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生态环保
专副刊部主办

2017年12月21日 星期四 电话／2172362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何俊倬 终校／李文红

环保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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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罗时江开展冬季清除枯死水草工作，自11月15日以来，每天有40多位群众参加割草、打捞工作，此
项工作计划到明年1月中旬完成。

面积1650亩的罗时江湿地是洱海最大的湿地，自2008年建成以来，经过多年建设，现在河道纵横，水草茂
盛，绿树葱茏，其消减氮磷“洱海之肺”的功能日益显现。

［通讯员 苏纪光 韩如龙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黄雯） 多年
来，永平县以生态文明县建设为切
入点，以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为主线，着力发展低碳、
绿色经济，建设高效的生态经济体
系、宜居的生态环境体系、资源永
续利用的保障体系、安全的生态支
撑体系和生态的社会文化体系，走
出一条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共赢
的发展之路。

通过持续宣传引导和教育，“参
与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安全、杜绝
人为破坏、建设美好家园”的生态
文明理念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
的行动自觉。“绿色家庭”“绿色学
校”“绿色机关”创建遍地开花，48
个单位实施机关院落花园化建设，
新增省级园林单位（小区）50个，全
县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度
达96.9%以上。

按照“山青、水秀、空气好”的
目标，全面加强环境质量的保护
和治理。全县7个乡镇已全部获得
省级生态乡镇命名，69个行政村已
获得州级生态文明村命名。全县
（县城）大气环境空气质量、地表水
和地下水质量都达到相应功能区
要求，2015 年，全县空气环境质量
优良率达到90%以上，城市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率达到 86.04%，城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1.5%，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率
达到 96.52%，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93.28%。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县划定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4.3万亩。划定

省、州、县三级自然保护区面积22.2
万亩，同时，加强对水源地、生态公
益林等重要环境功能区的保护力
度，受保护地区总面积达677.358平
方公里，占国土面积比例 22.92%。
新规划建设石材加工园区，对县城
周边的 37 户石材加工户进行清理
规范，实施整体搬迁，使县城周边生
产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紧抓政策机遇，促进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全面加快生态工业发
展。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发展低碳
经济、循环经济。依法淘汰落后产
能800吨，关闭矿山2座，节能降耗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按照“生态、高效、优质、安全”
的要求，以发展有机、绿色、无公害
农产品作为永平生态农业发展重
点，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全县
种植核桃 158 万亩，茶园 3.3 万亩，
白木瓜0.62万亩。同时，积极发展
农产品加工企业17家、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559家，逐步实现了规模化、
标准化、集约化经营。全县已建立

“三品一标”基地面积56万亩，完成
产品认证11个。

全面进行封山育林、植树造林，
落实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全县人
工造林面积达14.77万亩，封山育林
达3.5万亩，义务植树148.19万株。
同时，对全县31棵古树、6个古树群
进行分级保护。目前，全县森林覆
盖率已达72.88%。在7个乡镇设15
个村级监测点，加强“薇甘菊”“紫茎
泽兰”等外来入侵有害生物的预警
监测和防控。

洱源县城北的鹅敦湿地里正在垂钓的钓友。
时值冬季，鹅敦湿地依旧水清树绿，鸟飞鱼跃，生机盎然。近年来，该县

扎实推进洱海源头保护治理工作，湿地建设取得明显实效，生物多样性逐渐
凸显，城乡居住环境日益清新优越。

［通讯员 尹 忠 摄］

初冬时节，蔚蓝的天空下，甘
德尔山清冷挺拔，黄河蜿蜒穿城。
海勃湾水利枢纽蓄起的乌海湖，如
一面明镜镶嵌在起伏的山岭之间，
远水近冰，水鸟飞翔，与岸边树木
萦绕的公园广场、鳞次栉比的高楼
大厦，绘成了一幅“北城海景”。

“这几年乌海终于把‘黑帽子’
脱去了，空气质量越来越好！”74岁
的张茂盛是内蒙古乌海市的老住
户，两年前他买了 4 个小音箱，跟
市民经常一起跳广场舞，还每天一
早一晚各快走一个小时，“12 月 6
日空气是优，7日也是优，出来伸伸
筋骨，别错过了好环境。”

乌海，“乌金之海”，取焦煤等
黑色矿产资源丰富之意。上世纪
末至 2008 年前后，煤炭、炼焦、石
灰、电石、铁合金等厂矿纷纷上马，
加之技术工艺落后，工业烟尘污染
严重，远看就像戴了顶“黑帽子”，
远山近水和行人常年笼罩在浓浓
的雾霾之中。

“小厂小矿遍地开花，从早到
晚烟尘滚滚，空气中的煤烟味都呛
鼻子。人们很少在屋外晒衣服，更
别说锻炼了。”张茂盛回忆说。

“当时，大气污染成了制约乌

海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
乌海市经信委主任李春晓说，根治
污染，出路唯有壮士断腕，淘汰落
后产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一场要回蓝天白云的战争打
响了！淘汰小焦化厂300多家，全
面关停取缔煤矿、电石、铁合金、
石灰等小企业……仅“十一五”期
间，乌海市就淘汰规模小、技术落
后和污染严重的各类企业1560多
家。随后，乌海市停止审批新建
电石、硅铁等工业项目，2016 年起
又不再审批新建焦化、钢铁等高
污染项目。

在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和控制
煤焦化、氯碱化工等资源类产业规
模基础上，乌海市还引导企业延长
资源类产业链，加强上下游衔接，
推动煤焦化、氯碱化工、硅化工等
支柱产业低碳循环发展，变废为
宝，清洁生产。

过去“点天灯”的焦炉煤气，如
今成了宝。乌海市千里山工业园
内，一座以焦化厂排放的焦炉煤气
为原料的液化天然气工厂拔地而
起。乌海华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
司的技术人员介绍说，西来峰工业
园内也有一座相同的工厂，两个厂

每年可回收处理20多亿立方米焦
炉煤气。

自备电厂以劣质煤发电，严
格脱硫脱硝和除尘；生产中产生
的氢气、一氧化碳，回收作为清洁
燃料……投资60多亿元的内蒙古
东源科技有限公司，2015 年投产
以来利用乌海市丰富的电石、甲
醇产品生产精细化工原料1.4—丁
二醇，不断向下游的可降解塑料
等产品延伸。

“循环发展，既保护了环境，又
大大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副总
经理朱庆和深有感触地说。

恒业成有机硅、卡博特白炭
黑、腾龙草甘膦、奥立再生玻璃、神
雾聚乙烯……李春晓介绍说，“十
二五”以来落户乌海的补链、延链
项目不胜枚举，其中80%以上是精
细化工项目，另外还有资源循环利
用和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
新兴产业项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乌海市进一
步确立了生态立市发展战略，实行
产业项目环保“一票否决”制。乌
海市环保局副局长李爱通说，近年
来，全市一边推进调结构转方式，

一边以严于国家标准的指标要求，
拉网式实施焦化厂环保提标改造、
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城区烟尘综合
整治等系列环保工程，2013 年以
来，累计实施工业烟尘、煤层灭火、
自燃矸石堆治理、火电企业超低排
放等大气污染治理项目2693个。

硬招频出，多措并举，使乌海
市逐步走出了“宁可呛死，不能饿
死”的粗放式发展尴尬境地。2013
年以来，乌海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由60多家增加到133家，工业结构
也实现了以原料型为主向加工型
为主的转变。今年前10个月，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1.2%，居
自治区各盟市首位。

失去多年的蓝天白云又回来
了。乌海市环保局测数据显示，
2016 年空气质量指数优良天数达
到 275 天，比 2013 年增加 136 天。
今年前11个月，空气质量指数优良
天数已经达到245天。

“乌海变富了、变美了，大伙儿
最深的感受是草木多了、天蓝了，
能室外活动呼吸了。”张茂盛停下
舞步，笑呵呵地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 李仁虎
任会斌］

罗时江湿地清除枯死水草

①、② 群众正在进行枯死水草清除工作。 ③ 经过清理的河道。

①①

②②

③

永平持之以恒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乌海摘掉了“黑帽子”

本报讯（通 讯 员 周 应 良
李艳梅）今年以来，大理州农业部
门按照省、州开启洱海保护治理抢
救性行动、全面展开洱海保护治理

“七大行动”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行动，对洱海流
域畜禽规模化禁养区、限养区规模
养殖场进行了全面调查核实，强化
治理措施，持续加强洱海流域畜禽
规模化禁养限养整治。

据调查统计，洱海流域畜禽
规模化禁养区共有44个规模养殖

场，大理市有 41 个，洱源县有 3
个，其中：生猪养殖场12个、奶牛
养殖场 3 个、家禽养殖场 29 个。
洱海流域畜禽规模化限养区共有
162 个规模养殖场，大理市有 132
个，洱源县有30个，其中：生猪养
殖场 45 个、奶牛养殖场 17 个、肉
牛养殖场6个、家禽养殖场94个。

经过洱海流域各级各部门的
通力整治，目前完成洱海流域畜
禽规模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停
6家，其中：生猪养殖场关停4家、

养牛场关停1家、养鸡场关停1家；
完成搬迁3家，大理市1家，洱源县
2 家，其中：生猪养殖场、合作社2
家、养鸡场1家。洱海流域畜禽规
模化限养区内按照总量控制、现有
饲养规模逐步削减、禁止擅自新建
和改扩建畜禽养殖场的原则，两县
市各乡（镇）向养殖户下达整改或
关停通知，加大督促指导力度，要
求现有的畜禽养殖场要严格配套
畜禽养殖污染处理设施，并跟踪监
督养殖户的整改落实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 杨莉） 八年
来，祥云县农业局协调县级农业
科技部门，组织县乡科技人员扎
根一线，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
参与，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
现了农业增产增收。

作为粮食作物测土配方施肥
高产创建示范样板的云南驿镇左
所村，自 2012 年到 2016 年，集成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每亩减
少化肥使用量10公斤以上，每亩

节约成本投入30元以上，每亩粮
食增产达到50公斤，每亩农民增
收200元。

农业是祥云县传统产业，也
是主导产业，农业生产中的种植
业离不开肥料使用。2009 年，祥
云县被农业部列为中央测土配方
施肥补贴项目县。项目下达后，
祥云县严格按照各年度《测土配
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方案》和农
业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的

要求，加大宣传强化培训，科学采
样认真调查，完善设备认真检
测。围绕“测土、配方、配肥、供
肥、施肥指导”五个环节开展十一
项工作，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面积 230.95 万亩，增产 8616.54 万
公斤，平均亩节本增效95.2元，总
节本增效21988.21万元。让更多
农民受益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达到提高肥料利用率、降低农业
面源污染和节本增效的目的。

我州持续加强洱海流域畜禽规模化禁养限养专项整治

祥云测土配方施肥实现农业增产增收

● 近日，湖南省通过《湖南

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这意
味着湖南的饮用水水源保护从
此穿上了法的“盔甲”。

据了解，目前湖南省共有
国家公布的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43处，省政府公布的县级以上
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124
处，全省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约 3651 处。尽管
水资源相对丰沛，但湖南的水
资源分布不均匀，地区差异较
大，局部地区季节性缺水、区域
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问题较为
突出。

《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是一部规范全省饮用水
水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对各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分别承担什
么职责、饮用水水源地如何确
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如何划
定、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如何监
督管理、违反条例者要负何种
法律责任均作出明确规定。

条例规定，饮用水水源水
质信息统一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每月
在门户网站或者当地主要媒
体上公开。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可以通过
安排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
资金、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协作
等方式，促进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和其他地区的协调发展。

● 近日，山东省将通过

大力开展“气代煤”“电代煤”，
推进可再生能源供热项目建
设，力争2020年全省基本实现
清洁采暖全覆盖。

山东省近日提出，因地制
宜推进“气代煤”“电代煤”，主
要包括在气源落实的区域，可
选择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燃气
壁挂炉、燃气锅炉等多种方
式，推进天然气供暖；在电力
充足的区域，发展用户终端电
供热方式，综合运用各类热
泵、高效电锅炉等多种方式推
进电供热，积极发展电供热与
蓄热相结合供热模式等，力争
到 2020 年基本完成“气代煤”

“电代煤”任务。
同时，山东省还将大力推

进可再生能源供热项目建设，
建立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
协同的多源互补和梯级利用
的综合能源利用体系。通过
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工业余
热资源，建设高效集热、输送、
利用的供暖体系等，有效利用
工业余热资源。

山东省要求，城市主城
区、城乡结合部及城中村要
结合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
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全
面取消散煤取暖，采用清洁
热源供暖。

据了解，山东省将力争到
2019年20万人口以上县（市）基
本实现清洁采暖全覆盖，其他县
城2020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