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治城市黑臭水体。采取控源截污、垃圾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措
施，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力度，每半年向社会公布治理情况。地级及以上城市建
成区应于2015年底前完成水体排查，公布黑臭水体名称、责任人及达标期限；
于2017年底前实现河面无大面积漂浮物，河岸无垃圾，无违法排污口；于2020
年底前完成黑臭水体治理目标。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要于
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摘自《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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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钟兆盈

浙江省杭州市日前召开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在听取杭州市治水办的“五水共治”情况
汇报后，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全市各级人大开展“人大
代表监督已治理的河”主题活动的实施方案。杭州
市河道污水治理工作正在步步深入。

去年的成绩单如何？

杭州市 257 条黑臭河中，完成治理 193
条，主城区 47 条黑臭河也全部“摘帽”

杭州以水闻名。“治污水”是“五水共治”
中的重点篇章。去年初，杭州总共排查出黑
臭河 257 条。接着制定、下发了《杭州市治污
水 暨“ 清 水 治 污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4~
2016）》、《杭州市治污水 2014 年工作计划》，
明确了污水治理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为完成治污水工作，杭州市相关部门各司
其职、紧密协作、齐抓共管。杭州市还全面实施

“河长制”，全市乡镇级及以上河道建立河长制
共计1845条。按各级河长分工负责、分级管理
的原则建立河长体系。还制定了“一河一策”综
合整治方案，共设立河长公示牌 3192 个。

同时，杭州市鼓励全民参与治水，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并主动接受其监督和
指导。面向社会招募“民间河长”，由 56 位市
民担任“民间河长”。聘请农民督查员和技术
专家组成督查组，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进行现场督查。

经过一年的努力，杭州市 257 条黑臭河
中，完成治理 193 条，其中主城区 47 条黑臭河
也全部“摘帽”。

如何防止污染反弹？

组织开展“回头看”和“二次验收”，防止反
弹。发现黑臭河反弹，将问责河长等相关人员

完成每一条黑臭河治理都不容易，要防
止反弹，守住这份成果更不容易。

今年初，就有两位人大代表感觉，有的
“摘帽”河道路过时，气味还挺重，有的河面还
有点黑。于是他们就从主城区 47 条“摘帽”
河道中，抽取了东新河、西行河、神龙桥河等
7 条进行实地查看。同时，还邀请了第三方
环保检测机构在河道的相关点位进行取水抽
检。结果发现，有少数河道的个别点位有污
染反弹的现象。

为巩固黑臭河治理成果，3 月 24~26 日，
杭州市委、市政府对去年完成整治的 193 条
黑臭河道展开“回头看”专项督查行动。这次
专项督查行动共有 15 个督查组，各督查组邀
请“两代表一委员”、媒体记者和第三方检测机构
人员参加，分别对有关地区开展逐一检查。主要检
查内容包括：河道水体有无异味，颜色有无发黑；河
道沿岸有无污水直排口；水质采样分析，水体透明
度有否高于20厘米，高锰酸盐指数浓度不高于
15mg/L，河道长效管理机制和保洁机制，河长

检查和履职记录等 5个方面。
其中第一、第九督查组，对余杭 8 条、拱

墅区 11 条已整治的黑臭河进行督查。从现
场检测的情况看，余杭的超山、塘栖、仁和 8
条河道的透明度指标从 30 厘米到 65 厘米不
等，都符合“水体透明度不低于 20 厘米”的标

准。拱墅区的11条河道，透明度最低为32厘
米，最高为123厘米。从现场情况看，这些黑
臭河目前并未出现反弹现象，总体情况良
好。

但是，少数河道还有待进一步整治。
据介绍，杭州市还将“回头看”进行到底，

对去年完成整治的 193 条黑臭河道，要按照
《浙江省垃圾河、黑臭河清理验收标准》和《浙
江省垃圾河、黑臭河验收管理技术规程》的要
求进行“二次验收”。 二次验收中，如果发现
黑臭河反弹，将问责河长等相关人员。

污水“零直排”怎么做？

探索初期雨水处理、阳台废水治理、阳台
雨污分流等模式，既可消灭黑臭河，又有利于
长效管理

杭州总共 257 条黑臭河，去年消灭了 193
条，还剩 64 条。剩下的也是最难“啃”的骨头。
杭州市相关部门经过调研、分析后认为，实施污
水“零直排”，即污水全部经过处理后再排放到
河道，是个理想的办法。这样既可消灭黑臭河，
又有利于长效管理。因此，他们把污水“零直
排”作为今年全市尤其是城区河道治污水中
的“重头戏”，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

拱墅区建起了“初期雨水处理系统”。刚
落下来的雨水里面不但溶解了空气中的汽车
尾气、工厂废气等污染性气体，还把道路路面、
建筑物表面上的污泥、油脂等污染物质冲刷了
下来，这样的雨水流到河道里是一种污染。他
们建起了“初期雨水处理系统”，由截流井、截污
挂篮装置、调节沉淀池、复合湿地系统、地埋一
体机、灌溉系统等部分组成，把雨水层层过滤
后污染就被处理了，干净的水再排到河道里
基本实现初期雨水污水的“零直排”。

上城区则在阳台废水治理上下功夫。他
们的区域基本没有工业废水，然而在很多老
小区，居民们都把洗衣机安装在阳台上。排
出的废水会成为附近河道的污染源。杭州市
城管部门曾做过一项调查，杭州河道的污染
源中，至少三成来自阳台洗衣污水。

今年，上城区在污水“零直排”工作中，把
分流阳台雨污水作为重点工作。阳台雨污分
流的原理是在雨水管的出水口安装不足半米
的灰色塑料箱子，每个箱子都跟每个单元的
阳台雨水管相连，侧面连着雨 水 管 网 ，底 面
连 着 污 水 管 网 ，里 面 还 有 一 个 根 据 水 位 可
上 下 浮 动 的 球 ，这 个 球 又 拉 着 底 面 污 水 孔
的 盖 子 。 雨 天 ，雨 水 管 水 量 很 大 ，浮 球 浮
起 ，污 水 盖 子 就 盖 住 了 ，所 有 雨 水 都 通 过
雨 水 管 网 流 出 ；晴 天 ，雨 水 管 里 只 有 阳 台
污水，水量不大，浮球下落，污水盖子就是打
开状态，所有污水就通过污水孔流出，排入污
水 网 管 。 经 过 试 点 发 现 ，这 一 装 置 能 截 住
90%以上的雨水管污水。

同时，西湖区开展了“灭口”（消灭排污口）
行动；江干区则出台问责机制，对治污水实施分
级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其他地方也因地制宜开
展相关行动。

消灭黑臭河，只是河道治理中水质治理
中最基本的一步，黑臭治理完成后并不意味
着一定能消除劣Ⅴ类水质。杭州市在全面消
灭黑臭河后，还将通过一系列措施，逐步提升
河道水质。

本报记者李曙东 蔡新华上海报道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
上海节能减排和对应气候变化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上海
能源消费增量将控制在 450 万吨标煤以内，力争控制在 400
万吨标煤范围内。

据悉，去年上海单位生产总值的综合能耗和碳排放下降
率均超过8%，能源消费比上年减少近270万吨。截至去年底，
上海“十二五”期间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已累计下降超过
22%，提前并超额完成“十二五”期间下降 18%的既定目标。

除超额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外，上海各项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削减率也高于国家下达的目标，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率比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去年上海还完成产业结构
调整 644项，年减少能源消耗 47万吨标煤。

不过，今年上海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今年上海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巩固提高压力不小。

会议指出，今年上海单位生产总值的综合能耗和碳排
放将比去年下降 2%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
和 氨 氮 排 放 量 分 别 比 去 年 各 下 降 1%，完 成 国 家 下 达 的
PM2.5 浓度考核指标。今年上海全市产业结构调整将锁定
1000 个项目，锁定南大、桃浦、吴淞、高桥及其他的“4+X”区
域。今年上海还将完成 29 个国家重点减排项目，7 月 1 日
前上海电力、水泥、钢铁三大行业 15 家企业的 39 条生产线
将完成整改；10 月底前上海 30 万千瓦以上燃煤机组将完成
脱硝改造；今年将全部淘汰剩余黄标车，实现上海范围内黄
标车禁行；今年将启动 150 家重点企业分期落实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年内将完成 39家治理。

河南省周口市重视生态建设，投资 1.2 亿元，建成总面
积达 2500 亩的文昌生态园。文昌生态园是一个集生态环
境教育、林业科研、植物驯化、观光游览、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综合性生态植物园。 罗景山摄

杭州持续开展河道综合治理

抓好“零直排”消灭黑臭河 上海控制能源消费增量
今年力争控制在450~400万吨标煤范围内

◆本报记者高岗栓

太原市日前召开城中村改造动员会，会
议要求，今明两年，太原市 85 个“城中村”要
整村拆除并同步启动建设，到 2020 年左右，
太原市要完成全部 170个“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低空面源污染问题突出

记者近日在太原市部分“城中村”暗访
发现，这里村民五、六层高的“接吻楼”、“握
手楼”鳞次栉比。每天下午 5 点多，“家家生
火，户户冒烟”已成为太原冬季大气污染一
道独特的风景。

记者就近来到太原市后北屯村，这里是
“太原市 2014 年城中村改造试点村”。虽然
是 2014 年试点村，但是进展情况不容乐观。
在一条大约五、六十米的小街巷，记者仔细
地清点了一下，竟然矗立着 18 根黑色小烟
囱。在静风天气下，家家户户无任何污染防
治设施的土小锅炉，使原本冬季雾霾频袭的
太原更加雪上加霜。

2012 年以来，太原市通过“城中村”整村
拆除搬迁改造，共拔掉“城中村”黑烟囱 3.39
万根，减少“城中村”冬季采暖燃煤量 107 万
吨，城中村燃煤削减 62%，市区环境质量改
善持续得到改善和提升。

尽管如此，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截至
目前，太原市仍有 170 个“城中村”尚未完成
整村改造，剩余的黑烟囱仍有 4万余根。

5年完成170个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问题是我市工作的难点，但也
是突破点，是城市最大的‘暗点’，但抓好了
也是‘亮点’。”谈到太原市城中村改造，山
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表示，加
快推进城中村改造是造福群众的最大民生
工程、是推进富民强市的重大发展工程、是
增强城市功能的重大战略工程、是重塑太原

“三个形象”的重要着力点，太原市将举全市

之力，坚决打赢城中村改造这场硬仗。
谈到如何改造，耿彦波说，规划引领是

先导，“规划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城中村
改造首先不能输在规划上，必须高起点规划、
高水平设计，以国际化开阔的视野，站在历史和
时代的高点上，以多留遗产、不留遗憾的追求和
情怀，把“城中村”改造做到一个时代高度，
经得起时间、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据测算，太原市 170 个城中村改造，总投
资将达到 5400 多亿元，年均投资额达 900 多
亿元。按照计划，太原市计划用 5年多时间，
在 2020 年左右全部完成 170 个城中村改造
任务，拔掉剩余的 4万根黑烟囱。其中，今明
两年，完成包括中环内 46 个村在内的 85 个
城中村整村拆除并同步启动建设。

太原市环保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对市区范围内暂未改造仍在使用
燃煤的城中村、棚户区和农村，将积极组织
有关专家开展洁净煤技术研究，全力推广使
用洁净煤，努力破解城中村土小燃煤设施的
污染瓶颈问题。

太原170个城中村改造五年完成
总投资 5400 多亿元，今明两年完成 85个

本报记者姚伊乐报道 第三届美丽奖世界园林景观规
划设计大赛日前启动。

本届大赛以“建设美丽城乡·美丽屋顶·园林景观规划
设计”为主题，旨在推动景观规划生态设计的发展，促进景
观规划设计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应用。

据介绍，参赛对象分为专业组和学生组，对于参赛人员的
专业没有限制，以此创造一个更为通畅的竟技平台，让更多先
进的设计理念和专业知识得以推广，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总体水
平。

大赛将由世界最具权威的评审专家评审出本届参赛优
秀作品，获奖者将有机会参加 2015 年 11 月 19~22 日中国昆
明·世界生态城市与屋顶绿化大会，与全球顶级专家面对面
交流并领取奖章奖金。

据悉，“美丽奖·世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由中国建
筑节能协会、世界屋顶绿化协会、中国城科会绿建委主办，
是园林景观规划界至高荣誉的象征。

首届大赛的颁奖仪式 2013 年 9 月 16 日在南京召开的
世界屋顶绿化大会上举行。本次大赛作品征集将于 9 月 25
日结束。

美丽奖世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启动

推动景观生态设计发展

图为完成整治的东新河。 钟兆盈摄

城市资讯城市资讯

水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当前，我国一些地区
水环境质量差、水生态受损重、环境隐患多
等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和损害群众健
康，不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水十条”的
出台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迫切需要，以改善
水环境质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到2020
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的近期
目标，为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水十条”是
推进依法治水的具体方略，也是向水污染宣
战的行动纲领。实施“水十条”，关键在落
实 。 从 今 天 起 ，本 报 推 出“ 落 实 水 十 条
打好治水攻坚战”系列报道，重点介绍各
地贯彻落实“水十条”情况，以及水污染治
理的经验和做法，以飨读者。

鉴于人民群众对饮用水安全风险、城
市水体黑臭等问题反映日益强烈，“水十
条”提出，到 2020 年，七大重点流域水质
优良比例总体达到 70%以上，地级及以上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 10%以内，
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
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高于 93%。通
过“好水”、“差水”两头彰显保护和治理成
效，将带动其他水体水质改善，让人民群
众看得见、享受得到水污染防治工作带来
的环境效益。杭州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257 条黑臭河完成治理 193 条，主城区 47
条黑臭河全部“摘帽”；组织开展“回头看”
和“二次验收”，防止反弹；细化措施，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其经验和做法值得其他城
市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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