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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营口补回过度开发生态欠债

候鸟年年来“打卡”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高汉雷 张继驰

经过约1个月的觅食补养、休憩
蓄力，数十万只鹬类候鸟近日从营口
浅水湿地滩涂重新上路，继续后半段
5000多公里飞往西伯利亚的行程。

目前全球8大鸟类迁徙路线中，
途径我国的“东亚—澳大利亚”路线
是鸟种数量最多的一条。营口广阔
的泥质滩涂成为候鸟不间断连续飞
行 6000 多公里后的“服务区”。丰
富的湿地资源支持了生物多样性，小
鱼小虾、海蚯蚓、潮蟹和多种贝类，为
候鸟提供了充足食物。

候鸟堪称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和“风向标”。每年四五月间，营口主
城区西部的大辽河入海口“永远角”
湿地就会迎来迁移候鸟，近年来飞临
这里的候鸟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停
留时间越来越长。对生态因素敏感
的候鸟，用它们的行动，对营口的生
态环境投出了“信任票”。

湿地面积增加

来到“永远角”湿地，只见数万只
斑尾塍鹬、大滨鹬等水鸟在空中起
舞，形成壮观的“鸟浪”。如今，“鸟
浪”从过去难得一见的“奇观”变成如
期而至的“常态”。

“永远角”湿地位于大辽河入海
口，三面靠河临海。在城市大开发的
历史进程中，营口曾经舍弃 10 亿元
量级的投资项目，也要坚决留住湿
地，在原始地貌湿地之外形成了“开
发隔断”。

上世纪 80 年代，人们把湿地当
作没什么用的“空地”，在“永远角”建
了垃圾堆填场。主城区的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都拉到这里填埋，最高峰时
堆填场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存量垃

圾达138万立方米。
在追求绿色发展的今天，营口意

识到湿地的重要性。于是，启动了
“全量开挖筛分+无害化处理+资源
化处理”技术的存量垃圾综合治理工
程，塑料袋为主的轻质物成为资源，
留下的腐殖土成为“营养土”，同时对
垃圾堆体下被渗滤液污染的水进行
处理。今年3月份，历经数年夜以继
日的筛分、清运，“盘踞”在“永远角”
湿地多年的垃圾山被彻底消除。

当“湿地被蚕食”成为世界难题，
营口的湿地却不减反增。大潮过后，

“永远角”一片浮光跃金，芦荡间、碱
蓬间的水泡子、小河沟密布。湿地得
到持续休养生息，面积增加、质地提
升、水韵生动。

全球范围内，像营口这样候鸟栖
息地与人类居住地近在咫尺的例子
并不多。人与鸟和谐共生，对话也愈
发亲密。候鸟季来临，营口组织了
64支服务队伍、2000多名志愿者开
展集中志愿服务，进行卫生清理，人
居环境和候鸟栖息环境同步提升。
营口市连年发布《全民护鸟公益行动
倡议书》，开展“人鸟共家园”保护候
鸟迁徙专项行动，规避各种人为干
扰。市民学习、宣传爱鸟护鸟的理念
和常识，“不惊扰、不伤害、静静欣赏”
成为新风尚。

待到8月中旬至9月中旬，呼儿
唤女的候鸟在南归途中将再次停留
营口，景象将更加壮观。成群的水鸟
与渔船为伴、与海浪呼应、与海滩相
依、与朝晖夕阳浑然一体，循环演出
的盛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
者，自由飞舞的“鸟浪”与自觉约束声
音、动作的“人阵”遥相呼应。在成为
国内重要的观鸟、拍鸟城市的基础
上，“候鸟乐园”成为美丽营口的新名

片，让营口滨海旅游旺季提前一季。

河流水质改善

营口被称为“九河下梢”，汇聚了
三大水系、七个流域，有大中小河流
114条之多。营口市认为，河流整治
不仅是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必然要
求，也是“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不
仅是发挥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位的
得力之作，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造
福子孙的千秋工程。为此，一整套高
水准的城区河流整治规划全面落实，
一场场投入多、声势大、涉面广的治
河大行动次第展开。

在大辽河最下游入海口的营口
段，营口市建设了污水处理厂，严控
污水排放，各级政府采取整治和调整
产业结构并举的方针，对造纸、印染、
化工等排水量大、污染重的企业予以
关停和停产治理，实施产业结构调
整；环保部门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城
市发展规划要求的项目“一票否
决”。经过长期的“清源”式整治，大
辽河水质持续改善，溶氧量明显提
高，“鱼虾弋清波”的场景重新出现。

不久前，由于挥发酚指数飙高，
作为非饮用水源地的大旱河水质指
数明显变差。营口市重拳出击，将违
法偷排含酚废水的企业抓了个现形，
给予重罚，并采取应急措施用水泥将
排放含酚废水的下水井堵住，聘请第
三方机构用活性炭吸附方式对河流
进行深度清理，挥发酚污染因子数值
在 10 天 内 由 17.8mg/L 下 降 到 了
0.027mg/L。

这场铁腕专项行动不仅限于“枪
打出头鸟”和“亡羊补牢”，还对大旱
河上游地下管网及地表水共37个点

位加密监测数据进行溯源，对沿河区
域进行地毯式排查。

空气质量趋好

临海傍河的营口主城区，东西长、
南北窄，主导季风常年经过，有利于消
弭大气污染物。依托这样的地理优
势，营口努力保持大气的高质量。

营口市将“蓝天工程”分解为 6
大工程 31 个重点项目，包括区域一
体高效供热工程、气化营口工程、绿
色交通工程、城市扬尘综合整治工
程、工业提标淘汰工程、大气监控预
警工程，使用高空视频监控系统全天
候对烟尘排放实施有效监管，几年里
取缔了数以千计的燃煤小锅炉，淘汰
了数以万计的黄标车和老旧车辆。

以“依镁而立，因镁而兴”的下辖
市（县）区大石桥为例，烟尘弥漫曾经
是这个“镁都”的常态。下定“镁产业
综合治理”的决心后，534 家镁制品
企业中，124家被直接关停，321家整
改后申请达标监测。市县两级制定
了严格的镁制品企业复产环境治理
标准，要求环保手续齐全、配套建设
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浓度达标排
放、贮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实现密闭
或严密围挡、易产生粉尘的生产环节
进行封闭等。

“绿色杠杆”用短期利润的阵痛
撬起“镁都”和镁产业同步“美起
来”。企业树立镁产业供给侧改革的
共识和自觉，积极化解落后产能，发
展镁合金、镁化工、镁建材等精深加
工产品，一幅绿色镁工业全产业链转
型升级图谱拼接完成。今年前 4 个
月，大石桥市 PM2.5 浓度为 46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16.4%。

辽宁省营口市以辽河

流域综合治理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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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锅炉排放也能达到天然气
燃烧排放标准，这是华中科技大学
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在燃煤
超低排放技术领域取得的重大进
展。目前这项技术已在部分燃煤电
厂、水泥厂应用，运行稳定。

煤炭燃烧排放是我国 PM2.5颗
粒物的主要来源。在我国煤多气少
的能源结构下，推广普及相应超低
排放技术，可大幅减少燃煤污染物
排放。

华中科技大学煤燃烧国家重点
实验室张军营教授团队的研究表
明，运用他们研发的团聚强化除尘
新技术对燃煤电厂进行超低排放改
造，不但可以确保烟尘达到超低排
放标准，而且可高效协同脱除烟气
中的三氧化硫，脱除率高达90%。

据估算，空气中约六成PM2.5是
由煤炭直接燃烧产生的。我国对燃
煤电厂脱硫脱硝有刚性规定，但脱
硫主要是脱除二氧化硫气体，对三
氧化硫排放则没有刚性约束。

其实，三氧化硫比二氧化硫的
毒性高 10 多倍，且具有强腐蚀性，
排入大气中会形成酸雨。同时，三
氧化硫气溶胶是PM2.5的前驱体，是
导致能见度降低和加剧雾霾天气的
重要原因之一。

走进国电集团江西丰城电厂的
4号机组，在一栋占地不到80平方
米的设备间内，4 个大罐一字排
列。前端自动投料的白色团聚剂粉
末在大罐内乳化后通过两根细管喷
入机组烟道。烟气监测系统显示，
喷入烟道前烟气内烟尘含量存在上
下大幅波动，而出口处烟尘浓度则
稳定在每立方米10毫克以下。

丰城电厂环保工程师高为飞介
绍，近年来，我国燃煤发电机组排放
标准不断提升，目前烟尘排放标准已
从 20 毫克/立方米降至 10 毫克/立
方米。“随着烟尘浓度越低，颗粒物
直径越小，静电除尘与布袋除尘等
传统技术减排空间十分有限，收集难
度越来越大，减排成本越来越高。”

一直从事煤燃烧研究的张军
营有一次吃饭时突发奇想：米粒太

小，容易漏掉，一旦结成饭团，就容易
收集和处理。如果把PM2.5细微颗粒
聚成团，“捕捉”起来就方便了。按照
这个思路，经过10多年攻坚，张军营
团队研制出一种特殊的团聚剂，让烟
尘细颗粒润湿、絮凝、团聚变成“大胖
子”，有效提高了PM2.5捕捉效率。“同
时逐步实现PM2.5与脱硫废水、三氧
化硫和重金属汞等污染物一体化控
制。”张军营说。

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现有的物
理除尘技术，以团聚技术为核心的
煤炭超低排放新技术在燃煤及相关
产业清洁生产方面，除颗粒物减排
效果明显外，还具有两方面特点：

——多种污染一体控制。传统
减排技术中，针对燃煤电厂产生的
烟尘、脱硫废水、三氧化硫、汞 4 类
主要污染物，都只能控制其中单一
污染物的排放。燃煤超低排放新技
术能对 4 类污染物进行一体化控
制。投资9亿元的山西大同华岳热
电公司是当地一家园区的配套热电
厂，去年，该公司采用超低排放新技
术进行改造，对脱硫废水中加入氯
离子钝化剂后直接喷入烟道蒸发，
真正实现了脱硫废水零排放与
PM2.5减排的协同控制。

——改造运行经济性高。江西
丰城电厂前期两台机组进行脱硫与
粉尘减排改造，累计停机两个月。
若3、4号机组继续按传统技术进行
改造，当年发电任务就将无法完
成。而采用燃煤超低排放新技术则
无需停机。“团聚减排技术通过喷嘴
将团聚剂喷入烟道，不需要停机施
工。加上不用增加大型装置，占地
面积小，减排改造总投资仅为传统
技术的三分之一，日常运行费用也
减少一半以上，改造投资和日常运
行经济性很明显。”丰城电厂副总工
程师朱宝宇说。

据专家分析，全国火电机组三
氧化硫排放总量可达 71.94 万吨/
年。如果全国火电机组均安装化学
团聚系统，按三氧化硫的脱除率提
高60%计算，可使三氧化硫排放量
减少43.16万吨/年。

燃煤超低排放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净化蓝天有了新利器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王潇潇

夏夜，漫步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
县燕泉河畔，晚风徐徐带来阵阵花
香。灯光绚丽的边城美景倒映河中，
美不胜收。

以前，贯穿乌什县城的燕泉河
是一条“垃圾渠”。部分居民沿河而
居，将生活垃圾和污水直接排放到
河道中，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伴随着城市发展，燕泉河改造
势在必行。乌什县通过招商引资，
做好“水”文章，做强“泉”文化，打造
了“泉在城中流，城在泉中映，人在
泉城游”的园林式城市名片。

经过治理，乌什县建成了总面
积 35 万平方米的燕泉河景观带，其
中绿化面积 16.7 万平方米、水域面
积 15 万平方米，让当地人居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

紧跟旅游产业发展步伐，乌什
县将燕泉河景观带划入县域内精品

旅游线路。
阿克托海乡阿克托海村农民玉山

江·依达家里有8亩地，以前种小麦年
收入仅几千元。燕泉河生态景观带建
成后，玉山江成为燕泉河景区的一名水
面安全员，现在每月有1200元的收入。

乌什县通过整合扶贫资金，采

购山地自行车、三人自行车、观光电
瓶车等旅游设施，优先聘用贫困家
庭富余劳动力作为服务人员。目
前，燕泉河生态景观带已经吸纳周
边乡村307户贫困户就业。

立足青山绿水，乌什县确立了
“生态立县，旅游兴县”的目标，依托

旅游资源开展四季旅游活动，相继
举办了杏花节、泉水节、采摘节等活
动。燕泉山景区和沙棘林景区带动
周边4个村庄摆脱贫困。

围绕“丝路泉城·养生乌什”“烽
燧古道·远迈汉唐”旅游品牌，乌什
县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办法，理
顺了旅游发展机制，实现了旅游与
扶贫的有机结合，目前，农家乐、渔
家乐、牧家乐发展到60多家。

居玛洪·达吾提家住奥特贝希
乡巴热克村，家里地少，生活贫困。
2015年开始，居玛洪·达吾提在水上
绿洲生态园务工，学会了烹饪技
术。如今他已是水上绿洲生态园的
厨师，每月收入 4000 多元，家里盖
起了新房，实现了脱贫。

“每年5月1日起到11月底是旅
游旺季。去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
年收入达到200多万元。”作为乡村
旅游致富带头人，马国辉经营的水
上绿洲生态园面积有500亩，除了水
上餐厅，还有垂钓区、采摘区和戏水
区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全县接
待游客 12.56 万人，同比增长 46%，
实现旅游收入2300万元，同比增长
48%。”乌什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党组书记安晓军说，下一步，
乌什县将继续按照“大景区”规划和
建设，在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旅游服务环境优化、产业融
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构建全域旅
游发展大格局，将旅游业培育成为
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新疆乌什县发展全域旅游

做“水”文章 强“泉”文化
本报记者 马呈忠

辽宁营口大辽河入海口“永远角”湿地，自由飞舞的候鸟与大海、夕阳一起，构成一幅壮美的图画。
魏家鹏摄（中经视觉）

煤炭燃烧排放是PM2.5颗粒物的主要来源。运用华中科

技大学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的团聚强化除尘新技术

对燃煤电厂进行改造，可以确保烟尘达到超低排放标准，还

可以高效协同脱除烟气中的三氧化硫，脱除率达90%

近年来，湖南省东安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大力实
施生态立县战略，深入推行“双河长制”，实现地表水考核断面达标率100%，
省级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100%，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3.65%。图为东安县紫
溪市镇村民划着竹筏撒网捕鱼。 王行响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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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什县燕泉山景区。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