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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大数据推动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
□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大数据时代，生态环境的数据化
管理技术成为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
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
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
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
式创新”。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等文件也要求，构建“互联
网+”绿色生态，实现生态环境数据
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生态环境大
数据的发展和应用，为保护与改善生
态环境、推进环境管理转型、提升生
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开了一条
技术赋能之路。

数据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
其所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技术所带来
的变革。环境治理作为社会治理体系
的组成部分，同样受到大数据的影响
和改变。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提
速的背景下，环境治理再依循传统的
管理方式将难以完成党和国家以及人
民群众对美好环境向往的重托。环境
治理面临迫切转型的需求，而科学技
术的飞速发展则为环境治理现代化提

供了契机。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的《生
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对生态
环境的大数据发展进行了顶层规划，
用数据化决策思维，再造环境治理是
其亮点。推进数据资源全面整合共
享、加强生态环境科学决策、创新生态
环境监管模式、完善生态环境公共服
务等主要任务，对环境行政的各方面
提出全新要求。依托将要建成的生态
环境大数据管理平台、应用平台和云
平台的技术保障，生态环境的精准化、
精细化、科学化治理将不再困难。用
数据决策、治理、服务是环境治理现代
化的必经之路。

大数据应用对环境监测数据有较
高要求，监测数据全面、真实、客观是
确保环境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基础保
障。目前，我国的监测网络持续健全，
现已建成1个国家质控平台、6个区域
质控中心、2000余个监测和运维机构
组成的国家环境监测体制。实现了从
传统6项指标监测向大气污染综合立
体观测演进，形成了组分监测、前体物
监测、垂直立体监测、网格化加密监测
等监测体系，为开展污染防治监管执

法联防联控提供了精准支撑。不过，
也存在环境监测机构分属不同部门管
辖、监测设备重复建设、监测职权相互
冲突、监测数据质量难以保证、监测数
据共享困难等制约环境监测管理体系
完善高效的制约因素。

对此，下一步应全面落实《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以及《关于
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
据质量的意见》要求，明确各方监测
事权、推进部门分工、数据联网共
享，强化生态环境部的监测机构监
管职权；明确各地方政府职责分工，
不得干涉监测数据；强化地方党委、
政府和相关部门、排污单位和监测
机构的责任，社会监测机构市场准
入，建立行刑衔接机制，完善法规
制度。

大数据技术的优势集中体现在
对数据的应用，环境大数据在环境治
理的多个部门、领域和环节将发挥重
要作用：在空间规划中，生态环境监
测数据是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直接
依据，跨地域、跨部门获取的大数据
对掌握真实的环境资源容量、整体规

划空间布局、动态调整国土利用规
划、合理引导产业布局和升级改造、
控制污染源的跨地域转移等方面有
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行政准入中，
随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放管服”
改革，环评后评价和环境影响预警的
提出及环评基础数据库的建设离不
开环境监测大数据的支持；在监督执
法中，大数据将助力动态监测和精准
执法的落实；在环境修复中，监测数
据可长期跟踪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
的修复状况。

大数据的应用将对环境治理权
责关系进行重塑。首先，大数据作为
社会治理链接的纽带，在环境治理中
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环境信息
的公开和公众参与形成的环境治理
多元化格局将不断得到加强。其次，
环境治理中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
数据成为环境决策、行政和司法的关
键支撑。最后，环境治理的过程监管
义务，风险沟通义务，信息公开义务，
数据共享、保护义务不断强化，政府
环境保护责任加重。

（执笔：侯佳儒）

深圳南山区推动治水与治城相融

展现山水相依城市魅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作为深
圳市南山区的“母亲河”，大沙河历经
4 年的综合整治，实现了从流沙河、
臭沙河到网红河的蜕变。

水清河畅

大沙河源于羊台山，全长 13.7
公里，纵贯南山。大约10年前，受两
岸人口激增，以及生产生活污水乱排
等因素影响，大沙河遭受严重污染，
加上水土流失导致泥沙淤塞，水质日
渐变差，不仅影响美观，难闻的气味
也使人们对这条河退避三舍。

2016 年，南山区启动治水提质
大会战，举全区之力先后投入60 亿
元推进水污染治理，大沙河便是其中
的重点之一。南山区水务局水污染
治理中心严淑兰介绍，南山区的治水
工作是一块“硬骨头”，面对水臭河污
的实际情况，经过深入调研，南山区
明确了“源头减污、管理控污、末端治
污”的全流域系统治水思路，坚持雨
污分流、三水（污水、初期雨水和基
流）分离理念，致力于重点解决源头
问题，让雨水污水“各行其道”，同时
全面消除黑臭水体，打造出了大沙河
这一深圳治水标杆。

如今，南山区地表水水质优良率
大幅提升，劣V类水比例快速下降。

成果立竿见影，过程却颇艰辛。
与深圳其他区不同，南山区工业

较少，主要污染源来自商业楼宇、住
宅区。“楼宇和小区雨污混流现象严
重，本该雨水走雨水管网排进河里，
污水走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但
是污水被直接排入河道，整个河水就
变脏变臭了。”严淑兰说。

除了小区和商业楼宇，城中村雨
污混流问题也十分严重。深圳城中村
建筑物密集、人口众多，产生的污水
量极大，仅沙河四村，每天产生的生

活污水量就达到1.7万吨至1.8万吨。
经过摸排，南山区先后梳理出

1046个雨污混接混流的小区、49个
城中村，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提质工
作。“主要是把错接混接的乱象纠正
过来，按照设定路径正确排水。目前
小区的雨污分流已全部完成，城中村
整治完成36个，剩下13个雨污分流
也会尽快完成。”严淑兰说，源头减污
的同时推动末端治理，通过实施河道
清淤、堤岸防护、生态改造等，南山区
先后完成 8 条黑臭水体整治及 2 条
小微黑臭水体治理。

水环境与城区发展相辅相成，城
区发展改变水生态，水环境调整反哺
城区发展。南山区水务局负责人表
示，南山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覆盖
全区 27 条河流和 7 座湖库，河湖设
立区、街道、社区三级河长，并通过河
长制公示牌对外公示，制定目标、责
任到人，对准难点持续发力、不懈推
进，重塑了城市与河流的生态和谐关
系，推动了治水与治城相融。

岸绿景美

水清了，河畅了，越来越多的市
民乐于亲近南山“母亲河”。有了良
好的基础环境条件，南山区经过精心
筹划，于2017 年启动大沙河生态长
廊建设。

大沙河生态长廊从长岭陂水库至
深圳湾出海口，全线13.7公里，总面积
95万平方米，项目坚持高质量高标准
建设要求，总投资13亿元，历时近两
年，2019年11月6日正式建成开放。
大沙河生态长廊项目建设负责人、南
山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工程师陈博文
告诉记者，生态长廊建设内容包括对
河道两岸绿化、原有步道及栏杆进行
品质提升，对已有构筑物以及设备进
行景观美化，并贯通两岸自行车道及
漫步道等，设计有学院之道、城市森
林、活力水岸等节点，串联起西丽湖、
大学城、高新区、深圳湾，成为一条蜿
蜒美丽的“绿色飘带”和“城市项链”。

“大沙河生态长廊的建设可以说
是南山区发展和保护并举的一个典
型案例。”南山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
负责人表示，整个长廊在建设和布局
中，充分考虑其自身的生态资源和环
境特色，以及城区产业和社会结构的
布局。

大沙河生态长廊上游背靠塘朗
山、羊台山，有西丽水库和长岭陂水
库等水源地，需要重点保护。靠近水
源地的长廊上游被誉为学院之道，大
沙河从大学城片区穿过，将自然生态
美景与创新活力的校园和创新产业
园贯穿起来。中游为城市森林，周边
多为居民区，分布有大冲公园、大沙
河公园、塘朗山、九祥岭湿地公园、西
丽水库等重要生态型绿地节点，通过
将河道与周边绿地串联，设有森林舞
台、山地森林、水岸森林、湿地森林等
特色景点，在布局中特别为市民通勤
设置了过河汀步和石桥。下游是活
力水岸，与南山区深圳湾公园无缝衔
接，有近 50 米的宽阔河面，水深达
2.5米，打造有水上赛艇、皮划艇、龙
舟赛等水上活动区和观看赛事停留
休憩的看台空间。

如今，徜徉在大沙河畔，近看碧
波荡漾，远看山海相依，展现出一幅
水城和谐的美好生态画卷。

“越是高速发展，越是需要寻找
心灵的港湾，越是渴望绿色怡人的空
间。‘望得见山水’，增添了一座城市
的幸福亮色。”南山区委书记王强表
示，大沙河生态长廊的建设秉承“生
态优先”原则，尽可能保留原有景观
植被，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体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成为都
市型河流生态营造和景观提升的标
杆项目。随着南山区生态环境不断
改善，南山区成为生产、生活、生态完
美结合的城区，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满
满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近年来，深圳市南山

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

求，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完成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任务、打赢治

水提质攻坚战、擦亮“南山

蓝”城区名片、持续推进公

园之区建设，重塑城市与

河流的生态和谐关系，推

动治水与治城相融,构成

一幅错落有致、层次分明

的滨海风景画，展现出山

水相依、水城共融的城市

特质与魅力。

近年来，江苏省海安市节能环
保产业发展迅速，形成“四园一区一
带”的产业布局，覆盖生活垃圾回收
处理和资源化、大气污染治理、废弃
物综合利用、生态修复治理与保护、
水治理装备产业和环保服务业等。
现有规模企业 77 家，其中 50 亿元
以上企业 1 家、10 亿元以上企业 3
家、亿元以上企业17家。

主动出击，环境工程项目及服
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天楹集团
与越南河内合作开展生活固废处理
发电服务项目；嘉宇特种设备公司
赴马来西亚参加中马中小企业合作
对接会；瑞安特机械集团与赞比亚、
菲律宾就复合肥机械工程项目进行
洽谈；亘德科技与澳大利亚昆士兰
大学开展产学研项目对接。

把握机遇，与国企、央企合作更
上层楼。中化环保与海建开展股权
合作；锦江环卫与巨邦集团强强联
合；明诺科技、瑞安特机械集团等企
业与央企、国企进行资源整合、优势
互补；亘德科技特种设备体系认证

通过审核。
今年 2 月，中国天楹与中国一

冶集团合作的越南河内4000吨/天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EPC 总
承包项目已开工建设，总金额19.72
亿元，顺利实现了节能环保产业中
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去”。

伴随着一大波环保新政落地，
催生了垃圾焚烧处理千亿市场。天
楹集团通过引进和培育高端研发团
队，在垃圾处置领域研发出填补世
界空白的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
并买断比利时沃特鲁公司垃圾焚烧
炉排炉技术，布局垃圾处理全产业
链，从城市垃圾中挖掘出了一座“城
市矿山”。巨邦集团运用机械加工
能力，寻找契机进入环保新领域，由
垃圾转运发展到成套设备，以及集
垃圾“收集—压缩—中转”为一体的
环卫服务，垃圾中转后运至天楹集
团进行垃圾焚烧，形成完整的农村
垃圾清运体系。目前，海安市的农
村生活垃圾收集覆盖率和无害化、
资源化处置率均达100%。

江苏海安

环保产业提速显效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刘文奇 章晶晖

历经4年综合整治，深圳市南山区大沙河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庹 宾摄（中经视觉）

磨道里赶驴、围栏里撵猪、鸡窝
里捡蛋……初冬，山东省泗水县的
一个个养殖场里，迎来了一波又一
波的游客，曾经臭气熏天、让人退避
三舍的养殖场，如今成了让游客乐
此不疲的旅游景点。

“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利用一系
列措施，我们有效缓解了因畜牧发
展带来的环保压力。”山东省泗水县
环保局副局长范杰说。

“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让养
殖场变废为宝，不仅每年能直接
增加几十万元的有机肥料收入，
还间接提高了鸡蛋商品价格，每
年又多收入 100 多万元。”泗水县
众成蛋鸡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仲芹说，该养殖基地的粪污资源
化利用项目获得中央财政补贴资
金 93 万元，企业又自筹资金 320
万元，先后对鸡舍及配套设施进
行了系统改造升级，鸡粪实现了
传运带每日一清理，鸡舍内定时
喷淋雾化消毒，养殖环境大为改
善。现在，他们的无抗鸡蛋每公
斤价格高出普通鸡蛋 0.8 元，仍受

到消费者青睐。
泗水是山东重要的肉鸡肉鸭生

产基地。然而，在畜牧业“高歌猛
进”的同时，也给环保带来较大的压
力。近年来，该县实施了全国首批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重点县项目。
去年又启动了总投资 9260 万元的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项目。目
前，全县有 338 家规模养殖户参与
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重点县项
目。同时，泗水县融入“+旅游”的
思维，把养殖场打造成一个个乡村
旅游景点。“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项目的实施，我们初步构建起了
种养结合、农牧游循环的可持续发
展新格局，推动畜牧业走出了一条

‘畜牧+旅游’的绿色发展新路，被
评为全国首批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
县。”泗水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主任
任光辉说。

据统计，如今泗水县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年
资源化利用畜禽粪污 120 万吨，年
生产有机肥10万吨，年增加经济效
益2.24亿元。

山东泗水

养殖场成旅游景点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包庆淼 卞玉宝

长虹运河是豫东项城的一条人
工河道，开挖于1958年10月，全长
41.5公里。运河倚着106国道由北
向南穿越谷河、汾河、泥河3条主要
防洪河道，贯穿整个项城市域，起到
了灌溉土地、调节水位、互补水源、
涵养生态的作用。

然而，悄然滋润两岸土地几
十年的运河，由于大量违章建筑、
非法 养 殖 场 和 低 小 散 企 业 的 无
序建设和部分生活、农业、工业污
水直接排入河道，渐渐丧失了防
洪和 排 涝 功 能 ，且 河 水 污 染 严
重，变成杂草丛生、臭水横流的

“龙须沟”。
为挽救长虹运河，还运河第二

次生命，项城市委、市政府按照“防
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本着“控
源截污、水质净化、生态修复”的原
则，投资5亿元，将长虹运河治理列
入2019年“双十工程”项目，掀起长
虹运河治理热潮。

该市印发《项城市 106 国道长
虹运河沿线建筑物拆除方案》，成立

长虹运河违法建筑拆除指挥部，对
106 国道长虹运河两岸违法建筑
物、构筑物、厂房及其他影响河道安
全的地上建筑物和附属物进行了专
项拆迁整治。全市出动人员 3600
人次，动用机械800台次，依法拆除
沿河两岸违法建筑物961户28.8万
平方米。

长虹运河两岸违法建筑物全面
拆除后，项城市又重塑自然河床、生
态清淤清障、种植水生植物。

项城市把长虹运河的生态修复
工程分为 4 个景观区，以“海棠花
雨”“桃花夭夭”“初樱动艳”“银花玉
雪”为景观，四区植物以春花为主、
花期为序，大片栽植形成“花海”景
观，再现水流清畅、岸绿整洁、人水
和谐的乡村水景。

现在，喝惯运河水的任清英老
人会经常来到长虹运河边，一边拾
掇庄稼，一边欣赏着美景：“来年春
天，运河两岸花树一长起来，出门就
是花海，水清洁，鱼满塘，农村的美
景不比城里差！”

河南项城

长虹运河重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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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大沙河生态长廊散步。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