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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也没有太多
的关注，各项整治工作却在有条不紊实
施。

一项项新建立的工作制度，一根根
新铺设的污水管网，一段段正在整治的
河涌，一个个被取缔的非法养殖场，见
证了 2015 年广东省惠州市“两河”整治
稳健的步伐。

2015 年 10 月 的 水 质 监 测 数 据 显
示，淡水河紫溪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分 别 下 降 26.5% 、
18.4%；潼湖平塘断面分别下降 44.4%、
37.4% ，赤 岗 村 断 面 分 别 下 降 47.1% 、
36.8%。

“要以持之以恒的毅力、坚持不懈
的努力，不断改善‘两河’流域水质，造
福两岸人民，保护东江水安全。”惠州市
委副书记、市长麦教猛说。

自觉行动久久为功

在新起点上推动流域环境治理，犹
如珠峰登顶，每前进一步，难度就增添
十分。

与 3 年前人大监督考核节点相比，
今 天 的“ 两 河 ”治 理 少 了 些 激 情 与 热
烈。真金白银的持续投入却难以换来
水质较大的改善，难免让人有些心灰
意冷。

但流域环境治理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稍有松懈，不仅水质难以改善，
甚至前功尽弃。

7 月 13 日，惠州市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惠州市 2015 年淡水河
潼湖流域污染整治目标任务》，继续把

“两河”污染整治工作纳入各区党政“一
把手”环保责任考核，对未能如期完成
任务的，进行严肃问责。

“‘两河’整治关系东江水质安全，
不但是重要的环保任务，更是关键的政
治任务。”

9 月 18 日，惠州市再次召开“两河”
整治工作会议，要求流域各地要以持之
以恒的毅力、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改
善‘两河’流域水质，造福两岸人民。

改善“两河”水质，造福两岸人民，
绝不为了考核而治水——有了这样的
清新和自觉，治水成为真正的民生工程
和民心工程。

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挂点督导和
“三个一”工作制度，由市环保局向“两
河”各区派驻督导组实施挂点督导，实
施每半月一督导一报告，严格考核问
责；同时，“两河”各区分别制定了重点
项目倒排工期表，工作安排细化至每
周，严格实施“一镇一班子、一项一计
划、一周一督查”制度，强力推进“两河”
整治工作按计划实施。

2015 年，惠州市成为广东省人大首
批 授 权 行 使 地 方 立 法 权 的 地 级 市 之
一。为保护和改善水环境保护，惠州市
将首部地方性法规确定为《惠州市西枝

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
“淡水河是西枝江主要支流，也是

西枝江水系保护的重点区域。”参与立
法调研的市人大代表表示，此次立法充
分吸收了淡水河污染整治的经验与教
训、整治中发现的问题和难点，今后将
在法律层面得以解决，进一步加快整治
步伐，加大整治力度。

不久前，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新出台
的一份文件《仲恺高新区“河委书记制”
实施方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区河
涌整治规格升级，继“河长制”之后，在
全省首创“河委书记制”。

11 位区领导担任全区 11 条污染河
涌的“河委书记”，为对应挂钩河涌的党
委第一责任人，实行“一对一”负总责
制。“河委书记”主要负责组织责任单位
开展挂钩河涌的水质和污染源现状调
查，督促指导制定水环境治理规划和
实施方案，推动河涌整治工程项目实
施，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确保完成水环境污染整治的目标
任务。

方案通过仅 3 天后，仲恺区主要领
导及 11 位挂钩“河委书记”亲临一线，
督导全面启动河涌污染整治工作。

攻坚克难补齐短板

与前期攻坚战阶段相比，如今持久
战时期的治水工作遇到的多是难啃的硬
骨头。以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为例，当一座
座污水处理厂拔地而起后，埋在地下、延
伸到千家万户的污水管网则是建设的重
中之重。否则，直接影响污水处理厂运
行成效，使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然而，资金更多、征地更难、施工更
难等诸多困难，让污水管网建设成为各
地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最大的“瓶颈”。

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惠州市确定
了“集中资金、有序推进、重点突破、步
步为营”的污水管网建设原则。有了这
样的工作态度与方法，1 年来污水管网
建设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

2015 年，惠州市“两河”流域，新建
成污水收集管网 51 公里。在马蹄沥筑
坝截流河水送至惠阳城区二厂进行处
理，在张河沥东侧实施了沿线截污工
程，基本完成了辖区内龙岗河惠深下陂
断面至西湖村断面插花地全部排污口
清理接驳。

在淡水河畔的惠阳区污水处理厂
第二期工程现场，记者看到，又黑又臭
的污水经过一番处理后，化作汩汩清流
流入淡水河。

“以前，这些又黑又臭的生活污水
就是直接流入淡水河的。”据污水处理
厂负责人介绍，今年 3 月，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6 万吨/日）通过试生产，4 月
底通过环保验收。工程总投资为 2.1 亿
元，建设截污管网总长 65.1 公里，服务
秋长、淡水街道人口约 30 万，服务面积
达到 50 平方公里。“考虑到长远需要，
污水主干管按截污量 20 万吨/天标准
建设，直径达 1.8米。”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污水处理厂执
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以及广东
省《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DB44/
26-2001）中第二类污染物第二时段一
级标准，用更严格的排放标准，提高水
质处理效果。

对流域内未纳入城市污水管网收
集的部分农村地区，惠州市以“美丽乡
村·清水治污”行动为平台，加快推进农
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今年仅“两河”流
域就新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21
座，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针对流域水质总磷指标上升较快
的原因，惠州市还开展了污水处理厂提
标升级工作。惠阳城区一厂、仲恺一二
期、陈江一期、沥林等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提标改造方案，均已通过专家评审。

“看，有人在钓鱼！”走在惠阳淡水
河畔半岛公园，两岸树木葱葱，景色宜
人。微风吹 来 ，河 水 泛 起 涟 涟 波 漪 ，
不 时 还 能 看 见 白 鹭 鸟 悠 闲 地 立 在 水
岸旁。

“尽管氨氮指标仍偏高，但与前几
年相比，水质感官已有较大改观。过去
水是又黑又臭的，人们都不太愿靠近。”
惠阳区环保局同志说，近年来惠阳区投
入大量经费，开展淡水河综合整治一、
二期工程以及 10 余条镇级小河涌污染
治理，其中今年新整治 7条镇级河涌。

省 政 府《南 粤 水 更 清 行 动 计 划
（2013~2020 年）》的要求，全市每个建制
镇（街）每年都要整治一条以上污染较
重的河涌，全市共有 63 条镇级河涌列
入整治计划。1 年多来，惠州市各地强
力推进河涌整治工作，努力让每条河涌
成为城市靓丽景观，成为市民休闲好去

处。仅“两河”流域，截至 10 月，淡水河
二期工程一标段已完工；大亚湾坪山
河 、石 头 河 分 别 完 成 工 程 量 的 35%和
18%，正在加快推进；每个镇（办）开展
一条河涌污染整治工作，其中横岭水新
圩段、沙田大沥河、三和沙田河、三栋木
沥河污染整治已基本完成，沥林埔仔河
完成 60%，镇隆镇隆河、潼湖下湖河、淡
水古屋水开展了垃圾清理、底泥清理
工作。

潼湖湿地一直是惠州市“两河”流
域环境整治的重点之一，也是难点之
一。10 月 30 日，省环保厅与广州军区
联合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共商潼湖流域
污染整治。惠州市环保局积极配合做
好相关工作，制作了《潼湖流域污染整
治现状与未来》视频汇报片，积极推动
军垦农场污染治理。

重典治污严防反弹

“两河”流域氨氮超标，畜禽养殖废
水是罪魁祸首。继 2007 年、2010 年两
次大规模的畜禽养殖清理整治工作后，
今年惠州市启动新一轮畜禽养殖污染
整治行动，并将 9 月底前全面完成禁养
区畜禽养殖场的清理，确定为“死目标”

“硬任务”。
“有猪就没有官帽，要官帽就没有

猪。”最直白的话语彰显出惠州市坚决
打击非法养殖场，严防养殖场反弹的决
心。看到市领导坚决的态度，“两河”流
域区县各镇整治也动了真格。

“雷霆出击，仅 6 月 28 日 1 天时间，
3 个 村 同 时 行 动 ，清 拆 97 家 非 法 养 猪
场。”博罗县龙溪镇镇委委员周惠祥告
诉记者，该镇建立了“村主任负责、相互
监督”的工作机制。全镇 20 个村委会
分成了 4 个工作小组，一个组包干 5 个
村。到了哪个村，哪个村的村主任就担
任小组长，负责清拆工作，其他 4 个村
主任做副组长配合，同时相互监督。

据不完全统计，5 月 27 日至 7 月 2
日，短短 1 个月间，博罗县就拆除规模
以上非法养猪场 163 家、规模以下非法
养猪场 312 家，清理生猪 15.32 万头，有
效地推进了市环保局和市监察局挂牌
督办的马嘶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在大亚湾区，猪场整治行动也打了
场漂亮仗。截至 6 月底，全区 104 个非
法养猪场已被全部拆除（含劝退）。

“‘精细化管理’是我们的撒手锏。”
大亚湾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建立猪场

“备案录”，猪场的位置、生猪的存栏数、
养殖户的家庭情况等都有详细的记录，
每个猪场还附上了照片。“全区 104 家
非法畜禽养殖场我们一一核查、拍照、
记录，建立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形成‘一场一策’，然后采取针对性措施
进行整改，细化工作方案。”

此 外 ，对 于 建 在 山 上 或 者 果 林 里
的、隐蔽性很强的非法养殖场，大亚湾
建立了有奖举报制度，群众举报非法养
猪场一经核实，可得到 500 元的奖励。

“举报电话公布之后，几乎每天都有线
索，成效非常明显。”

然而，整治行动并非一帆风顺。大
亚湾澳头街道某养殖户，自恃是当地群
众、从事养殖长达 20 多年，多番阻挠清
拆。大亚湾环保局果断启动环境损害
评估，同时联合公安部门对其进行约
谈，在法律的压力下，该养殖户于 6 月
中旬主动进行了清拆。

6 月 8 日，博罗县龙溪镇一些养殖
户在个别不法分子的唆使下，走上广汕
公路，妄图通过围堵公路的方式迫使整
治让步。当地镇政府配合县政府立即
组织大批警力对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人
员进行处理，分别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
行处罚处置。

根据《惠州市 2015 年畜禽养殖业

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畜禽养殖业
清理整治工作由市农业局牵头。对此，
市环保局负责人表示，这并不表示环保
部门撒手不管，相反今各地环保部门还
要加大巡查力度，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和
各镇政府取缔禁养区非法养殖场，严防

“死灰复燃”。
整治“两河”流域过程中，也总有突

发情况考验着惠州。9 月 27 日下午，有
居民发现惠州小金口兴隆西二街靠马
岭路段的小河突然呈一片猩红色，一处
排水管里，红色污水不停地流出，现场

“血流成河”。
惠州市惠城区环保分局工作人员

当即奔赴现场调查取证。通过调查摸
排最终确认，排入河涌的红色污水来自
一夫妻开设的宝石加工作坊，执法人员
立即责令其停止排污，并将相责任人移
送公安机关控制。

顺藤摸瓜。惠州市环保局牵头组
织惠城区环保分局和博罗县环保局对小
金河区域内宝石加工企业开展全面排查，
对排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截
至目前，惠城区共查处了 11家宝石染色
加工企业，其中，对 7 家立案查处，4 家
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6人。

除此之外，今年以来惠州市环保局
还联合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开展了 4 次
淡水河流域两市插花地域联合交叉执
法检查。

2015 年，全市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严打各类污染环境违法行为。截至 10
月底，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3.2 万多人
次，检查企业 1.3 万多家次，查处环境违
法 案 件 1676 宗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金 额
5211 万元。其中，适用新环保法查处的
违法案件 204 宗，包括责令停产停业案
件 177 宗、实施查封扣押案件 18 宗、责
令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案件 5 宗、移送
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案件 4 宗。全市共
受理环境信访案件 1 万余宗(次)，处理
率 98%以 上 ；收 集 处 理 网 络 投 诉 3157
条，处理率 100%。

小河流水润无声
——惠州持续推进“两河”环境整治

◆黄慧诚李佳伟

治理后的淡水河水质明显改善，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郭京衢 霍晓杜力

吉林省白城市是吉林省西部重要的生态屏
障，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如何
走出生态困境，破解生态难题，成为白城市的首
要问题。

白城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吉林全省西部
生态经济区建设定位，从环保机制、生态布局、
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等方面入手，以环保作为引
领，全面优化地区生态格局。

对环保工作通盘谋划、系统设计

2012 年白城市第五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
“环境立市、兴工强市、创业富市”三大战略，把
生态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为探
索构建环保工作新机制和新格局，白城市在全
市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大调研、大讨论活动，对
生态工作进行通盘谋划、系统设计。

白城市全面构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政
府全面负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管、相关部门各负
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保护新格局。成立
了由市长任主任，由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园
区）管委会及 32个市直部门组成的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全面负责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为进一步强化环保考核，白城市出台了《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全省
率先以文件形式明确了市直 32 个部门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职责。同时，建立了严格的监督考评
体系，包括人大、政协每年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
一次视察和协商质询；市政府每年与各县（市、
区）政府、开发区（园区）管委会签订绩效考核责
任书，与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一起，实行

“一票否决”；组织部门加大对县（市、区）党政班
子生态环境考核权重；审计部门开展干部资源
资产责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
究问责和责任倒查机制等。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周
期长，任务重。白城市委、市政府引入环保市场
机制，在生态环境保护市场机制建设方面推出
了 4 项新举措，包括建立生态补偿和环境资源有

偿使用机制，争取国家政策资金对湿地、公益
林、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等实行生态补偿，弥补地
方财力不足；按照省政府确定的化学需氧量、二
氧化硫两项试点指标，有序推进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逐步放开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建
立排污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的治污新机制；扩大
政府购买环境服务，全面开放环境服务性监测
市场。

同时，白城市持续实施植树造林治理黄沙、
土地整治治理盐碱、生态补水治理湿地退化、退
耕还草治理草原退化和环保有机食品基地建设
等 5 大治理工程。工程实施后，树绿了，草多了，
湿 地 回 来 了 ，生 态 环 境 得 到 根 本 持 续 改 善 。
2013 年、2014 年白城平均降水量分别达到 459.7
毫米和 473 毫米，远高于常年 383.8 毫米的平均
水平。

实施六大工程，加大投入，补齐短板

白城市以大气环境治理、水环境治理为突
破口，以环保治理为重点，实施燃煤电厂专项整
治、供热企业整合集中、燃煤小锅炉淘汰、推动
污水处理厂基建工程、加快污水处理配套管网
建设等 6项环保工程。

白城市现有电力装机总规模为 418.4 万千
瓦，其中火电装机 179.6 万千瓦。几年来，白城
市不断加大热电厂环保设施改造工作力度，对
现有机组进行改造。截至目前，吉电股份白城
发电公司先后投资 2.26 亿元进行脱硫、脱硝、除
尘改造，削减二氧化硫 17000 吨、氮氧化物 6984
吨。国电龙华电厂投资 1.26 亿元实施脱硫、脱
硝 改 造 ，削 减 二 氧 化 硫 5900 吨 、氮 氧 化 物 100
吨。洮南热电厂投资 0.8 亿元进行脱硫、脱硝、
除 尘 改 造 ，削 减 二 氧 化 硫 50 吨 、氮 氧 化 物 80
吨。经过集中整治，白城的 3 家热电厂全部实现
达标排放。

白城市几家热电厂在持续贡献电能的同
时，还产生了大量富余热能。为充分挖掘这一
潜在资源，白城市委、市政府全面启动热电联
产 ，用 3 年 时 间 将 20 家 供 热 企 业 46 台 锅 炉 共
1584 蒸吨全部整合，实现城区供热一张网，统一

调度，调峰运行。
目前，通过采取招商引资、市场化运作、财

政补贴和 PPP 模式等多种方式整合供热企业，
全市已有白城市热力总公司、白城市中兴热力
有限公司等 4 家供热公司实现热电联产，共取缔
燃煤供热锅炉 11 台，实现供热面积 520 万平方
米，占热电联产整合任务的 39%。

白城市所属县（市、区）积极借鉴这一做法，
整合供热企业，实施热电联产。镇赉县实施生
物质发电，整合两家供热公司，取缔燃煤锅炉 4
台；大安市整合 1 家供热公司、退城入园 1 家供
热公司，取缔燃煤锅炉 13 台；洮南市整合两家小
供热公司，取缔燃煤锅炉两台；通榆正在积极探
索风力发电取暖新模式。

通过集中供热企业专项整合，全市共削减
二氧化硫排放 502吨、氮氧化物排放 140吨。

同时，白城市借助电厂富余热能，采取集中
配送热水、以奖代补等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加
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投入以奖代补资金 320 万元，淘汰燃煤小锅炉
282 台，2015 年末淘汰率达到 85%，2016 年将全
部消灭燃煤小锅炉，在全省率先完成 10 吨以下
燃煤小锅炉整治任务。

2015 年初，白城市政府将 6 个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和中水回用建设全部列为各县（市、区）
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市环保局对项目建设实行
月调度，市政府督查室对污水处理厂项目进行
专题督办，下发通报。对进展较慢的县（市），分
管市长直接与当地政府主要领导通电话督促。
各县（市、区）政府采取贷款、垫付和分期付款等
多种形式，全力破解资金难题。目前，洮南市污
水处理厂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其余 5 个污水
处理厂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安装设备，年
底全部能够完成任务并投入运行。同时，增加
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加大雨污分流改造力度，进
一步提高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

通过全方位、多维度、多渠道的措施和机制
综合运用，2014 年，白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93.7%，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
到 100%，嫩江出境断面水体和洮儿河断面水质
均达到国家规定Ⅲ类水标准。

完善机构 严格考核 立足重点 谋求突破

白城强化治理优化生态格局

江苏省扬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经过近两年的调研、认证，与广东省
深圳市博安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发了扬州市环境监
测中心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 GPS 定位采样、质量效能全程
跟踪、数据报告智能审核的新型信息管理系统。

据了解，通过全面的监测业务管理，使环境监测业务趋于规范化、
标准化；通过规范化的平台建设，使实验室资源集中统一管理，提高各部门
信息交流效率；通过实现环境监测业务全过程管理，建立统一的电子数据
库及电子归档系统，满足实验室对分析结果和分析过程的可追溯性要求。
这是扬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扬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是以现代化实验室
管理思想、ISO17025 标准和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存储技术为
基础，集分析技术、人员、仪器设备、试剂、方法、文件、标准、环境、质量
控制管理于一体的高度集成化综合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网络化任务
分配、样品管理等全过程综合管理。

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子系统包括：检测业务流程管理子系
统、资源管理子系统等多个系统。本次一期项目建设的系统有检测业
务流程管理子系统、资源管理子系统、系统管理子系统。据悉，扬州市
环境监测中心站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牵头，并
组织和指导项目前期的调研等工作；由深圳市博安达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系统的建设、培训和推广。

项目有哪些特色？

一是对监测计划进行管理。提供监测计划管理模块，实现年度监
测工作计划（监测大纲）在系统中编制、分解、手工或定时自动下达监测
任务、汇总数据编制上报报表的全过程支撑。

二是对任务进行管理。基于工作流引擎，系统支持监测业务类流
程和管理类流程。监测业务流程管理包括：污染源监督监测等。除了
上述业务流程外，系统还支持实验室管理相关的工作流程，包括受控文
档的创建等。

三是任务档案一键归档。通过一键归档功能，将监测任务从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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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或内部下达）开始到监测报告签发，整个
过程的所有文档自动生成并转换成 PDF 文档
存档，实现将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数据生成符合
质量体系要求的记录表格的格式，提供实时查
询、下载、打印存档功能。

四是检测质量管理。实现检测过程的质
量控制，在编制采样计划、采样、实验室分析中
能够添加空白样等质控样品，分析结果是否符
合质控要求。同时，系统实施对各种影响检测
质量的状态进行预警或报警，实现对影响监测
质量的过程管理。

五是数据智能审核。自动计算质控样品
的质控结果，计算的结果实时反馈给相关责任
人。在分析、数据审核、数据质控、报告编制和
报告签发过程中，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分析结果
的相关性等，大量减少相关岗位的工作量。

项目建成后产生多大作用？

一是建立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资源共享

便利。通过实验室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实
现对监测对象、人员基本信息等资源形成统一
的信息管理平台，提高了资源管理、利用的效
率，解决资源管理分散的问题。

二是数据智能审核，提升工作效率。系统
解决了分析过程表单多样、计算过程复杂问
题，通过 Excel 中集成计算公式或网页中配置
计算公式，解决分析计算复杂问题，同时完成
过程数据电子存档。另外，数据审核工作关注
的信息是多方面的，根据数据审核要求，要综
合关注到人员、方法等多方面要求，系统已经实
现相关功能，提高了数据审核的效率及准确性。

三是建立统一的业务数据台账，任务可溯
源。通过对监测业务全过程管理平台建设，监
测数据统一管理，全过程电子、纸质技术记录
集中管理，所有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统一归
档，提供快速的查询功能，满足实验室对数据
的可溯性要求。

◆谢安澜汪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