居民们告诉记者，近一年来，大家
真切感受到城乡接合部河道水质的
变化。居民口中的卫城2组浜，外来
人口多，违建密集，生活污水全部排
入河道，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

在整治前，镇上协调拆除了违章建筑
8500多平方米。

金山区去年整治的185条段河道
大多是类似卫城2组浜的情况，违建
林立，整治难度大。为此，金山区启动

“河长制”建设，“治水先治岸”，大力开
展沿河违建拆除。同时加快推进截污
纳管、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置、规模化
养殖场综合整治等工作，从源头切断
污染源。他们制定了“一河一策”整治
方案，采取水利工程整治、河道底泥疏
浚、打通断头河、拆坝建桥等多种方式
推进河道整治。2017年，金山区完成
了河道拆违总量近12万平方米，工业
企业整治224家，沿河截污纳管18.8
公里，农村生活污水收集10600户，规
模化畜禽养殖整治20家……

在开展河道整治时，金山区注重
创新思路，探索出不少生态修复的好
方法。在金山区亭林镇银水河整治
完成后，水务部门邀请专业机构，采
取原位取水，将水中的菌类、藻类，通
过液体膜菌藻发生器形成高效的菌

藻投入到河道中，建立起菌藻互作共
生系统，从而达到生态治理的目的。
此外，利用水生植物、微生物等来改
善水质，也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河道整治要注重实用性和美观
性。老红旗港位于金山区金山新城，
是金山滨海地区的骨干河道，过去一
直是土坡护岸，因河道狭窄，淤积非
常严重。相关部门在制订整治方案
时，除了河道疏通、护岸建设，还以营
造生态文化景观为目标，新建景观桥
梁、亲水平台、健身步道等。如今的
老红旗港已经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
好去处。

自去年 2 月启动“河长制”工作
以来，金山区建立起区、镇两级河长
制体系，设立了区、镇两级河长制办
公室，各级河长和相关部门积极落实
河道管理责任，为全区河道综合整治
的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全区1944条河道1550名河
长名单向社会公布，实现了河长制全
覆盖。金山区第一总河长赵卫星、总
河长胡卫国带头巡河，他们用脚步丈
量河道，进行现场把脉、开出治水良
方，协调推进河道整治取得实效。

金山区在全市率先建立了专职
化、实体化、规范化运作的河长制办
公室，建立了“八个一”工作机制，督
促河长履职，实现了从“河长制”到

“河长治”的目标。通过各级河长履
职尽责，让群众对河道整治有了更多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上海金山

全力推进河道整治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河南淅川

绿水青山如何“变现”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振辉

近年来，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充分利用小驴山、凉水井等纯农业村的山
坡地、滩涂地和撂荒地，连片发展玫瑰、海棠等近400种名贵观赏性花木，增
加了村民收入，也盘活了土地、扮靓了乡村。图为禄市镇凉水井村利用滩涂
地建起的湿地公园。 邱海鹰摄

据新华社电 为治理林地绿
地中的裸露土地，减少扬尘污染，
北京近期向全市推出100多个地被
植物的优良品种。未来将在城市
林地绿地建设中加大地被植物应
用，以提升林地绿地的生态功能和
景观效果。

根据近日出台的《北京市绿地
林地地被植物选择与养护技术指
导书》，这些优选的地被植物分为
草坪型地被、缀花草坪型地被、原
生地被组合型等 5 大类型，其中大
部分品种为乡土地被植物，如蒲公
英、二月兰、甘野菊等。

北京林业大学专家介绍，地
被植物在防止水土流失、吸附尘
土、净化空气等方面都具有良好
作用。为加大示范推广力度，北

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北京林业大
学等科研单位，前期调查采集了
230 多种华北地区的乡土地被植
物，并筛选出一批具有节水、抗
旱、耐寒等诸多优势的品种，通
过在明城墙遗址公园、东郊森林
公园等地的种植示范，证明其绿
期可达11个月以上。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副
处长杜建军表示，今后北京将加
大优良地被植物特别是乡土地被
植物在治理裸露土地中的应用力
度。同时，将坚持生态优先、景
观多样、因地制宜、科学规范原
则，注重林地绿地生态多样性，
实施差异化管理，进一步发挥林
地绿地的生态、景观和社会功
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为城市穿上“生态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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