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设计，编制出台相关方案，确定先行区建设的目

标任务、部门职责和分工。而具体项目则通过政

府采购招标总承包单位，让企业当“政府管家”，垫

资组织先行区项目前期技术服务工作。

数据显示，2016—2018年，河池市共获得中央

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专项资金 7.8亿元，支持

40个项目建设。

根据生态环境部调研评估组反馈的意见，从

全国 6 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工作进展横向

对比来看，河池市在建设方案备案、组织实施方

式、制度建设、项目实施等方面完成较好，建立了

历史遗留砒霜厂、河道场地、受污染耕地环境调查

与治理三大技术体系，多次在国家层面召开的会

议上介绍工作经验并获肯定。

“河池山锡”“南丹水锡”……在明代，科学家

宋应星在其名著《天工开物》一书中就描绘了河池

当时采矿的情景。河池是我国有名的有色金属之

乡，有色金属采选冶炼活动始于宋朝，盛于近代。

改革开放以来，有色金属产业的快速发展，为

河池市经济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集体、个体矿产资源采选冶

炼活动频繁，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深、范围

广，区域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绿色发展，从曾经的选择题变为如今的必答

题。“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怎样建立土

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如何打好净土保卫战？”这

些难题摆在当地面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河池最大的优势，更

是我们发展的最大‘本钱’。我们积极争取，成功

列入国家六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解决了

土壤污染历史遗留‘老大难’问题。”河池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陆海生说。

2016年，河池市被国务院纳入《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6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之一。按

照“工作先行、制度先行、模式先行”的总体要求，

开启了河池特色的治土新征程。

在中央、自治区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

持下，河池市实施了一系列治土举措，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但仍存在不能从全局或区域、流域层面

评估识别土壤环境风险，前期投入少、治理成本差

异大等问题。

破解土壤污染综合防治难题，关键靠制度

建设。

在土壤环境复杂、重金属污染历史遗留问题

长期难以解决的地区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工

作，需要科学严谨的顶层设计，需要巨大的智慧和

勇气。为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从顶层设

计着手，积极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

“抓好河池市国家先行区建设。加快总结项

目实施和管理过程经验，研究制定一批土壤污染

综合防治先行区在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矿企

业用地治理、建设用地开发利用、农用地环境监管

相关管理配套制度，探索和逐步完善具有地方特

色、可复制、可推广的土壤污染防治模式，为自治

区和国家提供可借鉴的管理经验。”2018 年 7 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西土壤污

染防治攻坚三年作战方案（2018—2020 年）》给出

了清晰的定位。

此外，近年来广西还相继出台了《广西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

项目实施细则》等文件。

制度之下，曾经沉寂的土地，开始焕发生机。

顶层规划：
土壤污染防治模式要可复制可推广

科技日报讯 （记者华凌）从 5 月 1 日开始，北京市将正式实

施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

做好《条例》的落地实施，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进一步建立健全生

活垃圾分类日常执法检查机制，在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间，有

计划有步骤地集中开展为期 3 个月的生活垃圾分类强化执法专

项行动。

据介绍，对于单位责任主体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城管

执法部门将责令立即改正，处 1000 元罚款；再次违反规定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未落实分类管理责任的，责令立即改

正，并处罚款。

此外，对于居民未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违法行为，则重在引

导，采用教育劝阻、书面警告与执法处罚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条例》规定，个人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由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进行劝阻；对拒不听从劝阻的，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责任人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的，处 5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

款。对于应当受到处罚的个人，自愿参加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服

务活动的，不予行政处罚。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如刚表示，北京设有垃圾分

类指导员 2 万余人，进行垃圾分类的引导宣传、分类整理、投放监

督等工作。全市设置垃圾分类驿站 11.3 万余座，共有厨余垃圾运

输车 1259辆、其他垃圾运输车 6412辆、密闭式清洁站/小型垃圾中

转站 980 座。各区正按照统一部署进一步规范垃圾收集站点，优

化垃圾收集车辆及密闭式清洁站。

据介绍，截至 2020年 3月底，北京全市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共 44座，总设计处理能力达到 32711 吨/日。其中焚烧设施 11座，

能力达到 16650 吨/日；生化设施 23 座，能力达到 8130 吨/日；填埋

设施 10座，能力达到 7931吨/日。

北京实施垃圾分类新条例

未来3个月集中开展强化执法

绿色动态

草长莺飞的季节，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大环江河岸边，成片的桑树长势旺盛、绿意盎

然，一眼望不到边。

可在 2001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导致

环江上游选矿企业的尾矿库被洪水冲垮，大量富

含铅、砷、镉等重金属的矿渣被冲到下游沿岸上万

亩的耕地上。“洪水过后，被水淹过的地变得硬邦

邦，寸草不生。”在受到严重污染的土地上重新种

上庄稼，成了当地村民的期盼。

到了 2010 年，广西第一个土壤修复工程——

大环江流域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项目开启。

“通过植物萃取、植物阻隔及间套作修复模式和化

学修复等技术，共计修复涉及大安等 3个乡镇 7个

行政村的 1280 亩污染农田。如今，农户在治理好

的农田种植桑树发展桑蚕产业，大大提高了经济

收入。”广西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韦杰

宏说。

2016年 5月，国务院批准河池市成为全国 6个

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之一。通过先行先试、

大胆探索，河池创新砒霜厂历史遗址治理项目，探

索出砷污染防控等技术，河池“治土”经验获生态

环境部肯定并走向全国。

繁茂的草木中，钢筋混凝土墙体、监测井等环

保工程设施正常运行……在河池市南丹县里湖乡

的一处偏僻山坳，者乐砒霜厂的原址如今已成为

砒霜遗留废渣示范处置项目所在地。

“污染物来源于南丹县上世纪 90 年代关停的

5个砒霜厂的废渣。废渣中的砷、镉等污染物浓度

较高，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南丹县生态环境局

项目办负责人说。

在砒霜厂遗址整治中，河池市创新采用原址

刚性填埋等技术手段，低成本有效解决了高风险

污染物的安全处置问题，节约中央专项资金超

4000万元。

河池市土壤污染防治以铅、砷、镉等重金属为

治理重点，同时喀斯特地貌又加重了污染现状的

严重性和水土统筹治理的复杂性，国内并无成功

经验可循。先行区建设初期缺人、缺钱、缺技术，

如何探索一套具有河池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土

壤污染防治模式？

“治理项目前期工作总承包，由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让专业人做专业的事。”河池市生态环境局

局长覃献生说。

通过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河池市最终形成

一套“政府管家+总设计师”的土壤环境管理“河池

模式”，为全国土壤污染防治提供了可推广复制的

新经验。具体来说，引入一流的咨询机构作为技

术支撑的“总设计师”，对先行区建设模式进行顶

河池模式：
“政府管家+总设计师”，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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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昌苗苗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西南地区工业重

镇柳州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总量约

占广西的五分之一，在整个西部地区独具特色，

同时也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导致了土

壤污染。

2018 年 6 月，广西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2017—2030 年）》，明确

将柳州市列为首个自治区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

先行区。

“柳州市由于具有独特的产业结构，土壤污染

具备自身特点，在柳州开展先行区建设，是国家土

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的充实和丰富，为全国开

展土壤污染防治进行先行探索。”根据《柳州市土

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方案》，柳州市的先行

区建设着重在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技术、建设用地制度体系等三个方面先行

先试，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柳州新模式。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开展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完成重点行业企业 235个

地块调查基础信息采集和‘一企一档’。3 个项目

进入中央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库，获 2019 年中央土

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2亿元。”2020年 4月 14日，

广西生态环境厅发布 2019年度广西各地贯彻落实

国家和自治区有关环境保护政策措施成效考核评

价结果，柳州市获得广西第一。

“2019 年，广西净土保卫战稳步推进。河池

市国家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取得初

步经验，柳州市积极探索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及投

融资模式。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重金

属污染物排放指标核定暂行办法》，是全国首个

就‘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落实等量置换、减量置

换’要求，出台具体操作规范的文件，生态环境部

转发全国各省市学习借鉴。”广西生态环境厅相

关领导说。

柳州模式：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先行先试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通讯员 黄亮斌

让让““病病””土重生土重生，，广西探索河池模式广西探索河池模式

“山水是我们湖南最靓的名片，水情亦是湖南

最大省情。2018 年 4 月 25 日，习总书记视察长江

湖南省岳阳段，作出‘守护好一江碧水’重要指

示。两年来，我们全力推进‘一江一湖四水’系统

联治，聚焦长江经济带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全

省水环境质量得到了全面提升。”近日，在湖南省

召开的“守护一江碧水”发布会上，湖南省生态环

境厅厅长邓立佳说。

水质优良率91.7%，高出
全国平均水平

湖南全省 96%以上的区域都在长江流域，全

省有湘、资、沅、澧“四水”，“四水”汇洞庭湖，洞庭

通长江。作为水资源大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

保护都面临不小的挑战。多年来，湖南启动了湘

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等头号工程，全力守一江碧

水。近两年，成效逐渐浮显。

2019 年，湖南省在 60 个“水十条”国家考核评

价断面中，水质优良率为 91.7%，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 16.7个百分点。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排名全国

第 11 位，湘西自治州等三个地级城市，在考核排

名中进入了全国前 30强。

湘、资、沅、澧四水水质总体为优。其中，湘江流

域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98.7%，同比2017年上升0.7

个百分点，资江、沅江和澧水流域Ⅰ—Ⅲ类水质断面

占比均为100%。全省29个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达标率96.6%，132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为97.7%。“锑浓度长期超标的益阳资江龙山

港饮用水源地，也实现了达标。”邓立佳说。

好成绩，出自好“手段”。近年来，为持续提升水

环境质量，湖南以“一湖四水”为主战场，扎实推进湘江

保护和治理的湖南省“一号重点工程”，并启动了洞庭

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根治河湖沉疴，大力修复生态。

“近年，我们出台了《关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大力推动湖南

高质量发展的决议》，和《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等重

要文件。”邓立佳向科技日报记者告知了湖南近年

来的“政策加持”。

政策要落地，行动得跟上趟儿。为做好水情

治理，湖南成立了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建立了省委、省政府领

导督察整改联片包干制，出台污染防治攻坚战考

核办法及实施细则，成立省本级督察机构，实现省

级环保督察对 14个市州的全覆盖。

为推进长江经济带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湖南采取调度、通报、督办、挂牌督办、约谈、曝光

典型案例、开展专项督察等多形式，对全省 10 多

个水环境治理“老大难”问题“特殊关照”，制定《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验收销号（行业）标准》，采取

“验收销号机制”。

“严打”下，湖南“锰三角”地区 4 个锰渣库渗

漏液问题已全面完成整改 3 个，东安饮用水水源

锑超标等一批历史遗留问题,侵蚀长江岸线、东洞

庭湖自然保护区违规养殖等一批直接威胁长江生

态安全的问题均得到解决。

制定“小目标”，打好长江
保护修复大战役

近年来，湖南还为自己制定了“小目标”，制定

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统筹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及长江保护修复、饮用水水源保

护、黑臭水体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攻坚战，

坚决打好“长江保护修复”等重大标志性战役。

制定《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八大重点专项行

动湖南省落实方案》、组织开展八大专项行动，湖

南省境内水质长期为劣 V 类的大通湖发生了可喜

变化，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大通湖连续 18 个月退

出劣 V 类水体。此外，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

年行动计划下，五大重点区域治理成效显著，完成

了郴州甘溪河流域 11 个重金属治理项目，累计综

合治理娄底锡矿山历史遗留废渣 5200 余万吨。

洞庭湖区五大专项行动，下塞湖矮围整治也得到

了习总书记的批示肯定。该省还通过湖区专项整

治 3 年行动计划，着力洞庭湖区十大重点领域和

九大重点片区综合整治，推动湘江流域和洞庭湖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项目实施。

全力推进“一江一湖四水”系统联治

守一江碧水，护湖南最大“省情”

新华社讯（记者王飞航）五一节前后，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平陆

县的黄河湿地飞来了大量苍鹭，它们在这里筑巢安家、栖息觅食，

为黄河湿地增添了不少生机，成为春夏之交黄河湿地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苍鹭又叫灰鹭，头、颈、脚和嘴都很长，全身呈苍灰色，最为显

眼的是颈上的黑色纵斑，好像戴了一条项链，它主要靠在江河湖泊

的浅水处或沼泽地上捕食鱼虾为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在平陆县黄河湿地好汉坡段，一些苍鹭在黄河岸边沐浴着阳

光，也有调皮的苍鹭在悬崖边抖动身体，纵身一跃，展翅翱翔……

苍鹭、悬崖、黄河，构成一幅美景图。

平陆县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站长杨云格说：“我们已经把这片区

域划为苍鹭重点保护区和检测区，面积约有 20 多公顷，在四五月

份苍鹭繁殖期安排两名专业巡护人员全天看守，确保苍鹭安全度

过繁殖季节。”

“我们每天要在这块区域巡查两三次，主要工作就是保护苍鹭

的栖息环境，制止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同时不让别人干扰苍鹭的

孵蛋育雏。”巡护员陈卫红说，“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

善，以及人们爱鸟护鸟意识的提高，来这里栖息的苍鹭越来越多，

去年有几百只，今年已经有上千只。”

占地 6000多公顷的山西平陆黄河湿地位于山西、河南两省交

界处，这里气候温和，采食丰富。“秋冬季节，来自西伯利亚的白天

鹅到这里栖息越冬，春夏时节，又有苍鹭来做客，平陆黄河湿地正

成为候鸟的栖息乐园。”杨云格说。

山西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平陆黄河湿地迎来上千只苍鹭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 通讯员王佳纯 荀怀术）“尽管沙漠

蝗迁飞进入我国的可能性较小，但针对沙漠蝗境外灾害发展动态

和国家林草局的要求，结合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环

境，我们仍需从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出发，统筹做好防治准备工

作，尤其需要创新性地做好应急物资的储备。”云南省林检局局长

陈凯说。

近日，云南省林草局经与省内外 16 家森防企业充分沟通，

并经过严格审核筛选，最终选定 7 家企业参与沙漠蝗防控应急

物资储备工作，并签订了协议。一旦有沙漠蝗迁飞预警和灾

情，这 7 家企业将为与多国接壤的云南省应急防控提供无人机

100 架、直升机 6 架、喷粉机 1025 台、喷雾器 2560 台；蝗虫微孢

子虫、绿僵菌、白僵菌、阿维菌素、阿维菌素·三唑磷、高效氯氰

菊酯、马拉硫磷等药剂 262 吨，以及眼罩、口罩、防护服、手套、

防毒面罩等物资。

“由于灾害的不确定性和储备物资数量较大，我们创新采取了

应急物资协议储备的方式，因此也要求参与协议森防的企业，必须

具有很强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应急生产、供应的实力。”陈凯

说。根据协议，灾情发生时，企业方自接到云南林草部门通知之日

起，应当立即响应，并在接到通知 7日之内提供防控物资及相关技

术服务；突发性事件处置期间，双方联系人电话保持 24小时畅通，

确保及时沟通联系和迅速调集人员物资，立时进入战备状态。同

时，协议储备期间无费用支付，可避免仓储货运压力和无灾情况下

公共资源的损失和浪费。

沙漠蝗被认为是最具破坏力的迁徙性害虫之一。今年 2月份

以来，相关信息显示沙漠蝗在南亚印巴一带经过繁育，有迁飞入侵

我国云南的可能。云南省林草部门及时完成了蝗灾防控物资储备

摸底调查，同时安排 135 万元专项资金，在边境区域布设 120 个监

测点，全面加强沙漠蝗的监测。

云南创新沙漠蝗

防控应急物资储备方式

上图为湖南岳阳城陵矶港提质改造前（2018
年 6月14日摄）；下图为湖南岳阳城陵矶港环保提
质改造后（2020年4月14日摄）。

新华社发（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委会供图）

上图为治理前，下图为治理后。图为大环江流域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项目实施前后对比。
河池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相关链接

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导致环江上游选矿

企业的尾矿库被洪水冲垮，被水淹过的地变得硬

邦邦，寸草不生。在受到严重污染的土地上重新

种上庄稼，成了当地村民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