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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在南方丘陵地区走出一条水生态建设新路——

长沙做好“净水、安水、活水”文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谢 瑶

159个黑臭水体、1467个小微黑臭水
体不黑不臭；茅洲河、深圳河等五大河流考
核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Ⅴ类标
准；福田河、大沙河、观澜河、龙岗河等河流
水清岸绿……经过4年综合治理，深圳实
现了水环境历史性转折。2019年，深圳被
国务院评为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
城市，并成为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水污染问题曾是深圳最突出的生态环
境问题。深圳市水污染治理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市水务局副局长龚利民说，2016年
初，深圳市310条河流中有159个黑臭水
体，在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中数量最多，茅洲
河、深圳河等五大河流水质都是劣Ⅴ类。
环境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污水管网缺口
达5938公里，雨污不分的小区、城中村超
过1.2万个，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从2016年起，深圳全面向水污染宣
战。仅深圳河流域内就实施80余项治水
骨干工程；新增污水管网409公里；完成

2000多个小区的正本清源改造；流域污水
处理能力达到228.6万吨/天。这些举措
有效削减了进入深圳河的污染源。

在水污染治理过程中，深圳坚持系统
治理，创新推行“大兵团作战、全流域治理”
的治水模式。打破以往“条块分割、零敲碎
打”的做法，统筹打包流域所有治水项目，
招选大企业统一实施，推动工程大幅提
速。统筹“厂、网、河”等涉水全要素，以水
质为目标，联合调度水质净化厂、管网、泵
站、水闸等设施，最大程度发挥系统效能。
同时，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岸上岸
下，针对市内河流，在全国首创成立城市流
域管理机构，对流域涉水事务实行统筹协
调、统一管理和精准调度。

“水污染问题表现在水里，根源在岸
上，核心在管网。”龚利民说，深圳坚持源头
治理，推行雨污分流技术路线。4年来抓住
管网这个核心，建成污水管网6274公里，
完成小区、城中村正本清源改造13793个。

与此同时，深圳紧盯污水源头，创新推
行排水管理进小区。修订特区物业管理条
例、排水管理条例，突破小区红线，委托专业
排水公司，对小区内部排水设施实行精细化
管理，管好排水管网的“最后100米”。

走进福田区百花园一期小区，地面上的
井盖独具特色——在不同的井盖外圈，分别
涂着蓝色和红色颜料，这是小区雨水、污水
系统的标识。作为福田区排水管理示范小
区，该小区通过正本清源雨污管网分流改
造，已实现雨水排放口晴天无排水、雨天无
排污，产生污水全部排入市政污水系统。

作为深圳河主要干流之一，福田河上
游暗涵污染问题是治污工程的“深水区”。
福田河上游暗涵段长达2.34公里，流域面
积4.4平方公里，雨污混流严重，雨季污水
外溢对河道水质产生严重影响。为治理这
一顽疾，福田区率先提出暗渠源头治理，通
过实施暗渠清淤、截污，打开暗渠总口，从
根本上解决河流污染顽疾。在施工过程

中，依靠无人船、气体监测等手段，全覆盖
管理和全天候监测暗涵整治工作。在人工
不便施工的部位利用清淤机器人作业，以
保证作业安全。在河道两侧排污口布置截
污管，确保旱季污水不入河，减小雨季初期
雨水污染。经过一年多的治理，福田河暗
涵出口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昔日的
黑臭水体如今清水潺潺。

“水污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龚利民说，虽然深圳市水环境发生了
历史性转折，但仍然面临老旧屋村雨污分
流难、存量管网排查修复改造难、暗涵数量
多整治难、涉水污染源管控难“四大挑
战”。今年是“水污染治理巩固提升年”，深
圳将按照建设先行示范区的目标定位，实
现“治污”向“提质”迈进，全力推动水环境
长治久清。2020年底前，实现全市河流水
质基本达到地表水V类以上，力争到2025
年，全市河流水质达到IV类以上，主要河
流水质达到“可游泳”的Ⅲ类标准。

经过4年治理，深圳实现水环境历史性转折——

“大兵团”作战 全流域治水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春日的午后，走在长沙圭塘河边，一幅
人水相宜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飘逸舒展
的“绿带”、繁花似锦的亲水栈道相映成趣，
暖阳高照，微风轻拂，市民们悠闲漫步，孩
童们结伴嬉戏，欢声笑语扑面而来……

“净”水：
昔日“龙须沟”变成风景线

圭塘河全长28.3公里，流域面积125
平方公里，是浏阳河汇入湘江前的最后一
条支流，也是长沙市中心城区最长的城市
内河。在许多老长沙的印象中，儿时的圭
塘河，不仅清澈宜人，还是捕鱼捉虾的好去
处。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沿岸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等直排入河，圭塘河成了“龙须
沟”，多处水质长期为劣V类。

“治理圭塘河，截污是关键。”雨花区河
长办副主任徐伟介绍，除了减少周边市场、
禽畜养殖等对河道的环境污染外，还实现
了截污网管全覆盖。“河两岸地下建有截污
干管40公里，河岸边地面上200多万平方
米违章建筑被拆除并恢复自然生态，全线
119个排口通过采取截污井、截流坎等措
施，实现了全截污确保晴天无污水入河。”

在内源治理方面，雨花区每年安排专
项资金对河道实行常态化清淤疏浚，同时
引进“食藻虫+沉水植物”“微纳米曝气技
术”等微生物治理技术改善圭塘河水质。
为进一步提升水环境，2016年长沙实施圭
塘河生态引水工程建设，促进水体自净、水
质修复。“作为城市内河，除了治理，还要恢
复生态建设。”圭塘河流域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项目负责人陆文钦告诉记者，以圭塘河
为轴心的圭塘河生态景观区全长约3公
里、公园内部面积达67.09公顷。“自圭塘
河生态景观区建成以来，到圭塘河边的栈
道走走就成了我每天的‘功课’，在这里不
仅能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能欣赏沿河
公园美景和五彩斑斓的灯光。”正在河边散
步的市民李女士说。

截污治污、清淤疏浚、拆违控违、引水
工程、生态景观建设等“组合拳”让圭塘河
流域水质稳定达到IV类。圭塘河治理实
现了提升水质和改善滨水环境的有机结
合，昔日“龙须沟”变为水清岸绿景美的城

市“风景线”。
圭塘河是长沙一张亮丽的“城市名

片”，也是长沙市坚持治理与保护相结合，
提升水质量，改善人居水环境的缩影。为
作好“净水”文章，长沙市坚持保水从增绿
抓起，完成江河水岸滩地绿化769公顷，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1.52万公顷，并对主要支
流源头封山育林，每年增加500万立方米
涵养水源。同时，开展高污企业退出专项
整治，先后否决涉水污染项目460个，退出
各类污染隐患企业398家，从源头控制高
污染高耗水项目进入。

“安”水：
水患频发地变城市“绿肺”

阳光下，鸢尾花、美人蕉、菖蒲、千屈菜
连绵成片，色彩明艳，枝叶繁茂，铺展开数
百亩的美丽风景。走到这里，你绝不会想
到这是一个城市污水处理池。

在长沙洋湖大道以南、靳江河以东的洋
湖湿地科教区，这座再生水厂掩映在绿色植
物中，占地85亩的厂区四周是240亩人工湿
地，蜿蜒的道路在景观河道、水上栈道、中心
桥之间穿梭。“乌黑浑浊的城市污水，进到洋
湖再生水厂，经过物理、生物处理，再顺着种
有菖蒲、芦苇、美人蕉等各种植物的围池、水
塘流出来，就变成了清澈透亮的清水。”洋湖
垸堤委会工作人员指着眼前的大片水域说，
作为洋湖湿地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洋湖城
市污水再生项目是湖南省首次采用“MS-
BR+人工湿地+自然湿地”生态治污工艺处
理城市生活污水，其出水水质达一级A标准
和中水回用标准，与膜深度处理技术相比，
运行成本可降低60%。

“原来这里还只是一片零星分布着几处
水洼地的‘洋湖垸’，曾是水患频发地，还承
接着四面八方排过来的生活污水。随着洋
湖湿地公园开工建设，这里已成为长沙水生
态文明建设的样本。”洋湖垸堤委会副主任
周文杰说，占地6000多亩的洋湖湿地公园，

整体绿化率达40%以上，植物种类多达
3000种、鸟类多达200种、水质达到地表水
Ⅲ类标准，负氧离子含量比中心市区高6倍
以上，犹如城市中心的一片“绿肺”。

记者了解到，长沙市始终将解决水安
全问题作为治水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开
展防洪排涝、供水保障体系建设，提高防灾
能力，保障用水安全。曾是“水患”频发地
的洋湖垸防洪大堤按百年一遇标准完成建
设，湘江长沙城区段两岸防洪大堤按100
年至200年一遇标准完成建设，基本建成
了主城区防洪圈和排涝水系网。

加强污水处理能力建设是长沙推进水
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河长制”实施以来，
长沙市共投入近200亿元用于河湖综合治
理，新建扩建城乡污水处理厂29座，新增
污水处理规模80余万吨/天，新建或改造
污水收集管网 585公里，完成排口整治
401个，360个河湖“四乱”问题完成整改，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入河排污口全部取缔，
水功能区水质监测实现全覆盖。2018年，
长沙市23个国、省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
由2015年的71.4%提高至95.7%，2019年
1月份至10月份达到100%。

“活”水：
高颜值推动高品质发展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长沙市水利局
局长曹彪说。2017年5月份和2018年8
月份，长沙市分别出台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的实施意见，全面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河
湖长制责任体系。河长制推行近三年来，
长沙市坚持以市管河湖和小微水体为重
点，突出山水洲城特色，制定《长沙市规划
区林地、绿地、湿地、水域生态资源保护办
法》《长沙市湿地保护条例》，修编《长沙市
水资源保护规划》，专门增加城市规划区现
有水域保护章节，加强水体保护的顶层设
计。在寸土寸金的城区中心位置，利用原

有的地形地貌新建或扩建了梅溪湖、松雅
湖、后湖等湖泊12个，新建山塘、池塘、人
造水面等小微水体7259处，扩展水域面积
近2000公顷，增加蓄水总量9000多万立
方米，后湖国际艺术园、梅溪湖国际新城、
洋湖生态新城、岳麓山大学科技城等一批
滨水产业带和价值高地迅速伴水崛起，形
成“水带地升值，地生金带水”的新模式，实
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

岳麓山下，湘江之滨，一片近600亩
的水域环绕着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
师范大学三所高校，被称作后湖。这里曾
是长沙市湘江以西最大的城中村，臭气熏
天、污水横流、垃圾成堆。后湖的水质常
年保持在地表水劣V类水平。2015年，
长沙市岳麓区启动后湖景区综合整治工
程，精准施策高效有序推进清淤、截污、
建箱涵、河湖连通、水循环、水生态修
复、驳岸景观七大水环境治理工程，
2018年6月份，后湖完成全面注水，一
湖碧水呈现在人们眼前。

后湖整治带给当地百姓的不只是“水
天一色、长治久清”的碧水，更有看得见的
真金白银。岳麓区城投公司统一将当地民
居打包回租，平均每月给每户居民带来1
万元以上的固定收入。在保留建筑物原格
局基础上有机改造，340亩基础设施、348
栋民居外墙焕然一新，人文艺术气息凸显，
依托著名高校环湖而立的区位优势，吸引
了不少省内外艺术家、设计师、教育工作者
陆续寻到这里开办工作室。“改造是为了更
好地发展。”后湖指挥部负责人介绍，后湖
的产业定位是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致力
于成为长沙市中心城区宜居宜业的生态治
理示范区，集原创艺术创作交易、湖湘文化
展示、艺术休闲娱乐、传统文化传承于一体
的无边界艺术园区。截至目前，随着省美
术馆、58众创、中非企业合作中心等近80
家企业相继入驻和48位知名艺术家签约
入驻，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文化创意中心
在后湖正加速崛起。

长沙市位于湘江下游、洞庭湖尾

闾，水系发达，河网密布。近年来，长

沙市坚持把治水放在生态文明建设

的突出位置，将水生态建设融入城市

转型创新的高品质发展中，走出了一

条活水、安水、净水、美水、亲水的南

方丘陵地区水生态建设新路子，让高

颜值的水生态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带来

经济、社会良性互动，推动长沙城市

高质量发展。

“洋垃圾”就是进口的固体废物。在国家严禁“洋垃圾”进口情况
下，仍有相关企业贪图利益，罔顾国家法律法规，以身试法。在最高
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第二批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
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宁波某贸易公司等进口“洋垃圾”
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对此提出了警示。

时下，有个别企业企图通过伪报方式将“洋垃圾”引入国内，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从“洋垃圾”中提取有限的可回收利用物牟利，造成了
环境污染重大风险。废物的回收利用需要与生产工艺相对应。“洋垃
圾”生产工艺不明，一些企业非法进口、倒卖、加工利用“洋垃圾”的行
为，产生的废渣、废水、废气不仅破坏环境，还容易造成病菌入侵。

我国自2017年12月底停止进口“洋垃圾”。随着对“洋垃圾”打
击力度加大，大量“洋垃圾”被查处并退运。但也有部分“洋垃圾”滞
留海关，造成环境污染风险，危害生态安全。

长期以来，危险废物处置过程中存在鉴别对象不明确、采样方法
不具体、判定规则不够合理以及鉴别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鉴此，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和《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在不久前发布
实施。这两项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危险废物鉴别程序，有益于精准识
别危险废物，有效控制环境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对无法退运的“洋垃圾”要依法交由具有环保部
门认可资质的企业实行无害化处理，这不仅会产生高额处置费用，也
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环境。因此，对源头上加工利用“洋垃圾”的企
业追究公益诉讼责任，更加有利于打击预防走私“洋垃圾”行为，切断

“洋垃圾”对我国生态环境的污染风险。
一段时间以来，在依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刑事犯罪过程中，检察

机关不断发现民事公益诉讼的线索。虽然线索源于刑事案件，但并不
代表民事案件的被告范围必须与刑事案件一致。刑法注重主客观一
致性，但侵权责任法并不以主观故意为要件。所以，行为人过失、企业
管理过错甚至环境侵权中无过错责任，都可以使民事侵权成立并依法
追究责任。比如说，一家具有合法资质的固体废物处置公司，在明知
固体废物政策情况下仍然向贸易公司购买“洋垃圾”，导致进口“洋垃
圾”留滞海关危害环境，其行为已构成侵权，就要依法被追责。

同时，“洋垃圾”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跨行政区域性。非
法进口、运输、利用“洋垃圾”所产生的风险将影响多个省市，具有天
然跨行政区划性。通过办理“洋垃圾”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既是检
察公益诉讼一体化协作机制的有益探索，也是检察机关服务高质量
发展、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

司法实践证明，对“洋垃圾”污染提起公益诉讼是个好办法。这
一方面可以让污染者承担处置费用，避免由国家财政处置境外固体
废物；另一方面，更可以让个案发挥警示教育作用，让走私“洋垃圾”
承担公益诉讼侵权责任，告诫企业、个人不能因为蝇头小利牺牲生态
环境，坚决对“洋垃圾”贸易说不。

对“洋垃圾”污染提起

公益诉讼是个好办法
□ 李万祥

“将全省所有涉气企业纳入管理范围，并依据排污数量与治污水
平实施差异化管控，是修订后的《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最大
亮点。”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赵跟喜说，近日，修订后的《河北
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发布，按照“科学治理、精准治理、差别管控”
思路，坚持“多排多限、少排少限、不排不限”原则，建立健全了应急减
排差异化管理体系和正面清单制度，严防应急减排“一刀切”。

记者了解到，预案确定的重点企业是生态环境部和河北省相关
技术方案中明确的40个重点行业，包括23454家企业。对这类企
业，按照新《预案》分两类实施差别化管控：一类是对钢铁、焦化、铸
造、碳素、医药（农药）等21个行业的7059家企业实行排污绩效评
级；另一类是对其余19个行业的16395家企业，包括印刷、工业涂装
等行业，分为两个绩效级别实行差异化管控。

在加大重点企业管控力度的同时，河北省还对污染物年排放总
量100公斤以下的9626家小微涉气企业制定了较为宽松的管控措
施。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主任王
晓利表示，对此类企业，重点管控重型柴油车辆，重污染天气期间禁
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运输。

此外，针对22539家具有地域特色、产业集群类企业，河北提出
由各地结合实际，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差异化管控措施。

“2019年河北省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明确了行业差异化绩效
分级管控内容、减排基数核算方法、减排比例及核算方法、清单填报
规范要求以及企业‘一厂一策’编制等。”赵跟喜说，河北省将全省
55619家排放大气污染物工业企业，全部纳入应急减排清单。同时，
应急减排清单还包括建筑工地5683个、机动车1818万辆、非道路移
动机械29.8万辆，也分别制定了差异化管控措施。比如，明确设置
了涉及居民供暖、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等企业和车辆
的保障措施。

为激发企业治污减排内生动力，新《预案》还明确提出“建立完善
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制度”。“目前，第一批正面清单已形成，包括
1640个项目（企业），第二批正在评估核查。”赵跟喜说，纳入正面清
单的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期间可“不停产、不限产、不检查、
不打扰”。

河北省发布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差异化管理严防“一刀切”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周迎久

整治后的长沙后湖碧波荡漾。 岳麓轩摄（中经视觉）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鸳鸯在北
京玉渊潭公园八一湖里落户、栖息、繁衍。 贺 林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