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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水库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的水源地，陕西省境内的汉江、丹
江年均入库水量达 289 亿立方米（汉江
273 亿立方米，丹江 16 亿立方米），占丹
江口水库年均入库水量的 70％，汉江、
丹江水质保持成为南水北调成败的关
键。位于汉江重要水源涵养区的汉中、
安康、商洛 3 市，为保一泓清水永续北
送，正持续做出巨大努力。

陕西省委、省政府在陕南发展定位
上确定了坚持生态优先、发展循环经济
的战略，按照循环、集中、工程、补偿、问
责的工作思路，加大汉江、丹江水质保
护力度，出台了《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
水污染防治条例》，制定了《汉丹江流域
水 质 保 护 行 动 方 案（2014~2017 年）》。
2014 年，汉江、丹江出省境水质分别稳
定保持在Ⅱ类和Ⅲ类，陕南3市如期完成
通水前后水质安全达标的阶段性目标。

将水质保护与循环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

自 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通水以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等受水区已收到近 4 亿立方米的南水。
潺 潺 而 来 的 南 水 ，有 七 成 来 自 陕 南 3
市。水源区 3 市水质的好坏，直接关系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成败。

按照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
陕西省全面建设水源涵养和水质保护
生态屏障，陕南 3市在水质保持、污染防
治、完善设施等方面下大力推进。陕南
3 市将水质保护作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并加大与循环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工作的
有机结合。

位于宁强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
宁强污水处理厂，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高
寨子镇。污水处理厂采用 CASS 活性污
泥法工艺对城市污水进行净化处理，每
年可削减化学需氧量 1095 吨、生化需氧
量 584 吨、氨氮 100 吨。“污水处理厂的
建成运行，对保护玉带河流域乃至汉江
中上游流域水质有重要意义。”宁强县
环保局环境监测站站长姚中华说。

如今的桃花谷水土保持生态科技
示范园在过去是一片荒山，水土流失严
重。实施南水北调丹治工程一期、二期
项目以来，园区采用先进的土壤渗滤床
和 FTBR 复合生化池处理技术，通过厌
氧处理、植被净化、生物降解等物理过
滤和生化代谢措施，实现污水零排放。

“通过生态治理，桃花谷俨然成为世外桃
源，成为‘秦岭最美是商洛’这句话最好的
注解。”丹凤县委外宣办主任樊利仁说。

2012 年，陕西省全面启动汉江陕西
段综合整治工程。2014 年 4 月，陕西省
划出水质红线，确保清水北上，出台了

《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水质保护行动方
案（2014~2017 年）》，要求到 2017 年底，
汉江、丹江出省断面水质全面达到Ⅱ类
标准。

探索进城居住、集镇安置、产业
园区安置等安置移民方式

“安康市 91.9%的国土面积属于限
制开发区，全市上下都把保护汉江水质
作为底线、高压线，303 万安康人全都参
与到了护水工作中。”安康市市长徐启
方日前在接受南水北调中线源头行媒
体团采访时表示。

为确保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十二五”期间，国家把
地处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的陕南 3 市
共 28县区全部列入重点治理区。

安康市为切实推进南水北调工作，
围绕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建
立了汉江水质保护的责任、监管、执法
和公众参与机制，及汉江水质保护联席
会议、联合执法、案件移送、监督检查、
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大力推广

“河长”制，实施网格化、流程化监管。
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思

路，安康市创新性地把移民搬迁和生态
建设、农民进城入镇、保障性住房、社区
管理创新等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探索出
了进城居住、集镇安置、社区安置、产业
园区安置、外迁和分散安置等方式。

截至 2014 年底，以生态、避险和扶
贫为目标的陕南移民搬迁工程已累计
完成投资 469 亿元，26 万户共 88 万余人
完成搬迁。大规模的避灾扶贫搬迁工
程，从根本上减轻了地质灾害对群众的
威胁，也从源头上减轻了人类活动对生
态的破坏。

为全面打赢护水保卫战，2011 年以
来，陕西省财政整合中央基建资金、污
水管网以奖代补资金、省级基建资金及
环境保护资金等，共投入 33.35 亿元，用
于陕南 3 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及
水土保持项目建设。“十二五”以来，陕
西省安排陕南循环发展、移民搬迁等工
程的重点建设项目资金达 130 亿元，有
力地推进了陕南循环产业发展、移民搬
迁和城镇化等重大工程建设。

截至 2014 年底，陕西省启动实施汉
江、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等

七大类项目共 168 个，已建成 69 个、在
建 99 个，已完成投资 51.09 亿元。至此，
水质保护工作合力不断增强，全民参与
的护水局面正在形成。

坚持绿色发展，重点发展生态
旅游产业

“2014 年，陕南 3 市实现生产总值
2247.32 亿元，增长11.4%，高于全省1.7个
百分点，连续 6 年超过全省平均增速。”
陕西省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朱昱指出，

“良好的水质既是南水北调成败的关
键，也是实现陕南绿色发展的动力。”

在素有秦巴水乡、石泉十美之称的
石泉县，一批风光旖旎的山林经济园区
吸引了众多游客。150 多家农家乐遍布
全县，带动了 5000 名村民从事旅游服务
行业。

坐落于西乡县的万亩生态观光茶
园，将茶文化与中国古典园林完美融
合，成为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集茶艺展
示、餐饮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
性园林。

汉江沿岸干部群众曾将保护生态
视为发展的阻碍，如今，他们已开始乐
享生态红利。一泓清水送京津不仅给
陕南地区带来了压力，也促使当地转变
发展观念，着力构建循环产业体系，加
快绿色经济发展。

安康市飞地经济着力打造循环发
展的惜水试验田。立足生态保护，破解

发展瓶颈，安康市飞地经济将转方式、
调结构与保护生态结合起来。

在“飞出地”方面，安康市对环境容
量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为增强生
态产品生产能力、合理发展适宜性产业
腾出国土空间，以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和完整性。在“飞入地”方面，坚决摒
弃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
扶持生态友好型产业强势崛起，打造引
领全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按照以飞地经济为代表的循环发
展思路，陕南 3市加快发展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现代物流等技术和资金密集、
污染能耗低、规模效益显著的新兴产
业，重点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同时，运
用新技术、新工艺促进矿产、茶叶、茧丝
等初级加工产业转型升级。

为保护这片惜水试验田，陕西省政
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水质的政策，
如全面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严格限制
在汉江、丹江主干流新建和扩建高耗
能、高污染项目，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企
业被关停。陕西省环保厅统计数据显
示，“十二五”期间，陕南 3市累计关闭污
染企业 240 余家，停建和整顿不符合环
保要求的建设项目 30 余个，黄姜皂素加
工企业由 109家减少到目前的 20余家。

有限制还要有监管。2014 年，陕西
省环保厅先后 3 次对汉江、丹江流域开
展专项督察，积极协调落实《丹江口库区
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规
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
划》，认真督促实施相关污染治理项目。

近日，陕西省决定对汉江、丹江流
域的重点项目开通绿色通道，严格执行
国家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增量的
30%用于生态建设和水质保护这一原
则，积极争取国家、省级资金支持，促使
部分未建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充分发挥
环境效益。

目前，陕西省已建成并运行市级水
质监测网络平台，对重要流域和重点控
制单元实行“河长”制，铁腕执法，对环
境违法案件零容忍。

笔者在紫阳县水利局监控中心看
到，汉江水质视频监控系统可以全方
位、24 小时在线监测汉江水质。当地在
沿江 75 公里的 6 个集镇安装了 40 台高
清红外摄像机，监控中心可以清晰地看
到沿江乡镇的江面情况。紫阳县重点
区域、“一江两岸”重点地段、重点区域
共安装了 28 个视频监控摄像头，对排污
现象进行监控管理，有力保证了沿江两
岸的清洁。

榆林市民曹锦飞近日在榆林河口
水库采风时，意外拍摄到了来此觅食的
数只火烈鸟。这种鸟类对自然环境十
分挑剔，他们的出现，很好地证明了这
座昔日塞外沙城生态环境的蜕变。

近年来，榆林市委、市政府紧紧围
绕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理
念，扎实推进节能减排，持续加大生态
环 境 建 设 力 度 。 如 今 ，在 榆 林 ，抬 头
可以望见湛蓝的天空，低头路边绿草
如茵，河流波光粼粼。走在大街小巷，
人们也切实感觉到，这里的环境越变越
美了。

2000 年以来，随着榆林市城区的快
速扩张，榆林市委、市政府根据世界城
市建设经验、国内新兴城市发展趋势及
榆林发展的现实需要，着力建设东、西、
南、北、中五大公园，分别是东沙生态公
园、大墩梁森林公园、三岔湾湿地公园、
红石峡生态公园、榆溪滨河公园。

作为榆林城区建设重点项目的榆
溪滨河公园，是集生态建设、城市防汛、
景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目前，

已建成的榆溪滨河公园是榆林市的生
态长廊、文化长廊、休闲长廊、运动健身
长廊和商业长廊，对于提升城市品位、
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打造园林城市和良
好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榆林市通过对榆溪河自然风光景
观带的建设，实现了水在城中、城在水
中、人在景中的美景，为榆林城区提供
了城市氧吧。

地处毛乌素沙地与黄土高原过渡
地带的榆林市，北部沙丘沙地绵延不
断，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块支离破
碎，生态环境脆弱。榆林市各级党委、
政府，始终坚持班子换、事不变、一任接
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长期不懈
地开展北治沙、南治土的造林绿化运
动。经过艰苦努力，榆林市的治沙防沙

建设取得了明显成就。
榆林市建设了绿色长廊、“三北”防

护林、退耕还林等九大绿化工程，北部
沙区仅存的近 50 万亩流动沙地得到了
全面治理，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目前，榆林全市造林保存面积达到
2092 万亩，建成了总长 1500 公里的 4 条
大型防风固沙林带。北部风沙区的风
沙危害大大减轻，860 万亩流沙全部得
到了固定、半固定，实现了区域性荒漠
化逆转，出现了人进沙退的良好局面。

在提高林草覆盖率的同时，榆林市
还兴水治旱，大力建设水利工程，实施
好骨干水源工程、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工程、淤地坝建设工程、节水灌溉工
程、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2014 年完成
造林 260 万亩，完成退耕还林 236.6 万

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800 平方公里。
2014 年 ，榆 林 全 市 新 增 绿 化 面 积

180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38.3%。成
功创建省级环保模范城市、省级文明城
市，全国卫生城市创建通过考核验收。
府谷县率先在全省建成省级环保模范
县，清涧县、定边县成功创建省级园林
城市。

此外，榆林市政府还通过减煤、控
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六大措施，推
进城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14 年，榆林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为 336 天，优良率为 92.1%，同
比增加 14 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高水
平。今年截至 11 月 20 日，榆林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 259 天，在陕西省名列
前茅。

本报讯 陕西环保产业集团与浙
江省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近
日在循环经济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将就餐厨垃圾处
理、电子废弃物拆解等项目开展技术
合作。

陕西环保产业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熊良虎指出，餐厨垃圾不规范处
理和非法利用，对环境、食品安全和
市民身心健康都带来不小隐患。环
保产业集团要发挥技术人才优势，加
快建设和运营集专业化、现代化、集
约化为一体的餐厨垃圾及电子废弃
物处置设施，发挥引领作用。

目前，我国的餐厨垃圾处理尚在
起步阶段，通常采用卫生填埋处理、

饲料化处理、好氧堆肥处理及生物厌
氧处理这 4 种工艺。其中，生物厌氧
处理技术自动化程度较高，废 弃 油
脂利用率高，更适合我国餐厨垃圾
的 处 理 。 此 次 双 方 合 作 将 充 分 考
虑到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
化处理，采用先进的处理工艺，将餐
厨垃圾预处理和餐厨垃圾厌氧发酵
相结合，有效解决餐厨垃圾的处理和
再利用。

据悉，陕西环保产业集团与长三
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还将在相关
项目实施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合
作，为构建完善的餐厨垃圾收运和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奠定基础。

南楠

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汉中市环保
局获悉，今年以来，汉中市已拆改燃
煤锅炉 653 台共 1552 蒸吨，完成下达
任务的 160%，提前两年完成燃煤锅
炉拆改任务。截至目前，全市仅剩
49台燃煤锅炉未拆改。

近年来，汉中市委、市政府坚持
循环发展、生态宜居的战略定位，启
动实施了汉江流域污染防治 3 年行
动计划，把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四大战
役之一，将推进燃煤锅炉拆改和气化
汉中作为大气污染治理战役的突破
口，集中力量推进。

汉中市政府制定了城市空气质
量考核办法，与各县区签订目标责任
书，将大气污染治理纳入年度目标考
核，增加考核分值，严格责任追究。

汉中市将加大煤炭减量力度和
提高奖补资金标准作为推进大气污
染治理的强力保障，在中心城区划定
禁煤区，禁止销售和使用烟煤。出台

了燃煤锅炉拆除改造奖补办法，在省
级标准的基础上，两次提高奖补标
准，市级奖补配套资金达到全省第
一，基本实现锅炉拆改无额外经济负
担，降低了采暖成本。目前，汉中市
各级已到位配套奖补资金 1.2亿元。

同时，针对城区内暂时无法用电
用气取暖的 7748 户贫困家庭，汉中
市政府每户免费发放 1 吨清洁煤，共
投入 500 万元实施清洁煤供应替换、
发放采暖补助等利民措施，不断加大
全市控煤力度。

燃煤锅炉拆改后，汉中市全年将
减少用煤 118 万吨，仅一个冬季就能
减少用煤 72 万吨，大大减轻了烟尘
及二氧化硫对大气的污染。据陕西
省环保厅通报，今年截至 11 月 22 日，
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共 264 天，优
良 率 为 81%，优 良 天 数 位 列 全 省 第
四，其中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位列全
省第一。 李奕慧

本报讯 为加快建设经济强、文
化兴、生态美的全国知名休闲养生城
市，铜川市从水泥企业突破，实施药
王山周边水泥企业环境治理工程，取
得显著成效。今年截至 11 月 22 日，
铜川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257天。

铜川市作为资源型工业城市，曾
经饱受污染之苦，被誉为从卫星上看
不到的城市。水泥是铜川市的支柱
产业，水泥粉尘也成为大气污染的首
要污染源。铜川市从川口地区周边
的水泥企业突破，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实施了药王山周边水泥企业环境
治理工程。

2012 年开始，铜川市早于国家
产业政策实施了水泥企业淘汰拆除
工作，共筹措资金 3 亿元，重点用于
拆除补偿、职工安置、债务清理和拆
除工作。药王山周边共有水泥企业

9 家，产能 1000 多吨，涉及职工 3687
人，产值 22 亿元。现已完成 6 家企业
厂房、生产设备的拆除和场地清理任
务，两家企业已停产关闭，1 家企业
正在做拆除前的准备工作。

药王山周边水泥企业全部拆除
后，年可减少燃煤 6.5 万吨，削减排放
粉尘两万吨、二氧化硫 1000 吨、氮氧
化物 2900 吨。同时，铜川市加快恢
复药王山周边生态环境，先后投入
1.5 亿元，建成了 300 亩水域和 100 亩
芦苇湿地等。如今的药王山周边，已
成为市民休闲和锻炼的好去处。

此外，铜川市在燃煤机组超低排
放改造、淘汰落后产能、产业转型升
级等方面均走在全省前列。如今，煤
城不烧煤，水泥大市无立窑，铜川市
已探索出一条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
展之路。 肖成仵博

本报讯 咸阳市近年来不断推进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坚持投入向
农村倾斜、环保设施向农村覆盖、环
境监管向农村延伸的工作举措，农村
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2012 年，陕西省政府将咸阳市
秦 都 区 、渭 城 区 、永 寿 县 等 8 个 县

（市、区）列为全省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示范县。3 年来，咸阳市按照城乡同
治、标本兼治、典型示范、全面推进的
总体思路，充分利用国家、省、市、县
4 级资金共 2.7 亿元，在 51 个镇 458
个村实施示范项目 769 个，受益人口
达 74.8万。

为确保整治效果，咸阳市将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纳入市县目标责
任考核，市委、市政府督查室每月督
办工作进展，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定
期收集情况，市农环办实行领导包
抓。咸阳市坚持对整治工作进行季
度排名，并将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在媒
体公示。

“我们现在浇地用的是村污水处
理站处理过的水，村里的卫生由专职
保洁员负责，村民人人都成了环保监
督员。特别是环保部门环境普法宣
传的常态化开展，使我们的自觉性不
断增强，往日污水横流、臭气熏人的
现象一去不复返了。”刘孟村村民王
万里一边指着村里的污水处理站，一
边说。

咸阳市环保局在农村环境连片

整治过程中，坚持两手抓、两手硬。
一手抓农村垃圾的收集、转运、处理
体系建设，一手抓垃圾规范化处置。
在示范区域内，全市基本达到了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回
收处理流程。先后建设生活垃圾治
理项目 35 个、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66
个、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项目 88 个、畜
禽养殖项目 42 个及垃圾分拣、垃圾
集中堆放等项目 80个。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咸阳市立足实际，探索和完善了
一整套农村环境整治的咸阳模式。

渭城区结合自己距城区近、人口
多的特点，建成了规范化、库容较大
的垃圾填埋场。旬邑县张洪镇的很
多村庄，垃圾收集规范及时，垃圾箱、
垃圾桶设置合理美观，村容村貌发生
较大变化。永寿县长宁镇垃圾填埋
场建设规范，专人保管，投入使用及
时，效果明显。武功县及时清理畜禽
养殖粪便，建设地下沼气池，既有效
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又方便了群众
日常生活。秦都区李都村、武功县苏
坊镇等通过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解决
了长期以来污水直排的问题。

这些示范项目的实施，基本消除
了垃圾乱倒乱放、污水横流的问题。
通过示范引领，咸阳市涌现出了一批
环境优美的村镇，农村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

肖颖 孙亚军杨波

开展技术合作 采用先进工艺

加强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

汉中完成燃煤锅炉拆改任务
拆改燃煤锅炉 653台

铜川实施水泥企业治理工程
年可减少燃煤 6.5万吨，削减排放二氧化硫 1000 吨

咸阳探索连片整治新模式
3年实施 769个示范项目，受益人口达 74.8万

榆林造林260万亩，治理流沙860万亩

昔日沙城绿景俏 塞外飞来火烈鸟

◆李涛

投资51亿元，实施168个水污染防治项目，加快绿色经济发展

陕南持续发力清水永续北送
◆王青

图为清澈的汉江水。 李仁义摄

出台了《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制定
了《汉丹江流域水质保护行动方案（2014~2017年）》。

以生态、避险和扶贫为目标的陕南移民搬迁工程已累
计完成投资469亿元，26万户共88万余人完成搬迁。

“十二五”以来，陕西省安排陕南循环发展、移民搬迁等
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资金达130亿元。

陕南3市加快发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技术和资金
密集、污染能耗低、规模效益显著的新兴产业。

2014年，陕西省环保厅先后3次对汉江、丹江流域开
展专项督察，认真督促实施相关污染治理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