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河是东北母亲河，前些年却饱受污染的困扰。

尤其是支流东辽河流经的吉林省辽源市城区段，水体

黑臭、垃圾成片，成了当地百姓口中的臭水沟。

随着吉林省大力推动东辽河、西辽河污染治

理和生态修复工程，河道水质明显改善，生态修复

初见成效。今年一季度东辽河河清国考断面达到

五类水水质，这是自 1986 年设立河清断面近 35年

来，首次消除劣五类水体。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吉林省，看到了生态

环境改善、水清山美给当地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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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智者乐水。在许多城市里，沿河居住

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但在吉林省辽源市 71岁

的老人陈茂民看来，之前谁要是愿意住在半截河

边，那纯粹是跟自己过不去。

半截河的正式名称叫做仙人河，是东辽河的一

级支流，由北向南将辽源市一分为二，就在主城区

汇入东辽河。8月 23日，当记者走近辽源市仙人河

畔，看到的是绿树成荫，芳草漫溢的秀美景色。

可就在数年前，这里还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臭

水沟。陈茂民回忆道，当时的仙人河垃圾遍地，河

水又黑又臭，鱼虾绝迹。“毫不夸张地说，许多人都

要小步快跑，捂着鼻子过河！住在河岸边的居民

别提多遭罪了。”

造成仙人河变成臭水沟的原因有很多。建成

区污水管网老旧、主管线截污不彻底，溢流、渗漏

严重，雨污分离比例低都是主要原因。另外，两岸

大量的违章建筑产生的生活垃圾、污水直接排入

河中，也加剧了仙人河水质劣化。早在 2016 年 1

月，仙人河就已经被相关部门认定为黑臭水体。

病之有本，如草之有根。底泥内源污染是仙

人河主要的污染源之一。2018 年以来，辽源市打

响了一场清理仙人河底泥的攻坚战。邀请专家组

六访辽源，制定科学的综合治理方案，全面启动 45

项污水治理工程。2019 年 4 月，仙人河底泥土清

淤工程动工。工人们带着防毒面具在城区各个点

位开展清淤工作，十几公里的河段，竟足足清出了

13万立方米的垃圾、淤泥。

2019 年 6 月 27 日，仅用两个月零七天的时间

仙人河清淤工程竣工，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另外，

辽源市还针对雨污分流比例低的问题，对雨污管

线进行改造，其中改造污水管路 41.95 公里，建设

雨水管路 31.06公里，预计将于今年年末完成全部

建设内容。

“以前还有个问题，就是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

营。”辽源市水利局副局长于福俊告诉记者，“如

今，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由原来的 10 万吨增至

16万吨，在出水水质一级 A 的基础上，氨氮稳定达

到了 2mg/L以下，已实现稳定运行，污水处理率由

2018年的 86.1%提高到 95.81%。”

由此，仙人河流域的水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和提升，受损的水生态系统正在恢复。如今的仙

人河不但摘掉了“臭”帽子，岸边绿影婆娑，来锻

炼、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环境大变样，我们周边

居民心里可敞亮多啦！”陈茂民说。

清淤治理，仙人河摘掉“臭”帽子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从来都是一个共同

体。唯有综合治理，才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真正在让生态环境美起来

的同时，让老百姓的日子富起来。

辽源市历来有“五山一水四分田”的说法。

近年来由于农业用地扩张，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涵养水源，百万亩大造林进行时

“目前，已经建立了全国固定污染源清单，发证

登记工作完成率达到 98.1%。已核发排污许可证

34.1万多张，登记排污企业250多万家，管控废气排

放口155.1万个、废水排放口114.8万个。排污许可

已经覆盖重点行业和重点污染源。”在生态环境部

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

价与排放管理司司长刘志全说。

33个行业 73.8万个固定
污染源全覆盖

排污许可是指任何固定污染源，即需要向环境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事先向生态环境保护部门

申请排污许可证，经批准获得许可证后才能排污。

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 11 月印发了《控制污染

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要求到 2020 年，完成覆

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生态

环境部将通过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

可证核发工作，对固定污染源实施全过程管理和

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实现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

精细化、信息化的“一证式”管理。

刘志全表示，为实现全覆盖目标，生态环境部

开展清理整顿试点。按照“先试点、后推开，先发

证、后到位”的工作思路，2019 年选取 8 个省份 24

个重点行业开展了排污许可清理整顿试点。通过

试点，形成了摸清底数、排查无证、分类处置、整改

清零，即“摸、排、分、清”四步工作法，为下一步全

覆盖提供了宝贵经验。制定了全覆盖路线图。印

发了《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

2020 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将 2020

年全覆盖任务划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完成

2020 年前应发证登记的 33 个行业清理整顿，建立

固定污染源清单；第二阶段，9 月底基本完成 2020

年应发证登记的 91个行业发证登记；第三阶段，开

展排污许可全覆盖“回头看”。

刘志全表示，目前，第一阶段任务已于今年4月

底完成，除湖北外，全国其他各省区市基本实现33个

行业73.8万个固定污染源全覆盖；第二阶段91个行

业发证登记工作正有序推进，截至8月21日，已完成

280.7万家企业分类处置，完成率达到了98.1%。

强化证后监管，惩处无证
排污等违法行为

刘志全说，为了支持服务“六保”“六稳”大局，对

污染排放量较小但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增设了登记

管理，不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对于暂时不能达到发

证要求的企业，设立了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制度，给

予企业整改机会，不搞“先停再改”“一律关停”等“一

刀切”行为。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到期的排污

许可证，全部自动延期，推迟变更换证手续。

不过，实施自动延期等措施并不意味着放松

监管。刘志全强调，生态环境部将强化排污许可

证后监管，坚决惩处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等违法

行为。同时，强化固定污染源信息化管理。建立

了全国统一的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同一

平台申请核发、同一平台监管执法、同一平台执行

公开”。逐步建成全国固定污染源电子地图和“一

企一档”资料库，上海、河北等地基本实现排污口

二维码电子化。通过强化宣传培训和排污许可执

法监管力度，“一证式”管理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推进重点区域流域精细化管理

在建立健全排污许可法规制度体系方面，我

国已发布和实施了《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固 定 污 染 源 排 污 许 可 分 类 管 理 名 录（2019 年

版）》，《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草案）》已报请国务院

审议。并发布了全部 75项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基本建立了排污许可技术支撑体系。

刘志全表示，在排污许可领域，重点推动 3 个

“全”，即推动相关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全联动、

实现排污许可管理的全覆盖、贯穿固定污染源监管

的全周期，并将研究构建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

污染源监管体系，加强与各项制度的衔接、融合。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不断完善排污许可制

度，继续加大质量检查力度，重点抓好发证数量和

进度，防止遗漏固定污染源、分类降级；对已经完

成的排污许可证、整改通知书和排污登记表质量

进行检查，开展对特殊情形标记类排污单位的现

场核查，保证全覆盖的工作质量。

今年我国所有固定污染源实现“一证式”管理
强化证后监管，不搞“一刀切”

本报记者 李 禾

8月 22日，一位企业
负责人在天津市滨海新
区政务服务办全流程自
动化制证中心领取排污
许可证。

新华社记者

王井怀摄

本报记者 杨 仑 陆成宽 周维海 水土流失严重，长期积累形成了治理难度大的生

态问题。

为了提高东辽河源头和流域水源涵养能力，

保护黑土地，减少风蚀水失，打造东辽河流域上游

生态屏障，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与修复，

2019年辽源市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路径，通过“百万亩造林工程”，扩大全市森林覆盖

率，涵养水源。

8 月底，记者走进东辽县辽河源镇、东丰县拉

拉河镇等地，原本杂草丛生的坡地上栽种的苗木

长势喜人，绿意盎然。

退耕还林、百万亩造林，选择什么树种很重

要。辽源市重点推动实施了 5311 工程：“5”即以

红松果林、大榛子为主的坚果类，以黑果花楸为

主的长白山浆果类，以元宝枫为主的木本油料

类，以柞树为主的放养类和以龙丰、龙冠、梨等为

主的林果类；“3”即其他经济林、林下菌菜和林下

养殖；两个“1”分别指绿化苗木产业和生态旅游

（康养）产业。

精选的树种不但能起到水源涵养的作用，还

兼具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实现了生态环境建设

和经济效益相得益彰。

“在山坡、河流两侧缓冲带等地方，以前当地

以种植农作物为主，比如玉米。但农作物的根系

不利于固定土壤，很容易使表层土壤被冲刷进河

中，我们现在进行退耕还林、造林工作，不但能保

护黑土地，还能保护山下的河流。”辽源市林业局

副局长李东说。

未来，辽源市还将建设配套的林木良种培育

体系、造林工程辅助设施体系、森林防火体系、林

业有害生物防控体系、“互联网+”林业信息化平台

建设体系、森林资源监测和效益评价体系、人才培

养及科技支撑体系，让青山环抱、绿树成荫的新美

辽源能够早日出现在市民的眼前。

东辽河的治理如火如荼，西辽河的生态治理

也没有停下脚步。走进吉林省双辽市的七星湖公

园，碧水清波映入眼帘，恍然间仿佛置身于江南水

乡。可是初来乍到的人们很难想象，这里原来仅

仅是双辽市的一条泄洪渠。

这一切的变化要从今年 3月 26日说起。为了

避免污水直排造成西辽河流域或附近其他地表水

体的污染，双辽市启动了西辽河双辽段水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尾水生态治理工程，总投资达

4800万元。

“整个工程具体分为坝体工程、湿地工程、氧

化塘工程和建筑工程 4 个组成部分。”双辽市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扬介绍。

由于采用了氧化塘加人工表流湿地综合工

艺，尾水可以通过湿地微生物及水生植物净化，进

一步提升水质，达到四类标准。可以用于工业、农

田灌溉、市政用水和环卫用水。“此外，部分湿地末

端的水体还能通过溢流口注入七星湖，进行生态

补水。”高扬说。

目 前 ，该 项 目 已 完 成 土 方 量 28 万 平 方 米 ，

修 建 了 近 1 万 平 方 米 的 氧 化 塘 ，152 米 长 的 跌

水坝，16 万平方米的人工表流湿地，2251 米的

护 堤 坝 ，2000 米 的 景 观 道 路 ，并 且 基 本 完 成 了

绿化工程。

高扬介绍，尾水生态治理工程的建设让整个

双辽城镇的污水有了去处，并具有较高的生态环

境和社会经济效益。同时，在调节小气候、维护水

体自然净化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隔离分带、蓄

水兴利、降解环境污染物以及提供生态旅游景观

等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相关部门还在湿地水循环系统中

种植了 80 万棵芦苇苗，20 万棵常绿鸢尾苗及大量

的乔木和灌木，并修建了一处观景平台和一座景

观桥，便于游人休闲、欣赏。

生态环境的改变为双辽市七星湖公园招揽了

大量的游客，多年不见的野鸭、水鸟甚至白鹤都纷

纷回到了这里，湿地公园已经成了双辽市一张靓

丽的生态名片。

生态效益初显，湿地公园成新名片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我宣布，木里矿区以及祁连山南麓

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开工！”8 月 31 日，在青海省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木里煤田现场，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建军一声令下，拉开了木里矿区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

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的大幕。

此次开始的综合整治行动，将按照《木里矿区以及祁连山南麓

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3 年）》的要

求，统筹实施以木里矿区为重点、覆盖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的矿区

采坑回填、渣山复绿、边坡治理、植被恢复、环境整治等重点生态修

复工程，推动建立健全体制完善、法制完备、管理严格、保护到位的

长效机制。

在启动现场，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信长星强调，要紧盯目标

抓质效，紧扣三年行动方案，集中力量抓攻坚。根据部署，青海省

将在 2020 年 8 月到 10 月，在相关地区开展排查工作，全面关停工

矿企业，加快实施保护修复项目；2020 年 11 月到 12 月，探索形成

新的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2021 年 1 月到 12 月，全线铺开修

复整治工作；到 2023年 12月，确保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建成高原高

寒矿山生态公园，形成公园运维长效机制。

据介绍，此次整治行动要紧扣“两月见型打基础、当年建制强

保障、两年见绿出形象、三年见效成公园”的目标，严格落实责任清

单，确保按序时进度高质量完成综合整治各项任务，坚持整治为

先、修复为要，健全长效机制，打造高原高寒地区矿山生态环境修

复样板。青海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相关地区、部门密切配合，务求

实效，确保各项任务如期圆满完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地检验。

据了解，截至 8 月 31 日 12 时，各参与整治的施工单位已有设

备 485 台、人员 965 人到达现场就位，其余大量施工设备正加紧运

输中。

青海启动木里矿区综合整治

三年建成矿山生态公园

新华社讯（记者胡锐 程士华）记者从 8月 31日召开的安徽省

生态环境厅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安徽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规定》将于 9月 1日开始施行。这是推动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执

法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

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不断调整完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金额上限

大幅度提高，行政处罚裁量范围扩大，对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裁量权

的行使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及时修改

完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同时，当前生态环境部门依法

行政的意识和水平不断增强，但是裁量空间过大、尺度不一等问题

仍然存在。通过规范裁量权，可以从制度上保障公平公正地处理

处罚事务，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消除、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指生态环境部门对法律、法

规、规章中的行政处罚裁量的适用条件、适用情形等予以细化、量

化而形成的具体标准。《安徽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

的实施，意味着安徽省将与长三角区域其余一市两省共用统一的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和基准，健全了区域环境治理联动机

制，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执法一体化。

安徽省出台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

据新华社讯 （记者张洪河 侯维轶）小鹿呦呦欢鸣，牛羊悠然

徜徉，孩童追逐嬉戏……如茵似毯的赛汗塔拉万亩大草原上，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这如诗如画的美好景象，就镶嵌在寸土寸金的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城区中心。近年来，赛汗塔拉面积不断增加，成

为我国面积最大的“城中草原”。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赛汗塔拉（蒙古语意为“美丽的

草原”）成为市区中心，许多开发商盯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展开各

种方式的商业“围猎”。

然而，包头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顶住各类开发商的“围

猎”，2007年出台《包头市赛汗塔拉城中草原保护条例》，2014年又

对其修订完善，进一步加强立法保护，牢牢守住绿色规划底线，使

赛汗塔拉面积始终保持在 8000亩以上。

2017 年，包头市实施赛汗塔拉提档升级工程，对城中草原西

侧 2860 亩土地上的建筑物进行整体拆迁，腾出来恢复草原景观。

可是，23亿元的地上建筑拆迁费让当地政府犯了难。经过一番争

论，包头市决定拿出 800 亩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并通过了《包头市

新都市中心区城市设计方案》，按照当时土地出让价计算，至少可

收入 24亿元。

这块“风水宝地”很快被国内某开发商高价拍下，并交了土地

出让金，大量的机械设备进入工地。就在开发商准备大兴土木时，

包头市决策层经过多次研讨、反复论证，最终决定舍利增绿，优化

城市设计方案，退回开发商的土地出让金，将 2800 多亩土地全部

恢复成草原。地上建筑拆迁费则完全由政府负担。

如今的赛汗塔拉面积不减反增，由 2017年的 8479亩增加到现

在的 10680亩，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城中草原”。

美景如画的赛汗塔拉，成为包头市城区中心的“绿色天堂”。

每天都有大批市民漫步其中，呼吸新鲜空气，享受自然风光。30

余种野生动物也在这里安家落户。市民张军成说：“大家都愿意到

赛汗塔拉溜达，这里有原生态的草原和丰富的水系，特别适合闲暇

之余放松身心。”

“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增加绿地面积，最大限度

地保留草原原始自然风情风貌，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个风景秀丽、

精彩纷呈的城中草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包头市

委书记张院忠说。

内蒙古包头

城中草原面积不减反增

治理辽河治理辽河，，生态向好生态向好。。图为辽河流域上游的仙马泉河图为辽河流域上游的仙马泉河
（（辽河支流辽河支流））生态缓冲带工程生态缓冲带工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楠张楠摄摄

35年来首次消除劣五类水体

治河治河、、造林造林、、护湿地护湿地，，辽河正在好起来辽河正在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