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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作为
全国最早探索大集团引领模式的省
级环保产业平台，2018 年，陕西环
保产业集团各项发展指标再上台
阶，全年完成各类投资 14.82亿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8.97 亿 元 、利 润
8600 万元，分别增长 61%、74.2%、
14.2%。资产总额突破 60 亿元，实
现了再次翻倍。陕西环保集团下属
固废公司成功入选全国国企改革

“双百行动”名单。
2018 年，陕西环保集团聚焦

“青山、蓝天、碧水、净土”四大保卫
战，投建了一批重大项目，生态环境
效益凸显。经测算，全年共处理生
活污水 2260 万立方米、促进 COD
减排7040吨、氨氮减排1016吨，回
收油田伴生气7600万立方米，实现
氮氧化物减排 1.4 万吨、二氧化硫
减排 2.2万吨、粉尘减排 45.3万吨，
处置固体废物 15 万吨、危险废物

6.5万吨，为陕西省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贡献了应有力量。

据了解，多年来，陕西环保集团
以“大集团引领、大项目支撑、群体
化推进、园区化承载”的发展战略为
导向，以前瞻性产业布局为中心，以
重点项目建设为载体，着力打造囊
括污染减排、水污染防治、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固体
废物资源化利用、生态修复、环保产
业投融资等重点内容的环保领域全
产业链，为全省经济社会健康可持
续发展和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提供坚
实的产业支撑。

陕西环保集团董事长、党委书
记熊良虎表示：“陕西环保集团未
来将继续牢牢把握全省生态文明建
设大局，主动融入全省生态环境保
护事业，为助力陕西省生态文明建
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奋
斗。”

陕西环保集团

全产业链助力环保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推进农村污水全域治理

又见清流绕农家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武君苗 庞 芳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把生活污水

治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重要抓手，按照

“因地制宜、科学施策、梯

次推进、全域治理”的整

体工作思路，村容整洁、

生态宜居的治理成效初

步显现

精致小木屋、萋萋芳草地、鱼儿
畅游池中……这并不是某个公园的
景致，而是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大潘村
游园生态式污水处理站的日常景
象。在这里，大潘村的生活污水被抽
取进小木屋内的箱体中，经过几道工
艺处理后，清亮无味的净水便流入木
屋外的出水池。

据大潘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海介
绍，该污水处理站配有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通过采用先进的 FBR 净化
槽技术，将分散的居民生活污水进行
集中处理。处理后的水质达到国家
相关排放标准，可直接排入非饮用水
源区，用于农田灌溉。

补齐环境治理短板

峰峰矿区既是一级水源保护地，
又是典型的工农交叉、城乡交错的老
工矿区。据统计，该矿区每年农村污
水排放量高达 407 万吨。如果让这
些污水放任自流，任其自然蒸发或渗
入地表，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如何补齐这块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短板？如何让寄托着浓浓乡愁
的农村不再污水横流、异味扑鼻？

为打好这场“硬仗”，峰峰矿区启
动农村生活污水全域治理工程，结合
当地实际，确定了水源保护地试点先
行、傍水村紧随其后、剩余村全面治
理的方案。

其中，对 79 个水源保护地试点
村和傍水村，采取截污、拆违等多种
手段实现源头防控，并积极修复生态
湿地，发挥湿地涵养功能，实现污水
无害化处理。2018年共堵塞排污口
30 个，取缔周边养殖场 149 家，关停
工业企业4家。

通过多个试点村的实践，在“联
户集中处理模式”基础上，峰峰矿区
对剩余村优先采取无动力污水处理
方式，即充分利用峰峰矿区地形海拔
落差较大的特点，以水自身重力产生
的势能代替电力动能，综合采用生物
处理结合生态处理工程的复合处理
技术，通过化粪池、格栅调节池等工
艺模块对污水进行一级处理、地下三
格式兼氧—厌氧处理单元实现二级

处理，再利用生态湿地、生态截污渠
等措施，模拟自然湿地，利用土壤—
植物—微生物复合系统对污水进行
三级处理。这种方式操作运行简单、
维护费用较低，具有较高可行性。

“量身定制”治理方案

科学周密的治理方案并非一朝
一夕得以产生。由于峰峰矿区地处
山区，各个村的水质成分存在一定差
异，再加上排放点位分散、排放方式
随意、基础设施差等因素，造成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难度较大。

为此，峰峰矿区先后邀请生态环
境部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等
专家团队，多次深入各村进行实地考
察，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问诊把
脉。在考察了各村的基本概况、污水
日产量、村庄发展规划、终端选址的
基础上，经过专家反复会商论证和充
分征求群众意见，根据各村的人口数
量、地形地貌、经济构成、人均用水
量、污水排放方式等具体情况，结合
村庄航拍图，“量身定制”出不同的治
理方案，做到“一村一策、一村一治、
一村一量、一村一价”。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专家团队
把全区农村分为四类：傍水周边村、
集镇园区周边村、城区周边村、远郊
村。其中，对于傍水周边村，利用截

污、取缔、关停等多种手段，卡住污水
源头的同时，在水源地保护区建设生
态湿地公园，发挥湿地涵养、植物净化
功能，实现污水无害化处理；对于93个
山区远郊村，发挥地形落差大、多样性
的特色，综合采用生物处理结合生态
处理工程的复合处理技术，同时打造
水处理、水循环、水生态三位一体的村
庄湿地景观；对于 14 个平原远郊村，
着力推广“大潘模式”，即利用“三格化
粪池处理+FBR净化槽+生态滤池”模
式，通过三格发酵、沉淀、微孔过滤之
后，再利用水生植物对污水进行净化，
达到污水的多级处理，实现“每人每月
一元钱，生活污水处理完”。

为确保农村污水治理工程的长
效推进，峰峰矿区着力构建政府主
导、市场主力、群众主体的三级运
维管理体系，通过“引入+培育”的
方式，实现农户自我运维管理，并
通过建立运行考核评价机制和突发
事件应对机制，确保管理体系高标
准运行。

大力开发水源景观

春节过后，峰峰矿区再次启动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其中，全域污水治理作为攻坚行动的
一个重要方面强势铺开。

峰峰矿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张
清强表示，2018 年启动的 18 个村的

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已全部完成，下
一步，除纳入城市管网的村庄外，预
计今年 3 月底前将完成 49 个重点
示范村的主管网和污水处理终端建
设；8 月底前完成 43 个水源保护地
和傍水村污水治理工程；同步推进
剩余 41 个村的治理工程。“力争 10
月底前完成全域治理目标，使农村
生活污水有效管控率达到 100%。”
张清强说。

在加强农村污水处理的同时，
峰峰矿区还大力开发水源景观。例
如响堂水镇的建设。这个小镇的诞
生地在矿区东和村，是滏阳河流经
地的一个村庄，在进行生态环境整
治之前是一个臭水沟。“为了让滏
阳河东和村段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
转，我们前前后后到袁家村、马嵬
驿、太行水镇、古北水镇等地考察
了十余次，设计规划也先后论证修
改了几十次才着手实施。”峰峰矿
区委书记牛颖建说，响堂水镇从
2017年3月份开始建设，区里引进
亿元以上社会资金，通过清理河
道、浆砌护坡、筑坝挡水、开发街
道等工程，仅用半年时间就让一个
既有湖光山色，又有民族风情，还
聚各地美食的响堂水镇建成，且一
经运营就成为峰峰矿区生态休闲旅
游的新地标，2018 年接待游客达
250 万 人 次 ， 营 业 收 入 达 2500
万元。

北京141条段黑臭水体全部还清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北京市水务局近日通报：分布在
北京城乡的141条河流沟渠，已全部
摘掉“黑臭”帽子还清，并已通过评估
验收。

2015年底，北京通过全面排查，
共确定了 141 条段、665 公里黑臭水
体。如何让这些河道重现生机？北京
打响了“碧水攻坚战”和有序衔接的两
个3年治污行动方案，加快了全市黑
臭水体治理和水环境的持续改善。

凉水河曾是北京南城最难治理
的河流之一。过去遭受严重污染，臭

气熏天，沿河居民不敢开窗通风。近
年来，随着流域内的槐房再生水厂建
成、小红门污水处理厂改造完成，凉
水河流域已有 10 座污水处理厂，日
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29万立方米，整
整翻了一倍，水质明显改善。

治水初见成效，治理手段也更上
层楼。去年，凉水河亦庄段驶入了两
条洗泥船，利用底泥洗脱原位置换技
术，将河底淤泥中的有机物分离出
来。短短4个月，自旧宫至亦庄长达
10公里的河道被清洗干净。监测显

示，河道底泥的有机质减少97%。
根据每条河流的具体情况，北京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方案，通过控源截
污、清淤疏浚、活水循环、生态修复等
措施还清水体。数据显示，2018年，
仅在污水治理方面，北京市就修建了
近800公里的污水收集管线，建设了
15 座再生水厂，近 300 个村庄的污
水得到了有效收集和处理。

在 141 条段黑臭水体还清过程
中，河长制的全面推行也解决了河道
管理中多年没有解决的一些难题。

据统计，2018年，北京市级河长
调研督导河长制工作 63 人（次），跟
进督导213个问题；区级河长累计巡
河1115次，发现解决问题706件；镇
村级河长巡河近 15 万次，发现解决
问题 2.2 万余件；通过河长热线电
话等平台，受理办结群众举报和基层
河长反馈问题近2000件。

经过治理，凉水河、萧太后河、温

榆河、北运河等骨干河流告别了黑
臭。同时，分布于北京城乡各处的支
流河道水质也在大幅提升。

作为通州古城护城河的玉带河，
几年前因两岸人口、产业增多，污水
直接排入河道，且周边污水处理设施
不足，一度散发出臭味。碧水污水处
理厂投用后，吞纳了玉带河流域的全
部污水，每天还将 10 万立方米清澈
的再生水注入河道。如今，玉带河已
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亮丽景观。

“按照评估细则，黑臭水体整治
效果可划分为初见成效和长治久清
两个档次。”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141条段黑臭水体已摘
帽，达到了“初见成效”的治水目标。
今后，相关部门将持续进行水质监
测，以防反弹，最终达到“长治久清”
的效果。下一步，对已经消除黑臭的
水体，北京将从市级黑臭水体台账中
清除，并纳入河长制日常管理养护。

安徽亳州

绿色成发展底色
本报记者 冯举高 通讯员 田耿文

地处里下河腹地的江苏省泰州市，河道水网纵横交错，当地农民采用

鱼、虾、蟹混养模式，并严格控制幼苗投放量，让鱼、虾、蟹回归到天然环境状

态下生长，水中间吊起育珠河蚌养殖珍珠，使得水体利用达到效益最大化。

图为从空中俯瞰泰州市姜堰区淤溪镇三角垛村河道水面立体养殖场。

汤德宏摄（中经视觉）

“如今，在亳州，GMP认证医药
企业达167家，其中全国医药百强企
业就有57家。”安徽亳州市委宣传部
宣传科科长韩劲夫说，近年来，亳州
市中医药产业发展飞速，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到116万亩，中药材年交易额
近 300 亿元，全市医药制造业年产
值 340多亿元。“亳州目前已经是全
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和价格形
成中心，有‘中华药都’之称。”

为推动环境保护从终端治理向
源头控制转变，亳州市严把环境准
入关，坚决杜绝污染企业落地。针
对中药材初加工点多面广、传统工
艺落后、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重等
问题，亳州市科学布局中药材初加
工基地，鼓励药业企业采用现代技
术和先进设备，通过集约化规范化
生产解决影响药材质量和环境安全
的突出问题；对于有药品提取工序
的车间安装挥发性气体传感器，实
现挥发性气体有组织回收；积极推
动药企安装环保设备，进行工艺技
术改造；组织专家研究制定药业企
业烘药炒药污染问题技改方案。通
过一系列摸索和努力，实现了生态
环保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相互
促进，初步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把抓好环保工作渗透到
各个部门和各个岗位。为此，企业
专门成立了环保机构，有 6 位同志
专门负责环保工作。同时在环保设
施和污水处理、节水方面不断增加
投入力度，一年来，先后投入近500
万元购置改造环保设施，又投入
300多万元用于加强污水处理能力
和固化物处理能力，目前的污水处
理能力可达400吨/天。此外，与环
保部门密切联系，加强环保监测，满
足企业生产对环保的需要。”济人医
药集团总经济师曹勇说。

“制药企业产生的污染主要有
污水和提取的药渣等，污水经过处
理达到一定标准之后进入市政管
网，可循环再利用；药渣主要通过环

卫设施制作成肥料，实现资源再利
用和绿色发展。”曹勇说。

“亳州的药企都很注意环保。”
韩劲夫说，“尽管这在短期内增加了
企业管理投入和资金投入，但长期
来看，企业环保达标，有助于提升企
业形象和社会责任，带来了更好的
社会效应，经济效益自然也就上去
了。”

要让生态“绿色”成为发展“底
色”，就要把资源禀赋和有利条件充
分挖掘出来，绘好生态主色调。为
此，亳州市扎实推进河长制、林长制
工作及生态环保，截至目前，已初步
完成了入河排污口整治 294 个，完
成黑臭水体治理24处，市中心城区
17条道路实行雨污分流改造，全市

“水活”工程全面贯通，9 个水功能
区全部达标。2018年以来，亳州市
还完成人工造林 15.4 万亩，新建森
林生态廊道360公里。其中，“林拥
城”绿道 60.6公里实现全部贯通并
开放。

行走在“林拥城”，能感受到空
气中弥漫着的淡淡的中草药香味。
原来，该园区内道路两侧所种植的
植物不仅是净化空气的能手，还有
着较高的中医药用价值。景区因生
态景观优美，吸引了白鹭等多种珍
稀鸟类落户。

位于亳州市谯城区北部新城中
心区域的陵西湖公园，在满足游、
憩、娱、赏的基本功能外，引入了海
绵城市技术。该项目规划设计负责
人胡忠信说：“我们完成了对河底约
36万立方米淤泥的清淤工作，并截
断流向陵西湖的生活污水，通过海
绵城市技术实现对雨水进行渗透和
净化，从地下流入河流，使之转化成
资源水；再利用湖中的群岛和两岸
的水生植物对湖水的自净作用，让
水质得到较大改善。此外，通过退
岸筑岛、还湖湿地等方法，拦蓄和分
流径流，综合储蓄和加强雨洪调蓄
利用，从而改善了生态。”

2015年底，经全面排查，北京确定了141条段黑臭水体。为

让这些河道重现生机，北京打响了“碧水攻坚战”和有序衔接的

两个3年治污行动方案。日前，北京市水务局通报：这141条河

流沟渠已全部还清

生态养殖护环境

左图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农

村水环境整治正在全面铺开。

庞 芳摄（中经视觉）

上图 环境整治后的河北

邯郸响堂水镇。

杜海军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