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8 月 6日 星期日2023年 8 月 6日 星期日77 生 态生 态

江西上犹县大力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岸绿景美 生态宜居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加强水源涵养区保护修复，加大重点河

湖保护和综合治理力度，恢复水清岸绿的水

生态体系。

上犹江是赣江也是长江水系的重要补给

区，是赣江流域上游的一个重要饮用水源区，

对赣江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系统都具有

明显的水量调节作用。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大力实施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项目，从治理水体、

绿化岸线到修复土壤，统一规划、分步推进全

域空间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走出一条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整治污染源头

一江清水静静流淌，河道两旁，草木旺盛

生长，虫鸟欢歌⋯⋯清晨的阳光下，上犹江岸

绿景美。作为 2019 年全国两个、江西唯一的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专项项目——上犹县英

稍片区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英稍

片区土壤修复和森林质量提升、地质灾害防

治、污水处理、防洪堤及岸线修复、河湖清淤

疏浚等。

英稍片区是上犹江流域环境质量最薄弱

环节，其水质状况直接影响赣州市主城区近

300 万人口饮用水安全。过去，由于对仙人

湖两岸的开发建设规划不科学，植被被大量

破坏，岸坡逐渐裸露，水土流失严重，再加上

湖畔两岸的企业、人工渔业养殖场产生的废

水，以及村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湖

中，一度对上犹江的水质造成不小的影响。

上犹县按照“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的思路，推进雨污分流，开展源头治理、全流

域治理。企业的生产废水、村民的生活污水

以前都是混着雨水直排湖中，如今要拆除、清

查、改造排水管网，工作要一家家一户户做。

上犹县发改委副主任廖良祯介绍，为了做好

企业和群众工作，单位联合项目部与当地村

组及主管部门加强联系，组成联合团队挨家

挨户上门沟通，为企业、村民答疑解惑，最终

促使项目区域内的“小、散、乱、污”企业搬迁

并转型升级，村民们也纷纷支持项目进展，改

造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要建好管网，还要治理好水体。“在治理

过程中，我们采用多种科技手段，不仅可以降

低污染，还能够加强水体自净能力，从而降低

今后的运营成本。”廖良祯说，最终建成了坪

田坝区、上坝区和英稍北岸区 3 个区域的污

水管网，新建 2 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增设

污水处理远程监控设备。

通过打好制度管水、治山理水、长效护水等

“组合拳”，如今，上犹县断面水水质由项目实施

前的Ⅲ类水提升为Ⅱ类水，企业生产废水、村民

生活污水等突出环境问题得以解决，初步建成

英稍片区绿色生态河湖廊道，确保“一江清水送

长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整体提升，呈现出一

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为实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上犹县通过

建立生态长效治理制度，把污染治理和生态

保护的范围由小流域延伸到上犹江流域全

线，实行水中、岸边齐抓，湖里、山上共治，在

全县各个乡镇及工业园建立近 500 个各级污

水 处 理 设 施 ，设 立 200 多 名 县 乡 村 三 级 河

（湖）长，对河湖进行全域性覆盖管理；组建生

态综合执法队伍，加强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的监督执法力度和环境保护力度，推进产业

向绿色生态转型，全方位保护上犹江流域全

线水质、空气、土壤，呵护一江清水。

推进岸线绿化

湖 畔 杨 柳 依 依 ，花 瓣 摇 曳 间 ，蜂 绕 蝶

舞。傍晚时分，仙人湖畔白边红底 1400 米

长的塑胶游步道上，锻炼的、遛娃的、拉歌

的，好不热闹。

“小时候我就在河边玩，那会儿水清岸

绿；后来因为大家随便排污，竹林枯萎了，水

也变得又脏又浊惹人嫌。”附近居民罗子坤回

忆，因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雨季一到，水流

大些就会损毁河边的农田。2008 年，他家就

有一两亩地遭到损毁。

“岸线治理是水生态治理的重要工作之

一。近年来，上犹县在英稍片区大力推进堤

岸、堤内、堤外立体增绿等建设，建成多层次、

大绿量、高标准的护堤林带，筑牢河湖生态屏

障。”廖良祯介绍，“为了保留河道原有的自然

形态，一方面，我们认真推敲堤防布置线和水

面线，在岸上种植千峰草、美人蕉、香樟、红杉

等植物，让堤岸四季不同景，兼顾净水和美

观；另一方面，在河边布设健身活动广场、休

憩廊亭、巡江道、亲水平台，为村民提供活动

空间。”

如今，“听雨廊”“杉林绿岛”“草阶绿廊”

“竹林探秘”“生态野餐园”“森林剧场”等一

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态景点分布在江边

游步道沿线，成为村民及游客休闲放松的好

去处。

“生态护岸不仅能够增强水体的自净能

力，防止水土流失，更能让村民共享治水成

果。”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肖隆德介绍，当地村民罗国有和妻子刘宪秀

到承建该

项 目 的 华 悦

公 司 务 工 ，勤 劳

肯干，如今在公司月

收 入 1 万 元 ，家 里 也 买

了车，村里像他们这样参与

项目建设的家庭不在少数。项目

的建设带动了道路的建设，肖隆德当选为

村干部的这几年，通组道路由 1 米多的泥路

拓宽成 4.5 米的硬化路，接下来还将拓宽成 6

米的柏油路。

项目实施后，对上犹江黄埠段两岸岸线

和 3 个生态湿地进行生态修复建设，打造防

洪堤及岸线修复示范点；对区域内生态薄弱

地质灾害易发点进行生态修复，实施森林质

量提升工程，林地补植改造面积达 600 亩，森

林的蓄水能力和调节气候能力进一步提升，

区域生态系统资源更加丰富。

建设智慧大棚

两岸铺长卷，椽笔绘宏图。上犹县梳理

打通山水林田湖草治理脉络，将英稍片区之

前被企业堆废渣和村民过度使用农药化肥所

污染的土壤，按一年每亩 500 元的标准，流转

了 100 亩土地进行治理与修复。

清晨朝阳下，英稍片区成片的民房和蔬

菜大棚鳞次栉比，湖畔摇曳的垂柳倒映在清

澈的水面上，呈现水光潋滟的风景。

“搭建了现代化的大棚，种上了东南景天

和菊苣用以改善土壤，使用智能节水系统对

其进行灌溉，植物成熟后便对其进行无害化

处理。”一年前从城里搬回黄沙村坪田坝组

里，居住在青山绿水间“小别墅”的罗光财提

到这些高兴地说，就算没有补助，大家也很愿

意把田土交给专业人员治理。过去由于水土

流失、植被破坏，当地土壤十分贫瘠，农民种

植粮食作物产量不高、收益很低。而现在，这种

情况得到了

大幅改善。

多年前，生态环境变差后，组里有 20 多

户村民选择外出居住或搬迁。如今，随着白

鹭、锦鸡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归来的还有这

一大半曾经离乡的人。一度“空巢”的村组，

热闹了许多。

肖隆德介绍，好多村民回家了，为了让他

们住得安稳，村里将继续流转修复好的土地，

发展富硒茶叶、茶油、蔬菜等生态休闲农业，

增加观赏林木和生态果树种植，嵌入休闲运

动、体育健身等幸福业态，打通“两山”转化通

道，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决定着民生质量。改善英

稍片区的生态环境，让当地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得到了巨大提升。

“想都不敢想，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小组

能打造成花园一样。”村民罗国胜感慨万分。

遵循“生态价值转换”这项硬指标，上犹

县探索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防护体系和区域经

济开发优势，大力实施“治山”“理水”和“净

土”工程，全方位、立体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项目区的公共卫生、生活环境、土壤

环境、水质状况、径流泥沙以及生产环境都

有了很大改善，补齐了生态短板，构成了“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综

合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三个试点示范

工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上犹实践”。

建设

﹃
无废城市

﹄
离不开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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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近日出台《太

原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

设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 年，钢

铁、煤矿等重点行业绿色转型成

效明显，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持续

下降，新增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

用水平有效提升，“无废城市”建

设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

市管理理念，旨在最终实现整个

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

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环境影响

最低的城市发展目标。这与当前

我国城市的治理水平和发展方向

是相适应的。

“无废城市”建设既是系统解

决固体废物问题的综合途径，也

是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

载体，不论从城市优势还是可持

续发展来说好处毋庸置疑。但作

为一座资源型城市，太原具有煤

矸石、粉煤灰等工业固废历史遗

留问题多、资源综合利用率低的

短板。除了工业固废，还有生活

源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危险废物

以及农业固废，涉及面广、牵扯部

门多，涉及生产生活方方面面。

太原建设“无废城市”，难度之大

远超我国大多数城市，可谓任重

道远。

推动“无废城市”建设，首先，

可从难点入手强化源头减量。推

动煤炭、钢铁、焦化、化工、建材等

传统高能耗产业向碳基新材料、

特种技术材料、新型铝镁合金、化

工新材料、绿色材料及装配式建

筑等方向延伸。对大型工业企业

重污染工艺实施“瘦身”提质和清

洁低碳化改造。同时，科学布局处置设施，排查整治历史

遗留的工业固体废物，解决历史堆存工业固废和采矿基

地生态破坏问题。

其次，要实施生活源固废精细化管理。生活垃圾处

理是所有城市都绕不开的坎，“无废城市”也要从源头减

量。对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处理后

的废弃物进行常态化检测，对餐饮垃圾产生主体实施登

记，遏制违法收运，实现垃圾分类过程全覆盖等。同时，

增强终端处置能力建设，建设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

地，实现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埋”。前不久，太原出台

《太原市邮政快递业塑料污染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要求在三年内淘汰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

袋、塑料胶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就是一次对生活源

“无废”的具体政策部署和有益尝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废城市”建设离不开你我。

“无废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一头连着减污，一头连

着降碳，需要凝聚各方共识形成合力，尤其要注重动员全

社会参与，让“无废”理念得到广泛认同。以世界地球日、

全国生态日等为契机，宣传普及“无废城市”建设理念，让

“无废”理念深入人心。相信随着“无废城市”建设的深

入推进，将推动整个城市的绿色转型，从而助力全社会形

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这里有个“环境医联体”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地处胶东半岛的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

区，有 3600 多家工业企业，是全国重要的制

造业基地。往昔，这里的环保工作曾承受着

很大压力。

“有污染物排放的工业企业，大多为中小

型企业，可是他们往往又面临环保专业人才

短缺、环境治理设施不完善、环境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烟台市生态环境局黄渤海新区分局

环境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丁汝家说。

现在，“环境医院联合体”的诞生，让这些

问题迎刃而解。

这个“环境医联体”，由烟台云沣生态环

境产业发展公司牵头环境检测中心、行业龙

头企业、“单打冠军”企业等组建，由环保专

家当“医生”，环保设备做“药品”，看病的“病

人”是存有环保隐患的排污企业，提供环境

“体检”“看病”“治病”“保健”等一体化综合

服务。

“我们的工艺，通过‘水幕帘—过滤棉—活

性炭吸附’处理之后，经 23 米高排气筒排放，

运维成本高，处理效率低。现在有没有什么

好办法，既能提高排放标准，还能降低生产成

本？”日前，多保精密工业（烟台）有限公司安

环部人员，主动寻求烟台自贸片区环保部门

帮助。

这家公司以生产销售耐高温绝缘材料、

工程机械配件为主，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是苯

系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企业的处理工艺，按

照项目开建之初的环评要求设计，虽说排放

也符合标准，但是明显已经落伍。”丁汝家说。

获悉企业情况，环保部门组织“环境医联

体”的“医生”们，对其治理工艺、废气排放进

行了分析“诊断”，开出经济适用、处理效率高

的“药方”，企业投用新治理设施之后，废气处

理效率提升到 96％以上。

为何“环境医联体”这么有办法？这要从

它的专业性说起。

“环境医联体”下设门诊部、专科分诊中

心、专家诊疗中心、绿色金融中心四个模块。

其中，门诊部负责挂号及初步问诊；专科分诊

中心包含环境咨询、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

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土壤及地下水修复、

环境检测 6 个诊疗中心；专家诊疗中心包括

专家会诊、康复理疗培训中心；绿色金融中心

包括环境医疗保险中心。

“ 环 境 医 联 体 ”的“ 医 生 ”来 自 两 个 层

面：本土专家——对应专科分诊中心的 6 个

领域，整合每个领域龙头企业、“单打冠军”资

源，组成一支环保专家队伍；外援力量——成

立烟台先进制造工程技术学会，聚集国家特

聘专家等专业技术人员 2000 余人。

“在‘治病’过程中，环保‘医生’会对企业

的环境问题进行全面初步排查，将问题分为

普通、复杂、疑难几类。在诊治环节，简单问

题由门诊部提供治理服务，复杂问题根据六

大环保领域类型由所属领域的环保龙头企业

提供治理服务，而疑难问题由顶尖环保专家

团队定制方案，提供一对一治理服务。”烟台

市生态环境局黄渤海新区分局环境管理科负

责人王森说。

除了组建“环境医联体”，烟台自贸片区

还搭建了线上“环保管家”信息服务平台，环

保执法监管人员可随时查阅辖区环境管理情

况、生产情况、环保手续落实情况以及现存的

环保问题等，对环保问题企业实施“质量跟

踪”和“效果保险”，并形成一企一档，为后续

工作提供“病例”保障。同时，搭建“绿色金

融”供给体系，发挥“政银企”联动作用，为环

保问题治理企业提供优质的“绿色金融保险”

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环保资金难题、降低资金

风险。

“目前，‘环境医联体’主要开展诊断问

题—治理问题—金融保险三大主业，推出

‘专家把脉问诊、对症开出药方、企业

照方抓药、政府监督实施’的环保问

题治理一站式服务新模式，做到

融人、融智、融资、融势，打造烟

台市最高水平的环境治理团

队，为区域环境治理改善和

产业绿色发展提供可复制

可 推 广 的 方 案 。”王

森说。

凭借专业化、智能

化、一体化的环保服务

模式，烟台自贸片区“环

境医联体”逐渐得到企

业的认可。目前，已为

省内外 100 余家企业解

决 环 境 问 题 800 余 项 ，

企 业 降 本 增 效 成 果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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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犹县双溪乡以路引景上犹县双溪乡以路引景““串串””出美丽风景线出美丽风景线，，草山上的草山上的

数十台风力发电机迎风旋转数十台风力发电机迎风旋转，，源源不断输送着清洁能源源源不断输送着清洁能源。。

朱海鹏朱海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上犹县东山镇南湖水域上犹县东山镇南湖水域，，水上飞人水上飞人、、摩托艇等水上运动项目吸摩托艇等水上运动项目吸

引许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引许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朱海鹏朱海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打造线上“环保管家”信息服务平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