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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探索流域生态补偿和综合治理新路径

鹭鸣声声映清流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何 英

在湖北宜昌，黄柏河供水区域内的经济总量占全市的近八成，黄柏河的治理与保护十分

重要。近年来，宜昌市重拳出击、铁腕治河，整治矿山废水排放等造成的水质恶化问题，探索出

一条“整体保护、综合治理、系统修复、生态补偿”的流域治理新路径

从湖北宜昌市出发，记者沿长
江一级支流黄柏河东支流域，一直
走到其源头夷陵区樟村坪镇，沿途
青山绿水，美景如画，鹭鸣声声。
这得益于近年来宜昌市的一系列整
治恶化水质措施。

破解“九龙治水”

黄柏河发源于夷陵区，全长
162 公里，流域面积 1902 平方公
里。在宜昌，黄柏河供水区域内的
经济总量占全市的近八成。

黄柏河流域蕴藏着丰富的磷矿
资源。此前，矿山堆场大多沿河布
设，拦渣和防渗设施简陋，大量矿
粉随雨水进入河道。此外，小规模
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设施不到位、沿
河沿库农家乐餐饮及零散旅游活动
的污染缺乏管控，污染问题突出。

宜昌市对水资源的保护一直非
常重视，尤其是对黄柏河这个“大
水缸”。但水资源保护涉及水利、环
保、农业、交通等部门，“九龙治水
最后成了无龙治水”。宜昌市水利水
电局局长靳鹏说。

国家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后，湖北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
压倒性位置，黄柏河的彻底治理也
迎来契机。

2016年年底，湖北省政府批复
同意宜昌在黄柏河流域开展相对集
中的行政处罚权工作。由此，宜昌
市打破行政区划、部门分工，成立
了黄柏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综合执法
局，集中行使水利、环保、农业、
渔业、海事等 6 项行政监督检查、
96 项行政处罚、14 项行政强制职
能，初步建立了实施综合执法的制

度体系。一年多来，已先后对45家
单位和个人违规排污、侵占洞道、
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同时，宜昌市夷陵区推行联合执
法，在全省率先成立市、区环境保护
警察大队。如今，综合执法改革取得
明显成效，今年 4 月份，黄柏河流域
达到和超过Ⅱ类水质的监测断面占
比88.26%，比上年同期增加4.93%。

谁污染谁补偿

去年 12 月份，经过系统踏勘调
研，宜昌市决定实施黄柏河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将水质改善成效与生态补
偿资金和磷矿开采计划分配挂钩。

根据补偿方案，宜昌市每年列
支 1000 万元，流域内夷陵区、远
安县每年分别向市政府缴纳水质保
证金 700 万元和 300 万元，构成生
态补偿基金。宜昌市将磷矿采矿指
标分解到县区，县区再分解给企
业，并从 760 万吨开采总额中拿出
100 万吨作为生态奖励指标。水质
达标县区可获得生态补偿金和磷矿
开采指标奖励，不达标县区开采指
标将被削减并转给达标县区。

“监测断面水质连续两次或连续
6个检测周期累计超标3次，相关企
业下半年开采指标削减30%，连续6
个检测周期累计超标4次，相关企业
下半年度开采指标削减 60%，严重
的将停止下半年开采指标。”宜昌市
黄柏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综合执法局
专职副局长洪钧介绍，“100 万吨奖
励开采指标，相当于4亿元产值。各
县区非常在意补偿份额，更担心本县
区份额被削减”。

洪钧告诉记者，除法律、法

规、规章明确的处罚外，综合执法
局还拥有两把“权力之斧”——磷
矿开采审批的前置审核权和磷矿开
采指标调配权。“我们实行‘连坐
制’，每一监测断面水质不合格，该
断面所有磷矿企业的开采指标都会
被削减，这就促使磷矿企业在做好
自身环保达标的同时，对相邻企业
也进行监督。”

在生态补偿机制刺激下，黄柏
河流域磷矿开采企业纷纷上马污水
处理设备。

“以前只有安全生产一条红线，
现在又增加了一条生态环保红线。”
位于夷陵区的湖北昌达化工有限公
司负责人孙自臣说。

记者在湖北三宁公司新建的矿
区排水口看到：污水净化池有600多
平方米，一次可净化3000立方米污
水，总投资300多万元，池内水质清
澈。公司负责人李勇介绍，公司还建
有井下废水沉淀池，“矿区废水经过
几次净化后，水质可达Ⅱ类标准”。

“现在公司所有的矿渣都回填到
矿井中。”李勇说，这样既能防止矿
区塌陷，又能防止污染水源。开采
出来的磷矿石也用防雨布盖上，防
止雨水淋湿矿石进入河道污染水体。

据统计，去年底至今，黄柏河
流域 13 家企业上马污水处理设备，
新建改建井下废水池66个，总投资
3300多万元。

倒逼绿色转型

生态补偿机制的倒逼，让黄柏
河流域内形成了县区配合、政企融
合的强大合力。

管住污染源头是推行流域治理

的关键。宜昌市严格监测矿山、水
库、河段、工地、城区等排污源
头，搭建互联网工作平台，画面实
时监控，信息及时反馈，问题有效
处理，探索了“智慧环保”生态监
管模式。

断面检测，只能判断河水的污
染程度，污染源究竟从何而来，还
需向上游进行追溯、精准定位。为
此，综合执法局聘请了第三方检测
机构，对分布在黄柏河东支流域的
65家磷矿企业进行重点监测。

“我们每月随机抽检 10 余家，
平均每年每家抽检3次。”宜昌鼎顺
检测有限公司采样人员杨君武告诉
记者，他们一般会在企业上游、排
污口、排污口下游500米和1000米
处各进行一次检测，对比分析检测
数据，判断企业是否超标排放。

同时，政府部门定期对矿渣堆
场进行整治，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修复工程。夷陵区委书记王玺
玮介绍，夷陵区先后开展“义务河
长”植树，“三峡蚁工”捡垃圾等活
动，150 多支生态服务队积极参与
黄柏河治理。今年以来，流域内共
整治重点河段35公里，清淤疏浚河
道 50 公里，植树 66 万株，流域内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宜昌磷矿主产区——樟村坪镇
更是坚决走绿色转型之路。“我们过
去的发展战略是‘磷山林海’，如今变
成了‘林海水源’。”樟村坪镇委副书
记王义告诉记者，樟村坪镇已关停6
家矿山企业，今年还将继续关停 9
家。全镇矿山企业 77 个堆场按照

“有挡墙、有覆盖、有排水沟、有沉淀
池、有绿化带”的“五有”标准实施整
治，目前已完成73个。

矿山关停了，职工的出路在哪
里？从“卖石头”到“卖空气”，走向

“旅”之路。日前，樟村坪镇第二届民
宿文化节在羊角山村开幕，吸引了上
万游客。其中，42 个集装箱民宿在
羊角山村集体亮相，五颜六色的房子
掩映在一片花海中。羊角山村村委
会主任王宗刚告诉记者，过去这里是
采矿留下的一个乱石岗，2014 年村
里对这个地方进行综合治理，形成了
一个200 多亩的荒山。今年他们又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引进资金回乡进
行旅游开发，把曾经的乱石岗变成了
花海民宿。

更大范围的化工企业绿色转型
已经启动——宜昌市制定的《化工
产业专项整治及转型升级三年行动
方案》提出了在2019年底长江及其
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 134 家化工
企业装置清零的目标。

“流域综合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名
誉所长王浩认为，在该流域实施生
态补偿，对于系统全面开展综合治
理，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水环境和水
生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四步走”建设宜居乡村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近日，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生态文明建
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将绿色发展
指数纳入考核，明确目标考核每五年
规划期结束后开展一次，考核结果向
社会公布，并作为各市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
任免的重要依据。将开展生态文明
建设情况与干部升迁直接挂钩，对把
住关键关口、真正实现从求生存到求
生态的转变意义重大。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
不算什么新闻。之前已经有多个省
份出台了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办法、将
目标考核结果纳入绩效考评体系，也
有省份开展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制，引导各级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
绩观。

之所以此时仍然强调其重要意
义，一来，因为“指挥棒”确实需要调
整。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
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对

“蓝天、碧水、净土”的向往，在这样的
背景下，对地方政府的评价考核体系
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此激励
相关部门和人员在保护绿水青山、关
注可持续发展上投注更多的热情和
动力。二来，因为面临的形势确实依
然严峻。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各项工作总体上取得积极成效。但
与此同时，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力
度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依
旧未能有效解决，生态文明建设正处
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

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期。在这
个节点上，容不得半点敷衍和退缩，
必须严守防线。

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晒”出
“生态政绩”，有助于促成各级党政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压力与动力的
转化，更好地将绿色发展理念落到
实处；也便于发现自身存在的长处
和短处，围绕绿色发展的着力点深
入总结、分析研究，针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并加以
落实，从而尽快补足短板，向实现
绿色发展不断迈进。

具体到当下，对各级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来说，在绿色“指挥

棒”的引导下，最直接的任务就是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这场战役时间
紧、任务重、难度大，需要加大力度、
加快治理、加紧攻坚。要强化担当
意识，压实主体责任，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主要领导对本行政区域的生
态环境质量负总责，做到重要工作
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
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
要狠抓工作落实，加强联防联控，各
相关部门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推动
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保
卫好“蓝天、碧水、净土”；要坚持问
题导向，注重精准发力，从快从严从
实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
问题的整改。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一头连着我
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道“必答
题”。唯有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
评价体系，为不重视生态建设的干部
敲响警钟、为守住绿水青山的干部鼓
劲加油，才能引导各级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举
措、更强的担当，多谋打基础、利长远
的善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
好事，让“绿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
鲜明底色。

在阳光下“晒”出更好“生态政绩”
□牛 瑾

走进广西南宁市横县校椅镇岭
脚村，只见村貌大变样，村中的硬化
道路四通八达，村边的绿色小公园
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首选地，村民
家中的厕所和厨房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村民王声金告诉记者，改厨、改
厕后，环境好了，在改造后的厨房里
做饭成为一种享受。

据了解，南宁市紧紧围绕持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目标，以“三改”
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六提三增”工
程 。 全 市 改 厕 106493 户 ，改 厨
105128 户。广大农村从道路交通
到家庭内部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
了明显改善。

乡村变得宜居了，还得让好日
子一直好下去。为此，广西各地积
极引导乡村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促
进乡风文明。

在校椅镇石井村，村委不仅制
定了严格的“村规民约”，还推出了
垃圾分类管理模式，让石井村实现
了“大变样”，更让这个村成为当地
远近闻名的典型示范村。

柳州市各村屯都配备了保洁
员，乡村保洁员共有 1 万多人。全
市初步建立了县城周边范围内“村
收镇运县处理”、乡镇周边“村收镇
运片区处理”和边远乡村“就近就地
处理”的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各村
屯建立了卫生保洁机制，以政府补
贴与群众自筹相结合的方式保障环
卫保洁基本支出，采取统一聘请、农
户轮值、市场运作等办法组建保洁
员队伍，通过村规民约、门前三包、
文明创建评比、财政奖补等措施强
化激励约束。目前，农村垃圾乡镇
片区处理中心项目全部覆盖到所有
的偏远乡镇。

柳州各地还注重发挥群众的主
体作用，切实解决乡村环境卫生建
设管理难题，不断提升群众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各
地根据实际情况成立了清洁乡村理
事会、保洁协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制
定经村民集体讨论通过的简明易行
的村规民约，深入开展门前三包、房
前屋后“周周扫”活动等，充分体现
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村屯保洁工作
初步实现了村民自治、民事民管的
长效保洁机制，实现了“跟着干”转

变为“主动干”。如柳江区三都镇白
见村板朝屯成立了以党员、村屯干
部和有威望的群众代表为主的屯卫
生管理理事会及卫生监督小组，制
定了卫生保洁管理公约，建立了卫
生保洁“轮值”制度，还设立了“卫生
管理基金”。

百色市德保县实施“千名保洁
员呵护乡村”行动。按照农村人口
每350人配备1名农村保洁员的标
准，共投入526.084万元，给185个
行政村（社区）配置保洁员1000多
人，全县农村生活垃圾的“日产日
清”制度已日渐成熟。德保县还对
乡（镇）、自然屯进行评比，营造上下
联动、全民参与，争当营造山清水秀
自然生态排头兵的浓厚氛围。

为进一步推进人居环境改善，
广西近日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年）》，今后3年，广西
将开展“清洁乡村”巩固、“厕所革
命”、污水治理、乡村风貌提升、规划
管控、长效机制建设六大行动，建设
一支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骨干力
量、一支管理队伍、一个参与平台、
一套村规民约、一批建筑工匠和一
个服务团队，力争全面完成“美丽广
西”乡村建设目标任务。

据介绍，3 年行动将分“四步
走”：一是今年8月底前制定实施方
案和任务清单；二是今年12月底前
完成2个全国示范县创建的相关工
作；三是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全区全面推进，所有项目如期
完成；四是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
总结评估验收。自治区计划筹措资
金 197 亿元用于补助六大行动项
目，各地将根据统一部署和下达的
任务，通过财政专项资金、市场化投
资、专项贷款和其他融资方式，做好
整治资金筹措。

另据了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已经列入中央环保督察的重要内
容，广西也将把其纳入绩效考评和
政绩考评范围，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与自治区即将开展的乡村风
貌提升三年行动、“美丽广西·幸福
乡村”活动融合起来，全面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质量，建设生态宜居的美
丽乡村。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拉显村英洞屯山水如画。 林捍球摄

德清县莫干山景区的民宿“西竹云见”。从2017年开始，浙江省德清县
大力推广电能替代，房间采暖制冷、热水供应、餐饮等皆使用空气能热泵，不
使用传统燃料，打造绿色“零排放”全电景区。 （新华社发）

自2013年5月份开展“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以来，广西

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此基础上，广西近日印发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将突出抓好“六大行动”和

“六个一”工程，分步骤推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宜昌黄柏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成效初显，黄柏河呈现出岸绿水清、白鹭翩飞的宜人景象。 望作信摄

打造“零排放”全电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