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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累计投入10亿多元治理南河黑臭河道

风雨二十载 墨水变清流
去年底完成 23处排污口封堵截流，基本实现“通、流、绿、美”

起初的联系采访，就让我们感受
到了巨大的压力。

在我们看来，南河道似乎有很多
部门在管，却又像没有主管部门。政
府、城建、城投、环保、城管……转了一
大圈，我们才从各个方面获得了必要
的素材。而每一个部门的素材又都是
局部的、零碎的。南河道治理经历了
20 多年，很多当时的参与者、见证者
都因人事调动而无法取得联系。只见
到了南河疏浚工程管理办公室工程师
魏清河，他才能把前后治理的过程说
完整。

仅从记者采访时的协调联系这一
点上，当年协同共治的难度就可见一
斑。

与建设、管理层面相比，对群众的
采访，却出奇顺利。每天都有很多人
在南河道散步、健身、遛鸟或是跳广场
舞。记者随便提起了南河道治理的话
头，这些长年居住在南河道沿岸的人
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曾经如何
如何糟糕，现在哪里还有排污口，以后
还应该怎样改进等。其中，虽不免有
夸大，但很多细节，比如排污口在哪
里，百姓们似乎比环境监察、监测部门
还要清楚。

群 众 爱 说 好 的 地 方 ，但 最 爱 说
的 还 是 问 题 ，我 们 也 更 愿 意 听 他 们
说 问 题 。 经 过 采 访 ，我 们 感 受 到 了
一 股 力 量 ，正 是 无 数 双 像 他 们 一 样
的 眼 睛 在 关 注 这 条 河 ，南 河 道 的 治
理才能不断向前推进。正是有了这
些关注、检视的眼光，南河道才能有
今天的新貌。

南河道的治理，历经了 20 多年，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就短期来看，20
年的时间里，兰州人该做的、能做的都
尽力做了，而更长远的办法，近年来也
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方向。

首先，城市的污水管网需要进一
步完善，特别是类似南河道这样的区
域，类似于大型市场，更应该建立起完
备的管网，从源头上解决排污问题。

其次，兰州作为唯一一座黄河穿
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应该重视水的作
用，科学规划、强力落实，充分利用黄
河水资源，构建山水兰州、生态兰州。

此外，还应该鼓励群众监督和检
举的行为，利用多种媒体手段，将城市

“疮疤”置于大众的关注焦点，必将能
推动每一条黑臭河的治理。

南河道的治理没有终点，她依旧
承载着兰州人对未来的期盼。

兰州还有很多被冠以“黑臭”名义
的排洪沟、小河道，等待着去关注、去

“下大功夫”。治水之路漫漫而修远，
我们将继续上下而求索。

城市资讯城市资讯“治理黑臭河 改善水环境”系列报道③

本报记者李景平实习记者王璟
太原报道 山西省日前出台了《山西省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2015年行动计划》。

这一计划提出，全省今年将开展
设施提升、城市安居、城中村改造和
环境提质四大工程。这些工作将被
细分为 21 个大项，确保 2015 年城市
人居环境有明显改善。

在设施提升工程方面，加快城市
电网老旧线路及变压器的改造，推进
宽带中国战略在全省落地生根，推进
城市雨污分流制管网建设和改造,建
立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完善
公交设施、设备和车辆，加快运能增
长，拓展公交网线。

在城市安居工程方面，加大公共
租赁住房建设力度，积极推进公租房
和廉租房并轨运行，加快实施棚户区

（危旧房）改造。
在城中村改造工程方面，完成

市、县城中村改造规划编制工作，配
套水气热电、道路、绿化等市政设施，
将设施维护和环卫管理纳入城市体
系，统一管理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
完善社会保障地方法规政策。

在环境提质工程方面，新建城市
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完成 39 座城市

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建成 14座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全省实现垃圾
无害化处理“县县有”。推进国家级试
点城市太原、大同、晋城和省级试点城
市朔州、长治、临汾、阳泉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建设。加快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
应急体系建设，加快推进黄标车及老
旧 车 淘 汰 工 作 ，完 成 国 家 下 达 的
2015 年度淘汰任务。

推进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
印 刷 等 重 点 行 业 挥 发性有机物治
理。以城中村、城市出入口、城乡接合
部、车站广场等部位为重点，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对城市旧城区内的历史建
筑进行调查，提出保护措施，并纳入城
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新增
城市绿化面积 2000万平方米，城市绿
化覆盖率提高 0.6个百分点。

创 建 不 少 于 5 个 园 林 城 市（县
城）。开展绿道绿廊试点工作,围绕
环城荒山、水系，集中打造 10 个高标
准的城郊森林公园,重点抓好新建居
住建筑执行 65%的节能标准。实施
700 万平方米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
量及节能改造。完成城市河湖水系
综合治理。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提高园林绿化水平。

山西出台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行动计划

确保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本报见习记者阎杰重庆报道 重
庆市政府日前在《关于潼南区城乡总
体规划（2014 年编制）的批复》（以下
简称《批复》）中指出，潼南区要强化
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好各类生态资
源，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把潼南区建
成具有较强辐射力和吸引力，经济繁
荣、功能完善、城乡和谐、生态宜居的
综合型城市。

《批复》指出，潼南区要按照五
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的要求，立足
本地功能定位，在全域范围内合理
分布产业要素和人口。至 2020 年，
全 区 常 住 人 口 75 万 ，其 中 城 镇 人
口 45 万，城镇化率 60%。要积极引
导产业与城市人口合理分布，促进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防止城市
人口规模盲目扩大与过度集聚。

《批复》强调，潼南区要注重生态
文明建设，不断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 着
力 推 进 绿 色 发 展 、循 环 发 展 、低 碳
发展，减少城乡建设对自然的干扰
和损害，落实水环境、大气环境、固
废处理、噪声污染治理的各项环境
保护目标，改善环境质量。

《批复》还提出，要增强水源涵养
能力和环境容量，按规定对生态保护
区域进行管制，包括定明山―运河风
景名胜区、马鞍山森林公园、饮用水源
保护区、基本农田连片区域、地下矿产
资源分布地区及因灾害原因设立的特
别管制区。

重庆潼南拟建生态宜居城市
防止城市人口规模盲目扩大与过度集聚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动车暨新能源汽车及充电站设施展览会日前在京举
办。随着国家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的不断出台，各地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正掀
起新一轮绿色热潮。图为即将在北京上市的知豆微型纯电动汽车。知豆 D2
最高车速为 88公里/小时，城市综合路况下最长续航里程可达 180公里。

本报记者邓佳摄

关注就是力量
白刘黎 吴玉萍

◆本报见习记者白刘黎 记者吴玉萍

眼下，正值第二十一届中国兰州投
资贸易洽谈会期间，许多从全国各地汇
集而来的客商闲暇时，很愿意去走一走
甘肃省兰州市的黄河风情线。而越来越
多的兰州人，开始向客人们介绍起了第
二风情线——南河道。

7月的南河道，水量丰沛，生机盎然。
与大家熟知的兰州黄河风情线相比，也许
少了些气势。然而，这条河道和兰州的历
史息息相关，和兰州的城市演变息息相关，
和兰州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条河道承载
了兰州人的回忆、决心和梦想。

要知道，这条南河道，曾经还有过许
多别名：污水沟、黑臭河、龙须沟……

南河道的大规模治理，始于上世纪的
90年代。全长8.24公里，累计耗资超过10
亿元，历时 20多年。难怪有人说，治理南
河道，绝不仅仅是治理一条河道那么简单。

城市发展，南河水质“变黑”

南河道西起现今的平沙落雁，东至
南面滩黄河入口处，全长 8.24 公里，将整
个雁滩与城市分隔开来，被人们誉为“南
河故道”或“南河”。

据说，历史上南河水面最宽处达到
200 米，流量很大，与黄河主干道“有一
拼”。河道两边是田园风光。听老人们
说，在战争时期，因为南河道的水势不
小，挡住了马步芳的逃兵，这让雁滩的百
姓躲过了一场浩劫。

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南河道就开始
了一段“黑历史”。

先是断水造田，活水变成了死水。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南河道沿岸高污
染的小工厂、棚户加工作坊，聚集起了高
密度的居住区。2005 年排查时发现，短
短 8 公里长的南河道上，分布了大大小
小 110 多个工业、生活排污口，再加上大
量垃圾场、猪圈、旱厕等，导致南河污水
横流、臭气熏天、蚊蝇肆虐。

20 多年来都供职于南河疏浚工程
管理办公室的工程师魏清河，谈起那时
的南河道时仍然心有余悸：“那个水，拿
毛笔蘸起来就能写字了。”

面对环境极度恶化、百姓触景生怨
的局面，南河道“治理疏浚、开河引水”综
合整治工作被提上日程。

疏浚河道，清理沿岸工厂

上世纪 90年代初，兰州市对南河道
全线及进水口上游黄河滩涂实施疏浚，
清挖淤泥砂石 25 万立方米，河道改线 3
处，新建正式桥梁 3 座。断流多年的黄
河水重新流进南河道，污水得到稀释净
化，环境初步改善。

这是治污战役的第一阶段，虽然收
到了一定效果，但令人痛心的是，随后的
1997 年~2004 年，南河道除了局部清淤
和渠首拓建之外，其他工程一律停工，南
河道污染状况又开始持续恶化，水质在
感官上并没有改善。而对于排污者来
说，他们不用再担心污水淤积漫出河道，

排污行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2005 年，居民的怨声载道、新闻媒

体的持续关注，将南河道问题再次摆上
社会的焦点位置。于是，南河道的治理
工作又一次拉开序幕。

沿线排污的小工厂、小作坊几乎全
部关停，涉及 12 个行政村、486 亩土地的
征地拆迁工作也按时完成，累计拆除各
类建筑构筑物 13.6万平方米。

此外，兰州城投牵头、军地共建的河
道工程，为南河道基建工作有序开展提
供了保障。这一时期，共清运垃圾和淤
泥 85.2 万立方米、修砌河道 8.24 公里，两
岸道路全线贯通，建成桥梁 18 座、取水
泵站两座、渠首闸门 1 座、临河游览道
9.37 公 里 、护 栏 19.07 公 里 。 施 工 的 同
时，绿色植被的培养也被排进了日程。

治污截流，建设污水管网

2010 年 ，尽 管 还 残 存 着 一 些 排 污
口，但一条承载了无数人期盼的风情线
呈现在了兰州版图上，城市形象为之一
靓，环境品位得以提升。

这是南河道治理的攻坚期。
这一次，遗留下来的排污口成为居

民和媒体新的关注点，如何能根治排污，
是 2010 年以后南河道治理的重点。

据了解，兰州市于 2009 年~2013 年
实施了城区污水全收集管网建设工程，
但这项工程并未覆盖到地理位置相对

“较偏”的雁滩地区，南河道一线污水管
网普及率依旧较低。经现场排查，南河
道残存了 53 个排放口，其中，雨水排放
口 30个，雨污混流口 23个。

从 2013 年开始，南河道的治理就冲
着这 23 个排污口的封堵截流和雁滩污
水管网完善两大任务开始。

这一时期，对南河道的排污口的投
诉 和 举 报 ，抢 占 了 诸 多 都 市 媒 体 的 版
面。众多的声音表达了同一个思想：南
河道排污问题必须得到根治。

为改善和保障黄河兰州段水体环
境，解决群众关心问题，2014 年 11 月，甘
肃省省长刘伟平批示：“城关区南河道污
水收集管网限期完成建设任务，排污口
要严格依法管控。”

按照这一要求，兰州市政府改变了
之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发现一处解
决一处的模式，开启了雁滩地区污水管
网完善及南河道截流工程，并将其列入
了省政府节能减排重点项目。

首先是排污口封堵截流。根据不同
排污口的实际情况，兰州市采用了直接
开挖、铺设管道施工、加设特殊井室倒逼
疏导等不同截流方式，于 2014 年年底，
完成了 23处排污口的封堵截流。

其次是污水管网完善。按照兰州市
雁滩地区污水管网完善工程项目规定，
2015 年年内，南河道沿线将增设污水管
道约 3.33 公里，截流连接管两公里，将雁
滩片区含南河道区域污水全部接入雁儿
湾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目前，污水管网完善工程正在有序进
行中。工程的顺利实施，不但可以进一步

完善兰州市的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解决城
区内个别地方的污水出路问题，巩固水环
境治理成果，还可以提高中心城区内的防
洪能力，实现兰州市雨污分流的目标。

兰州市住建局人事处副处长王兴鹏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项工程与市城
投公司正在实施的雁滩 605#、607#路污
水管网建设工程完成后，将有效解决雁
滩黄河段的排污口治理问题。经济、社
会和环境效益都显著，对根本改善黄河
兰州段水污染局面，完善兰州市城市排
水系统，改善兰州市城区的综合环境质
量，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水质改善，赢得市民褒奖

从开始治理南河道以来，兰州人就
习惯了这样的消息：南河道某某位置又
有排污口排污；南河道某某位置水里有
垃圾或是油污……一方面，大家都在给
南河道挑毛病，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南河道，希望南河道越来越好。

今年 4 月 9 日，南河道万泉加油站东
北侧有一处油类渗漏点，因为众多人的关
注，被及早发现，并迅速得到安全处置。

家住欣欣茗园 1 号楼的金阿姨说，
距离自家楼不足百米的南河道一度以来
是他们心里的隐痛，甚至有时家人还会
为曾买了这个地段的房子拌上几句嘴。
现在这里可成了块“风水宝地”。“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

2015 年 ，基 本 实 现 了“ 通 、流 、绿 、
美”的南河道赢得了市民们的褒奖，但面
临的问题仍然备受关注。比如，冬季枯
水期，南河道依旧会断流，不仅导致景观
破坏，还会因为静水的腐败变质产生二
次污染。

原来，南河道的进水口在兰州水车
博览园的水车渠，这里的河床比黄河干
流河床要高出 0.6m。冬季枯水期，黄河
干道水量减少，河床较高的部分区域露
出水面形成沙洲。在水车渠上游 500 米
处，黄河水一分为二，其中水流较小的一
支进不了南河道。

尽管这些年政府花了大力气治理，
但在每年 11 月底到次年的 4 月，还是要
面临断流和二次污染的尴尬。

魏清河说，经过论证，只要将水车渠
坝向上游延伸 300 米，“绕道”的黄河水
就可以部分进入南河道，可以将南河道
的断水期缩短至两个月；若延伸 500 米，
基本上可以解决南河道断流问题，顺道
也解决了冬季水车不转的现状。据了
解，这一举措是得到过政府、城投、建委
和兰州交大四方论证过的。

其实，在断流之外，南河道还面临着
河底淤泥聚集的问题。魏清河介绍说：

“下游的 3 公里，淤泥深度达到两米，其
他河段也在 0.5 米~1 米之间。”要清淤，
工程量大不说，由于技术、运输、处置等
环 节 的 限 制 ，清 淤 可 能 会 引 发 次 生 污
染。“至少近年来，南河道的淤泥没有继
续加深，达到了一个自然的平衡状态。
目前我们正在多方咨询，需求切实可行
的办法。”他说。

本报讯 吉林省长春市水生态
文明建设城市试点实施方案日前获
得省政府批复，这标志着为期 3 年的
长春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正
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据了解，2014 年 5 月，长春市被
水利部确定为第二批全国水生态文
明建设试 点 城 市 。 本 次 试 点 范 围
包 括 长 春 市 市 区 的 10 个 区 ，总 面
积 3112 平 方 公 里 ，辐 射 至 新 立 城
水 库 水 源 地 一 级 、二 级 保护区和石
头口门水库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
区。

从今年开始，在试点区域内实施
45 项建设内容，着力打 造“ 一 轴 引
领 、两 带 呼 应 、五 源 共 济 、十 区 协
同”的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总体布
局 —— 建 设“ 伊 通 河 ”干 流 水 生 态
绿 廊 ，综 合 干 流 整 治 ，挖 掘 母 亲 河
文 化 底 蕴 ，强 化 辐 射 带 动 功 能 ，构
建 未 来 水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主 体 架
构 ；打 造 以 新立湖与北湖为核心的
南北湿地群落，形成南北互动、两带

呼应的生态联动整体发展态势，彰显
长春市湿地特色文化；加强水源保
护，保障饮用水水质。把松花江水再
引入长春，保障饮用水水量。减少供
水管网漏损，不断提高市民节水意
识；十区共同发力，步调一致，共同推
动长春市水生态文明建设。

同 时 ，抓 好“ 水 资 源 、水 管 理 、
水 环 境 、水 生 态 、水 安 全 、水 文 化 ”
六 大 体 系 建 设 。 重 点 围 绕 引 松 供
水 、节 水 示 范 、生 态 农 业 、污 染 防
治、河道治理等方 面 ，打 造 节 水 示
范 工 程 、供 水 示 范 工 程 、截 污 减
排 示 范 工 程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控 制
示 范 工 程 、水 源 地 保 护 示 范 工
程 、水 利 信 息 化 建 设 示 范 工 程 、
城市防洪示范工程、水文化建设示
范 工 程 等 8 项 示 范 工 程 。 统 筹 解
决 长 春 市 水 资 源 短 缺 、水 环 境 污
染、水生态退化三大水问题，以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李春晖

长春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
试点期内实施45项建设内容

黑臭河的治理是每个城市的必修
课，但恐怕没有几条城市黑臭河道会像
南河道这样，一治就是 20年。

为什么一条河要治理 20 年，一个字
“难”。究竟难在哪儿呢？

第一，历史遗留，改变难。过去几十
年，断水造田、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让
南河道不堪重负，疲态百出。

第二，排污口众多，清理难。经过几
年的治理，虽然河道面貌有所改观，但河
道内的排污口仍然被人们诟病，给河道
治理带来重重压力。

第三，九龙治水，管理难。政府、城
建、城管、环保，看上去管的人很多，但在

具体的事情上，这些单位就开始“踢皮
球”。

南河道面临的问题不胜枚举，但这
些问题并没有难倒兰州的城市管理者。

面对历史遗留难题，兰州市在不同
的时期找到了有针对性的工作重点，一
开始，以疏浚为主，清挖淤泥沙石，让久
违的黄河水重新流进河道。接下来，关
停企业，开展河道基建工作，为河道面貌
的焕然一新提供了必要前提。

面对不能根治的排污口时，兰州市
开启了封堵截流和污水管网的建设工
作。截污的同时，跟进污水管网建设，解
决城区内污水出路问题。

虽然南河道的治理取得了一定成
绩，得到了市民们的广泛认可，但是河底
淤泥聚集、冬季枯水期断流等都是今后
一段时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解决的问
题。尤其是针对多头管理的问题，应建
立健全管理机制，从行政体制上进行有
效整合，建立起领导负责制，彻底改变

“九龙治水”推脱责任的可能。人们越是
关心、关注这条河，城市的管理者就越应
该 及 时 发 现 问 题 ，着 手 立 刻 解 决 这 些
问题。

在很多兰州人看来，南河道的治理
没有终点。再细想想，没有终点的又岂
止一条南河道？

□采访札记

治理黑臭，难在哪儿？
李维

南河道平面示意图。

南河道治理前后对比图南河道治理前后对比图。。 白刘黎摄白刘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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