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江西省贵溪市滨江镇黄
坑村一处废旧塑料堆放场被发现混
杂部分废机油桶、油漆桶等有害固
体废弃物，当地环保、公安、检察等
部门立即组成综合执法力量进行现
场查看确认，第二天便完成了对该
堆放场有害固废的分拣、转移和处
置，相关责任人员依法受到惩处。

“这样的案子，过去至少需要 7
天，现在涉及的部门全到现场办案，
两天就解决了。”贵溪市环保局局长
黄贵凤介绍说，过去处理非法处置
固废案件，得先封存、取样监测后再
通知公安、检察部门进行立案，程序
比较多，实行联动执法后，效率显著
提高。

“固废对土壤、水体、大气的污
染都很大，越快处理越好。”黄贵凤
说，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的一个工业
强县（市），贵溪市致力于推动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并行，坚持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对非法倾
倒、堆放固废等行为零容忍、严查
处，构建起环境监管联动执法机制，
环保部门和法院、检察院、公安及城
管、农业、林业、水利、国土等部门信
息共享、协同配合、联合执法，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让固废无处遁形。

据了解，贵溪市工业生产企业
多，固废存量和产生量都很大，要有
效避免固废污染，必须改变过去分

散作战的状态。为此，当地政府创
建环保执法联运机制，查处固废案
件时，公安部门提前介入，与环保执
法人员一道查清案件经过，及时控
制涉案人员，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提
供法律适用等协助并引导侦查，涉
及的部门同时到场，现场进行沟通
协调。

联动执法震慑了不法分子，也
堵上了执法人员渎职的缺口。黄贵
凤表示，非法处置固废案件往往涉
及面广，难免会碰上说情打招呼的
情况，有公安和检察部门的全程监
督，任何人都没有可乘之机，“这是
好事，督促大家在执法时严格依法
办事”。

为了确保对固废监管不间断、
不掉链，联动执法机制把乡（镇）、村

（组）作为重要力量纳入，承担起第
一责任人的职责，把监管网络延伸
到最基层的乡（镇）、村（组），形成网
格化监管体系，做到及早发现、消除
隐 患 、多 方 联 动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冲突。

实行环境监管联动执法机制
后，贵溪市非法处置固废行为明显
减少。目前，贵溪市主要河流断面
水质达标率 100%，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大气、地面
水环境质量常年稳定在国家二级、
Ⅲ类标准。

江西贵溪

联动执法治理固废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徐卫华

商合杭铁路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环保优先

把高速铁路建成“生态线”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陆应果

商合杭铁路是“十三

五”时期我国一次建成里

程最长的高速铁路之一，

跨越众多水系及水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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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因此，在施工过程中

保护好青山绿水，就成为

建设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负责安徽、浙江段建设的

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有

限责任公司坚持绿色、生

态、环保高铁线建设，让一

条高铁“绿色长廊”在大地

上延伸

6月的皖南，山青水碧，天空湛蓝
……走进正在建设中的商合杭高速铁
路施工现场，如同进入一条绿色生态
长廊，沿线两侧翠竹青青，绿意浓浓，
风景如画。

“来时青山绿水，走时绿水青山。”
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商合杭铁路安徽、浙江段建设，谈
起绿色、生态、环保高铁线建设，该公
司总经理冀福孝说：“保护绿水青山，
留下金山银山，是我们铁路建设者的
责任所在。”

绿色发展，留下“金山银山”

2015 年 11 月份，商合杭铁路全
面开工建设。这条铁路是“十三五”时
期我国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
之一，由河南商丘站引出，接入杭州东
站，全长794.5公里，跨越淮河、长江等
众多水系及水源保护区，穿越巢湖风
景名胜区、太湖山森林公园等多处生
态敏感区。保护好青山绿水，成为建
设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我们优化线路设计方案，采用隧
道形式，穿越巢湖风景名胜区。”京福
铁路客运专线安徽公司协调部部长钟
由亮说：“为减少对生态敏感区自然环
境的影响，我们调整后河取水口位置，
使商合杭铁路不再位于含山县运漕镇
后河水源保护区范围，还取消了裕溪
河特大桥等部分河道水中墩。”

商合杭铁路在设计之初，京福客
专安徽公司就把环保选线放在首要位
置，明确提出“依法合规、因地制宜、综
合施策、绿色发展”的环保工作思路。
设计单位不断优化线路设计方案，在
预可研、可研设计阶段，绕避了天子门
水库水源保护区范围；绕避了八公山
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和
森林公园范围。在初步设计阶段，继
续优化方案，线位绕避了茨淮新河水
源保护区范围，保护了沿线环境敏感
区的完整性。

新建铁路，沿线是生态修复的重
点。作为高铁运营管理单位，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提前介入，组
织建设、设计等单位进行现场调查，编
制绿化实施方案，做到绿化工程和主
体工程同步设计；把车站、景区、城市
周边等作为绿化重点区域，在功能防
护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景观效果，道路
两侧分隔带种植乔木、灌木等植物，着
力打造“四季常绿、三季见花”的绿色
生态长廊，以发挥其降低噪声和净化
美化环境的作用。

地表土是植被赖以生存的宝贵资
源。“我们在施工前，对占用耕地、林地
等地块表土剥离，设置堆土场，进行苫
盖防护，最后将表层土用于复耕和绿
化覆土。”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商合杭铁路站前17标
指挥长张百芹说。目前，商合杭铁路
全线共剥离表土约386万立方米，有
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变废为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皖南广德与浙江安吉山水相连，
生态环境优美。新建的商丘至合肥至
杭州高速铁路从境内穿越而过，工程
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

由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的商合杭高铁站前17标项目，西起
安徽广德誓节镇，东至浙江安吉天子
湖镇，长约44.6公里，其中桥梁34座
达26.2公里。

记者在誓节镇境内商合杭铁路建
设现场看到，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
高大的铁路桥梁已岿然而立。离铁路
约一公里处，有一大片修葺一新的绿
地，没膝的野草生机勃勃，在绿地的一
侧边坡上是一面挡土墙，其间种满了
红叶石楠、金叶女贞等植物，边坡上排
水沟曲折而下，直入谷底。

这山间风景绿地，就是耀眼的“大
气包弃渣场”——占地面积95亩，设
计弃土44.8万立方米，最大填高度达

19米。
商合杭高铁建设前，大气包是个

植被稀疏的山凹荒地，三面环山，远离
村庄。为减少水土流失、防止环境污
染，综合利用铁路建设过程中产生的
大量弃渣土，铁路建设者因地制宜，慎
重选定大气包作为弃渣土场，经过精
心设计施工，变废为宝，建成了生态风
景点。

“铁路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弃土
渣，弃土堆放处理不当，极易造成水土
流失，影响生态环境，甚至会引起滑坡
等安全隐患。仅我们17标段弃土渣就
达304万立方米。”张百芹说：“我们在
大气包弃渣场种植灌木126540株，撒
草籽63270平方米，种植经济作物茶树
2亩，弃渣场变成了环保绿地。”

护卫绿水青山，恢复沿线植被不
留“空白”。在商合杭铁路，像大气包
这样填坑造地的弃渣场共有47处，计
划利用弃渣造地1560亩，弃渣填坑造
地 总 利 用 率 达 到 设 计 弃 渣 量 的
49.2%，创造价值近亿元，实现了生态
和经济的双赢。

“以往建设过程中对附属工程重
视不足，弃渣场往往只有一个设计通
用图，没有因场而异的施工图，施工单
位也是凭借经验施工。”京福客专安徽
公司副总经理王利平介绍：“如今对附
属工程与主体工程一样重视，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临时工程不
达标，主体工程不得开工建设。”

防污降噪，打响环保攻坚战

“商合杭铁路跨越长江、淮河、裕
溪河、颍河和茨淮新河等24条河流，
途经多个生态敏感区，如何减少对沿
线生态环境的干扰？”钟由亮介绍说：

“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我们从严卡控，
采取涉水桥墩隔离清污、生产废水循
环回用、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沉沙池、
重要水体定期检测等措施，严禁施工
污水乱排、乱放，保证污水处理后达

标排放。”
为解决混凝土搅拌站生产预制梁

产生的污水，避免污水直接排入当地
水系，中铁二十四局广德制梁场建设
沉淀池，污水经过4级沉淀，再经过过
滤系统处理净化，净化后的水用于花
草养护等二次利用。

中铁三局集团公司1号拌和站为
解决污水、废渣问题，发明“废水废渣
分离回收系统”，实现对废水废渣进行
骨料分离、粉料压滤、清水循环利用。
京福客专安徽公司协调部高级工程师
石元基说:“废水废渣分离回收系统产
生了良好的环保效益，一套设备20万
元，10个月即可收回成本。”

在开挖新大力寺隧道时，中国铁
建大桥局通过多级沉淀，采取油水分
离、气浮过滤等处理手段，并将达标的
清水循环使用，达到一级排放标准。

铁路建成后，会不会对沿线带来
噪音污染，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在居民区、学校、医院、城区的噪
音敏感地带，商合杭铁路设置大量新
型吸声式声屏障、隔声窗，加上线路两
旁“绿色长廊”，能有效减少噪音；优化
管桩施工工艺，锤击采用静压施工，有
效降低施工噪声；敏感区域减速禁鸣、
高噪声设施偏远布置、合理安排施工
时间等措施，减少噪声污染，实现降噪
环保和自然景观相协调。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公司亳州梁场
等施工单位在拌和站粉料罐上，安装
喷雾除尘设备，有效解决了施工扬尘，
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公司商合杭
铁路 11 标四分部精心设计，优选树
种,对路基边坡、车站、墩身区间进行
绿化，使用喷混植草、喷混植生等立体
绿化技术手段，建起“绿化带”。

京福客专安徽公司副总经理金武
说：“商合杭铁路采用的是国产化
CRTSⅢ型板式无砟轨道板，具有极
佳的受力性能，能把承受的重量均匀
分布，最大限度地减少震动和噪声，让
列车运行更加平稳。”

正在建设中的商合杭高速铁路新大力寺隧道外观环境。 陆应果摄

山东新泰建光伏大棚镇

棚上绿色能源 棚下绿色蔬菜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肖根法

眼下正是蔬菜上市季节，日前，记
者走进山东省新泰市翟镇一个光伏蔬
菜大棚，前羊村村民徐勤利正忙着采
摘成熟的西红柿。他告诉记者，一个
大棚能产2万斤西红柿，“一年挣2万
元没有问题”。

如今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昔日
却是一片采煤塌陷地。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新泰市累计开采约4.7亿吨煤。
由于长期开采，引发大面积地表斑裂
和塌陷，形成了129平方公里的采煤
沉陷区。徐勤利所在的翟镇最为明
显，当地三分之二的耕地出现了大面
积沉降，农民房屋受损严重。

“我们村原来的房子不少都是危
房，一遇到阴雨天，基本上是‘外面下
大雨，屋里下小雨’。住在那样的房子
里经常悬着心，增收致富就甭提了。”
徐勤利说。

近年来，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新
泰市顺势关闭了9家资源面临枯竭的
煤矿，并对2.8万亩塌陷地进行了生态

环境治理，同时统筹推进村庄搬迁、新
型城镇化等。尤其是近两年，新泰市
通过农光互补项目，推动主导产业由

“黑色”转向“绿色”，并积极争取政策，
使国家光伏发电“领跑者”计划中的
200万千瓦农光互补项目成功落地新
泰。据介绍，这一项目由企业统一建
设高标准农业大棚，再利用大棚后墙
体架设光伏板，农民根据意愿租赁大
棚搞种植。一个大棚一年租金5000
元，“算来算去，还有经营收入。”徐勤
利和本村的40多户村民一起，以合作
社的名义联合租了66个大棚。

去年9月份，新泰市200万千瓦采
煤沉陷区光伏领跑技术基地一期项目
集中并网发电，这标志着全国首个以农
光互补模式、利用采煤沉陷区建设的光
伏发电示范基地正式投入使用。

目前，新泰市已建成像翟镇那样
的农光互补项目6个，年均发电量6亿
千瓦时，发电收入达5亿元，1.5万农民
因此实现家门口就业。

生态周刊14 2018年6月25日 星期一

数十名青年志愿者日前来到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边慢跑一边捡

拾垃圾，践行绿色公益。据介绍，为了响应“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的号召，

这些青年志愿者定期组织参加各类环保公益活动，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公众

关注环境、履行社会责任，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通讯员李

娜娜报道：甘肃省目前已经制定了
河长制工作方案，建立了省、市、县、
乡、村5级河长制组织体系，编印了
甘肃省河湖名录、河长名录、河长制
工作手册，全部编制完成省级河流

“一河一策”，建立了“一河一档”基
础信息。

记者从甘肃省河长制办公室了
解到，2017 年 7 月份全面推行河长
制以来，全省已关停违法违规采砂
场 699 家，取缔封堵非法排污口
215 个，关闭砂石料场 144 家，整治
黑臭水体14条，黑臭水体消除比例
达 82.35%，累计清理河道 2800 多
公里，清理河道垃圾120多万吨，疏

浚河道6200多公里，拆除非法建筑
物8340座。河道乱倒乱排、乱采乱
挖、乱占乱围等现象明显减少。

据介绍，甘肃以“见河长”为
突破口，部分地区同步建立了湖长
制、库长制和渠长制，截至 2018
年 5 月底，五级河长巡河 5.7 万多
人次，河长巡河履职步入常态化。
以监督体系为考察标准，各级全面
建立了中央要求的河长会议、信息
共享、信息报送、工作督察、考核
问责与激励、工作验收等 6 项制
度，同步探索建立了督导检查、部
门联席会议等制度。截至目前，各
地共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和专项督查
696次。

甘肃“一河一策”管河治河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广东深
圳市“一街一站”网格化空气监测体
系日前启动上线，全市74个街道的
PM2.5 监测站点的监测数据均已接
入系统。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卢旭阳介绍，近年来，深圳市空气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从2006年起，深
圳市 PM2.5 浓度 10 年下降了 55%。
到 2017 年，深圳市 PM2.5 年均浓度
达到28微克/立方米，6项空气质量
指标全面达标。根据深圳市政府印
发并实施的《2018年“深圳蓝”可持
续行动计划》，确定2018年PM2.5浓
度降至26微克/立方米的目标。

为精准判断重点污染区域、压
实基层责任、充分调动各区各街道

大气治理积极性，今年4月份，深圳
提出布局PM2.5自动监测网络，形成

“一街一站”网格化空气监测体系。
当时，深圳全市 74 个街道中，仍有
37个街道需新建PM2.5监测站点。

历时50天，全部站点按时完成
建设，74 个街道的 PM2.5 监测数据
已于5月31日全部接入数据平台。

卢旭阳介绍，从当前上线数据
来看，74 个街道 PM2.5 的数据总体
呈现东部区域低（较好），西部区域
偏高（较差）的现象，这将为深圳市
空气质量提升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
据。此外，PM2.5监测数据及排名将
于 7 月 1 日起以手机 APP、微信小
程序或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公众实
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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