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破解重金属污染治理难题
颁发技术标准和指南 分类治理历史遗留废渣

◆本报通讯员岳植行

记者近日走进贵州省清镇市青龙村，
春日阳光下的东门河沿岸，充盈着宁静的
绿色，曾经被重金属汞污染的土地现
已树木林立，生枝发芽。青龙村仅是贵
州治理重金属污染的成功案例之一。

近年来，贵州省根据本地重金属
污染特点，对重金属污染防治进行了
有益实践。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历史
遗留废渣，防治重金属污染水源地，
同时还形成了成熟的相关制度、标准
和技术指南，为进一步治理重金属污
染积累了经验。

历史遗留废渣问题复杂，综合施治
对汞渣进行固化处理，开展涉汞尾矿库地质环境综

合整治

据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
员肖唐付介绍，贵州伴生矿特别多，
加之传统采冶技术落后，导致贵州重
金属污染具有复杂性、治理难度大、
见效慢等特点，给治理带来困难。贵
州省环保厅污防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长期的资源开发中，贵州遗
留了大量废渣，而当初进行资源开发
与利用的企业大多为濒临破产的老
国有企业，无力承担高昂的治理成
本，并且，废弃矿山或矿场地处边远
山区，地方经济相对落后，导致废渣
污染问题较复杂，也给部分地区生态
环境带来污染隐患。

比如，铜仁市万山区，曾经是辉
煌的“中国汞都”。今天，在结构转
型、环保要求日益提高的形势下，当
地许多汞矿停产倒闭，留下漫山遍野
的含汞废渣。万山区的梅子溪村便
是当地遭受汞污染的区域之一。

自 2012 年以来，当地政府相关
部门安排重金属专项治理资金，用于
梅子溪村生态修复治理。对梅子溪
村残留的汞渣进行固化处理，并开展
对涉汞尾矿库地质环境的综合整治，
完成万山矿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
和汞渣堆场综合治理工程。

其中，投资 1.2 亿元的万山汞矿
资源枯竭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

点工程，曾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批
复支持，并对矿山公园周边区域进行
综合治理。

治理后的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梅
子 溪 村 含 汞 土 壤 汞 元 素 含 量 下 降
80%，农 田 土 壤 汞 污 染 得 到 有 效 修
复，环境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控制。

由于铜仁市重金属污染和治理
方式具有典型性，去年，被列为 6 个
国家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之
一，将在污染源头预防、风险管控、治
理与修复、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
探索，创新方式方法，总结经验，向全
国其他地区推广。

记者了解到，铜仁市政府为配合
国家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
设，目前编制完成了《贵州铜仁典型区
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方案》。

近日颁发的《贵州省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贵州土十
条”）明确，铜仁市将在地方立法、政
府规章、标准规范和管理机制建设等
方面积极探索，2020 年底前，出台土
壤污染修复治理工程项目竣工验收
技术规范。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贵州省
共投入约 6 亿元资金开展历史遗留
污染治理，治理重金属废渣约 600 万
吨，恢复受污染土地近 2000 亩。

严防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风险
组织专家论证治理方案，尝试分区分类治理，全省地

表水国控断面重点重金属污染物 100%达标

贵州还通过严控饮用水水源地
风险，预防重金属威胁水源地安全。
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作为土壤环
境重点监管区域。

贵州省荔波县播荛乡和甲良镇
位 于 县 城 饮 用 水 源 备 用 水 源 地 上
游。在这两个乡（镇），20 世纪 80 年
代，部分村民曾使用落后的土法工艺
炼砷，产生的废渣堆放在荒坡、沟谷
和洼地中，严重威胁了饮用水源地安
全。

由 于 砷 渣 污 染 治 理 在 贵 州 没
有先例，省环保厅多次组织专家论
证 治 理 方 案 ，尝 试 进 行 分 区 、分 类
治理。

黔南州监测站监测报告显示，雨
污水收集池中总砷均值大幅下降，达
到地表水Ⅰ类水质标准，处理效率为
95.5%。有效控制了含砷污染物进入
周围环境，防止重金属对饮用水源、
灌溉水源及荔波风景名胜区水源的
污染。

“功夫不负有心人”，贵州对全省
水源地进行重金属污染防治，有效控
制了土壤及水源地污染风险。目前，
贵州省地市级及以上集中式地表水
饮用水水源地共 25 个，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达标率为 100%。另外，地表
水国控断面 8 个，重点重金属污染物
达标率也达 100%。

过 去 ，由 于 采 冶 技 术 落 后
等原因，贵州重金属污染具有
复杂性，治理难度大、见效慢。
贵州的重金属污染状况在全国
具有典型性。如何既治理影响
老百姓生产生活的突出污染问
题，又避免盲目投入，不让人、
财、物打水漂，是摆在贵州面前
的一道待解难题。明确思路，
持之以恒，才能事半功倍。贵
州的做法是，抓关键、找重点，
以防控风险为主，抓住严重威
胁环境安全、威胁百姓健康的
重金属污染隐患，敢于投入，进
行科学、系统的治理。

早 在“ 十 二 五 ”初 ，贵 州 就
根据当地重金属污染特点，开
展了治理实践，积累了有益的
经验。

历 史 遗 留 的 废 渣 、饮 用 水
水源地上游的尾矿库和涉重金
属落后产能企业，这些极有可
能给周边环境和饮用水水源地
带来污染。

贵州投入近 6 亿元对历史
遗留的废渣或废渣尾矿库进行
治理，恢复受污染土地近 2000
亩，有效控制了给周边带来的

环境风险。
饮用水水源地上游的矿渣

对饮用水水源地带来很大安全
隐患。贵州对这些矿渣进行分
区、分类治理，不但饮用水源地
免于遭受污染，还保护了美丽
的旅游生态环境。

近年来，贵州还关停淘汰百
余家涉重金属落后产能企业，从
源头上，铲除了“脏乱差”污染源。

贵州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布
局，制订方案，要求新建项目必
须有明确的排放总量，从源头
上控制新增重金属排放量的过
快增长。

土 壤 污 染 修 复 ，技 术 是 关
键，需要标准和技术指南予以
规范和指导，从而保证治理工
艺适合项目、过程科学、效果达
到预期。贵州根据需要，在实
践中逐渐形成了相关标准、技
术指南，为重金属污染治理提
供 了 规 范 性 支 撑 和 技 术 人 才
储备。

贵州抓住了重金属治理的
关键，防控了风险，探索并形成
了比较成熟、有效的治理方式，
其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短评

山东将制定土壤治理修复规划
对严重污染土壤环境、群众反映强烈的企业进行挂牌督办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董若义

山东省政府日前印发《山东省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左右，污染
地 块 安 全 利 用 率 达 到 90%以 上 。 到
2030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

在全面梳理国家“土十条”各项任
务要求，分析查找全省土壤污染防治
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山东省提出了土
壤污染防治的主要任务、具体措施和
有关要求，为全省土壤污染防治指明
了方向。

建立省、市、县3级土壤预警
和应急监测体系

《方案》提出，加强土壤环境质量
监测，今年年底前，完成国控和省控监
测点位设置，基本建成土壤环境质量
监测网络，各地可根据实际增设点位，
增加监测项目，提高监测频次；2020
年底前，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省、市级和重点县 (市、区)环保部
门应具备土壤环境监测能力，所有县
级环保部门应具备土壤采样与制样能
力，为此，各级每年要至少开展 1 次土
壤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培训。

建立省、市、县 3 级土壤预警和应
急监测体系，各级政府及企业编制的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测预案和方案中
要包含土壤应急监测内容。对重点监
管企业 (区域)布设预警监测点位，开
展加密监测和数据分析、预报，采取

“趋势预警和超标预警”的模式，开展
预警监测和预报。

严控新增污染土壤，强化污
染地块治理与修复

《方案》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对
未利用的土地要加强环境管理，定期
开展巡查，合理开发利用。依法查处

和严厉打击向滩涂、盐碱地、沼泽等非
法排污、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

企业对现有土壤污染未采取有效
措施消除或减轻污染危害，不得建设
除节能减排、污染治理和清洁生产以
外的其他项目，有关部门不予办理开
工手续。自今年起，有关市、县 (市、
区)政府要与重点行业企业签订土壤
污染防治责任书，明确相关措施和责
任，责任书向社会公开。

对已污染地块，按照“谁污染，谁
治理”的原则明确治理与修复主体，责
任主体灭失或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
所在地县级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今年年底前，制定山东省土壤污
染治理与修复规划，明 确 重 点 任 务 、
责任单位和分年度实施计划。开展
土 壤 污 染 治 理 与 修 复 试 点 ，探 索 适
合 本 地 的 土 壤 污 染 治 理 与 修 复 技
术。实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终身
责任制，对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要依
法进行追责。

明晰责任主体，将与17个市
签订目标责任书

《方案》明确，地方各级政府是《方
案》的实施主体，要制定并公布具体工
作方案，确定重点任务和工作目标，明
确 部 门 任 务 分 工 ，实 行 定 期 调 度 督
促。山东省政府将与 17 个市人民政
府签订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分
解落实目标任务。

要加强部门协调联动，环保部门
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农业、住建、国土、林业等部门分别
负责农用地、建设用地、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林地湿地管理保护等各类土地
利 用 过 程 中 的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监 督
管理。

《方案》要求，有关企业要落实治
污责任，将土壤污染防治纳入环境风
险防控体系。各级环保部门充分利
用 环 境 监 管 网 格 ，开 展 重 点 行 业 企
业 专 项 环 境 执 法 ，对 严 重 污 染 土 壤
环 境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企 业 进 行 挂
牌督办。

移动快检站让百姓吃上定心丸
上海普陀市民有福了，买完菜可当场检测农药残留

本报记者蔡新华 实习记者李庚
阳上海报道 上海市普陀区日前启动

“百姓食品移动快检站进社区”活动。
据普陀区市场监管局有关人士介绍，
在区超市、菜市场、小区设点，为市民
提供免费检测农药残留等是否合格，
让老百姓吃得放心。

普陀区的 4 个百姓食品移动快检
站分别设在莲花公寓、曹杨花苑、长风
二村和兰溪苑等 4 个小区，为居民刚
刚买回来的蔬菜、水果、肉类等，提供
免费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服务。

记者观察到，在“百姓食品移动
快检站”前，挤满了刚买完菜的阿姨
们。“帮我看看这把青菜上有没有农
药残留？”一位阿姨从菜篮子里拿出
刚 买 的 青 菜 ，工 作 人 员 随 即 在 一 片
青 菜 叶 子 上 滴 液 ，并 用 另 一 片 菜 叶
在 滴 液 处 轻 轻 摩 擦 ，将 擦 出 的 汁 液
滴 在 一 张 卡 片 上 ，一 会 儿 卡 片 就 变
成 了 天 蓝 色 。“ 蓝 色 表 示 阴 性 ，阿 姨
你 买 的 青 菜 农 药 残 留 检 测 合 格 ，是
安全的。”工作人员的话让阿姨吃了
定心丸。

据介绍，目前检测站可快速检测
包括农药残留、甲醛、三聚氰胺、瘦肉

精等 20 多个项目，均为免费检测。花
上三五分钟就能够知道蔬菜是否有农
药残留，复杂一点的瘦肉精检测也只
需要一刻钟。一旦在快检中发现疑似
不合格样品，执法人员可立即启动追
踪溯源并抽样复检，根据专业机构的
检测结果，依法予以处置。

据介绍，今年普陀区将逐步推广
这一模式，使每一个居委会都有一个
小移动快检站，由区市场监管部门负
责快检试剂的供应和使用培训，并由
社区志愿者参与配合检测。

实际上，上海市普陀区在社区设
立快速站之前，已在超市等地尝试设
立 了 10 个 速 检 站 ，据 悉 目 前 运 行 正
常。已检测送检样本 3000 余件，尚未
检测到不合格食品。

参与活动的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局长阎祖强表示，上海要努力建成
食品安全、消费放心、市民满意的食品
安全城市。为确保实现这一目标，需
要建立与超大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
符合的食品安全现代治理体系，以及
更严格健全的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制
度，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
食品安全问题。

七色土

提供标准和技术指南
规范渣场建设，组织场地修复，颁布技术标准指南，

建立省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库

贵州通过重金属污染防治几年
实践，形成、制定了相关标准和技术
指南。

贵州省环保厅副厅长姜平告诉
记者，2014 年编制出台的《贵州省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
制 标 准》，是 基 于 国 标 又 严 于 国 标
的。从选址、设计、运行管理、封场及
污染控制与监测等全过程，对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行为进行管
控。在合理选址的基础上，从设计到
封场全周期、各阶段提出严格的污染
控制要求。“标准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和可操作性，既能够满足工业化进程
发展的需要，也适应经济技术发展水
平。”

铜仁灯塔工业园区率先严格按
照 这 项 标 准 ，建 成 了 公 共 锰 渣 库 。
通 过 大 容 量 、高 标 准 、规 范 化 公 共
渣库的集中建设，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有效防止企业各自建设渣库导
致形成多处污染源带来的环境风险。

不仅渣场需要规范建设，渣场
清 理 了 ，其 污 染 场 地 也 需 要 修 复 。
去 年 ，贵 州 省 环 保 厅 组 织 中 科 院 、
贵州大学等单位，总结毕节市铅锌
冶炼废渣治理工程经验，编制完成
了《贵州铅锌矿采冶废渣污染场地
原位（综合治理）修复工程指南（试
行）》（以 下 简 称《指 南》）。《指 南》

以降低环境风险为主导，提出铅锌
矿 采 冶 废 渣 污 染 场 地 以 原 位 修 复
为主的综合治理原理、基本治理路
径 、技 术 组 合 和 相 关 工 程 技 术
指标。

依据《指南》，贵州先后实施了
“六盘水钟山区大湾镇山根脚铅锌废
渣治理”等 19 个铅锌废渣原位修复
项目，治理面积约 33万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贵州环保厅建立了
省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库，搭建“贵
州省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网”交流平
台，专家组成包括北大、中科院、环保
部规划院等专家教授。

除此之外，贵州在技术方面也进
行了一些研究推广。比如，推广电解
锰行业无铬钝化和电镀行业无氰电
镀工艺；开展了锰渣无害化处理示范
工程；完成废汞触媒回收企业清洁生
产示范工程技术研究；建成了低温热
解含汞土壤设备。

“贵州土十条”提出，将积极开展
适用技术试点。分别在贵阳市、毕节
市、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和黔西
南州等地以汞、镉、铅、锑、铊等污染
土壤为重点，开展一批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2020 年
底前完成。根据试点情况，比选形成
一批易推广、成本低、效果好的适用
技术。

加强执法监管
关停淘汰百余家涉重金属落后产能企业，对新上项

目实行等量减量置换

防治重金属污染，离不开严格
执法。几年来，贵州 省 环 保 部 门 会
同公安部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
强 与 法 院 、检 察 院 的 衔 接 配 合 ，形
成合力，打击重金属环境污染违法
犯 罪 活 动 。 环 保 部 门 配 合 统 计 部
门 打 击 涉 重 金 属 企 业 产 品 产 量 虚
报行为，推动建设电镀行业重金属
在线监测系统，建立完善三级环保
部门环境监测、监控、监察体系，重
金 属 环 境 风 险 防 范 水 平 进 一 步
提高。

贵州在全省 28 家重点企业开展
强制性清洁审核。当前，重点企业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达标率为 100%，
清洁生产审核率为 100%，新、改、扩
建 涉 重 金 属 企 业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与

“三同时”制度的执行率为 100%。
近年来，贵州省关停淘汰百余

家涉重金属落后产能企业，以“铅、
汞、镉、铬、砷、锰、锑”7 个元素为防
控重点，出台了《涉重项目重金属排

放总量“等量置换”和“减量置换”审
核方案》，对没有明确总量来源的新
建项目一律不予批准建设，从源头
上 控 制 重 金 属 新 增 排 放 量 过 快
增长。

“贵州土十条”指出，将严格监
管主要排放污染物为镉、汞、砷、铅、
铬、锰、锑、铊的建设项目，在开展环
境影响评价时，要增加对土壤环境
影响的评价内容，并要求建设单位
提出防范土壤污染的具体措施。

今年起，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要
与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
煤炭、化工、焦化、电镀、电子废物拆
解等重点行业企业签订土壤污染防
治责任书，明确相关措施和责任，并
向社会公开。

今后，环保部门将严格执行重
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并落实相关总
量控制指标，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
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企业，依法责令
其停业、关闭，并向社会公开。

抓住关键 防控风险
◆张杰

六 盘 水 大 湾 镇 利 用 原 位 修 复 技 术 开 展 实 施 铅 锌 重 金 属 综 合 防 治 工
程。上图为治理前，下图为治理后。 岳植行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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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湖北省恩施州环保局日
前印发《2017 年度工业固体废物和危
险废物申报登记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明确在今年 3 月 31 日前开展
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工作，同时首次开
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

根据《方案》，恩施州各县（市）环
保部门将制定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
物申报登记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对
辖区内企业进行排查，确定辖区内申
报登记企业（单位）名单。

根据名单督促、指导所辖企业申
报基本情况 和 年 报 信 息 ，申 报 内 容
为 ：2016 年 1 月 1 日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期 间 各 有 关 企 业（单 位）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种 类 、产 生 量 、流 向 、
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以及危险废
物（含 医 疗 废 物）种 类 、产 生 量 、流
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及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

《方案》提出，对不按照要求进行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
的、申报登记过程中有意少报、漏报、
瞒报的企业（单位），州环保局将暂缓
审批其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取消申请各类环保专项资金
支持的资格，不为其出具包括信贷、生
产许可证等各方面的环保合格、达标
或守法证明文件。

熊争妍朱熙峰

恩施州开展固废危废申报登记
不按要求申报，将被暂缓审批新建项目环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