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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贵
州
篇

警钟一度敲响
保护迫在眉睫

实施河长制，责任更明晰

作为欠发达省份，发展是刚性任务，
而保护则是前提条件。如何在守住资源
利用上线和环境保护红线的情况下，实
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是赤水河流域
乃至整个贵州省面临的问题。

大背景下，生态环境领域的改革成
为不二之选。落实党政“一把手”的环境
保护责任，全面实施河长制，成为赤水河
流域生态环保改革序幕的第一篇章。

2014 年，贵州省政府决定在赤水河
流域贵州段实施环境保护河长制，流域
所及行政区域打出了由市州、县区、乡镇
政府负责人层层推进的“组合拳”，将赤
水河水环境保护工作实绩作为“河长”政
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 要 通 过 试 点 先 行 ，把 赤 水 河 打 造
成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改革先河。”
贵 州 省 委 书 记 陈 敏 尔（时 任 贵 州 省 省
长）强调。

事实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赤水
河先行先试，全面实行河长制，赤水河有
着良好的基础。

早在 2009 年，贵州境内第一次提出

河 长 制 就 是 在 遵 义 市 习 水 县 的 三 岔
河 。 目 前 ，在 习 水 县 ，赤 水 河 流 域（习
水 段）水 环 境 质 量 全 部 纳 入 各 级 党 政

“ 一 把 手 ”年 度 政 绩 考 核 ，对 未 切 实 履
行 河 长 制 工 作 任 务 的“ 河 长 ”，严 格 按
照“一次通报、二次约谈、三次问责”的
办法，实施“一票否决”，已成为地方党政
干部的共识。

“目前仁怀市已经形成了市、镇、村
三级行政管理机制，在制度上有效覆盖
了赤水河流域（仁怀段）大大小小 75 条河
流、溪沟。”赤水河的执行河长、仁怀市副
市长陈晋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为切实达到保护效果，仁怀市还建
立了“三巡查、两报告、一考核”的工作机
制。每月市、镇、村三级领导将定期、不
定期对辖区内的河流、溪沟进行巡查。
村一级在巡查中发现问题不能解决的，
要及时向镇政府报告；镇政府解决不了
的，要及时向市环保局、市政府报告。

如何真正将官员的“帽子”与生态环
境保护联系起来？河长制在制度设计过
程中，强调了奖罚分明。为此，贵州省出

台了《贵州省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河长
制考核办法》。每年从省级环境保护专
项资金中安排 1000 万元作为赤水河流域
环境保护河长制奖励资金。达到规定水
质类别要求的，对“河长”所在地政府给
予奖励，用于赤水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设
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而对于达不到要求的，将暂停审批
相关县（市、区）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对水环境质量严重下滑的“河长”，
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

落实“一把手”环境保护责任，赤水
河流域河长制这一水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的推进，真正将制度立在了每一个人的
心中，也为贵州省全面推行河长制提供
了生动的成功典范。

2017 年，贵州省印发《贵州省全面推
行河长制总体工作方案》，要求全面推行
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构建省、
市、县、乡和村五级河长体系，实现河道、
湖泊、水库等各类水域河长制全覆盖。

此外，为让社会公众更好地参与流
域水环境保护，贵州省还提出了在乌江、
赤水河等八大水系干流及主要一二级主
流、县级以上 168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以及重点湖库另聘请水利、环保专家和
环保组织负责人或招募一名志愿者义务
担任民间河湖监督员。

决战乌江 从磷开始
——贵州开启治水模式新篇章

◆长江生态行采访组
本报记者郭薇 郑红艺童克难 见习记者梁隽

乌江是长江的一级支流，乌江流域涉及贵州7个市（州）、
42个县（市、区、特区），也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区域。
而与发展不同步的，是长期以来乌江中下游河段总磷超标。

近年来，贵州省坚持以环保设施建设为突破口，以依法严
管为抓手，切实加强工业企业污染整治。乌江流域环境治理
的决战，大大提升了流域污染防治水平。按照环境保护部要
求，乌江水质已提前一年完成达标任务。

“一号环保工程”提上日程 治污从磷开始1

以34号泉眼为切入点 着力解决点源污染2

综合施策 多措并举治理污染

◆长江生态行采访组
本报记者郭薇 郑红艺童克难
见习记者梁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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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长 制 的 推 进 ，只 是 赤 水 河 作 为
环境保护“改革先河”的一个缩影。作
为 贵 州 省 生 态 文 明 先 行 示 范 区 试 点 ，
赤 水 河 流 域 目 前 实 施 了 生 态 补 偿 、第
三 方 治 理 、跨 流 域 监 管 执 法 等 12 项 任
务 。 其 目 标 就 是 通 过 改 革 ，形 成 多 方
参 与 的 治 污 合 力 ，保 持 和 改 善 赤 水 河
流域的生态环境。

上游保护限制开发，下游用水享受
发展红利。在流域发展和保护过程中，
生态补偿是绕不开的话题。2014 年，赤
水河流域开始实施《贵州省赤水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按照“保护者受益、利用者补偿、污
染者赔偿”的原则，贵州省已经在赤水河
流 域 的 毕 节 市 和 遵 义 市 之 间 实 施 双 向
补偿。

“2014 年以来，遵义市共缴纳生态补
偿资金 3800 万元。目的是通过经济手
段，激励地方政府重视水污染防治工作，
同时把相应的资金用于水污染治理项目
的建设，加大对水环境保护的投入。”贵

州省环保厅副厅长姜平介绍说。
如上文所言，谈到赤水河，就不能不

提到茅台镇的酿酒。
长期以来，酿酒企业污水处理设施

不规范运营甚至没有处理设置的情况，
在赤水河流域实施第三方治理之后有了
明显改善。

“ 酒 厂 的 污 水 经 过 我 们 的 处 理 ，氨
氮 和 COD 浓 度 都 远 低 于 国 家 标 准 。”
仁 怀 市 名 酒 工 业 园 第 一 净 水 厂 投 建 者
—— 南 宁 市 桂 润 环 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的
工 作 人 员 张 勇 指 着 在 线 监 控 的 数 据 对
记 者 说 。 赤 水 河 推 行 的 第 三 方 治 理 制
度，就是由排污企业采取付费方式，将
治污所需设施、运营设备、维护工作交
给 第 三 方 机 构 来 完 成 ，排 污 与 治 污
分离。

“仁怀市完成了名酒工业园区第一、
三、四集中净水厂的建设投运，收集了园
区内所有酿酒企业的污水，也都是由第
三方负责运营。有的时候不是企业不想
治，是不懂环保。企业的人专心生产，污

水处理由专业人负责，目前看效果非常
好。”仁怀市环保局副局长赵梅先说。

在省内推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推
进第三方治理之外，在环境监管方面，赤
水河流域的监管执法跨省合作也有了突
破进展。

据 了 解 ，遵 义 市 与 四 川 省 泸 州 市
于 2013 年 签 订 了《赤 水 河 流 域 环 境 保
护联动协议》，定期开展联合执法。目
前 ，赤 水 河 流 域 环 境 保 护 联 动 执 法 已
经上升到贵州、云南、四川三省的联合
行动。

对 领 导 干 部 实 行 自 然 资 源 离 任 审
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究制；划定
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生态红线；建立专
门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机构……最
能体现赤水河流 域 生 态 文 明 改 革 成 效
的 是 水 环 境 质 量 的 改 善 。 2017 年 的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赤 水 河 流 域 水 质 稳 定 保
持Ⅲ类。

绿水清，鸥鹭飞。改革，使赤水河恢
复了其“美景河”的风貌，也增强了公众
对环境的获得感。改革，激发了治污活
力，也形成了治污合力。始于赤水河的
生态文明改革及治污模式，由于取得的
卓 越 成 效 被 逐 渐 推 广 到 贵 州 省 八 大
流域。

全方位改革，激发治污活力
既要解决老问题，也要

防止新问题的出现；既要治
标，更要治本。在发展过程
中，只有严守发展和保护两
条底线，才能推进乌江流域
的 社 会 发 展 和 环 境 质 量 的
改善。

“不符合生态环境要求
的企业和项目，效益再好，一
个 都 不 留 ，一 个 也 不 会 新
上。”姜平表示，贵州省出台
的《重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红线划定》，为流域的发展划
定了门槛。

在源头管控的同时，乌
江流域坚持强化环境监管，
综合运用《贵州省生态环境
保护问责办法》《贵州省企业
环保黑名单管理制度》、环保
约 谈 等 手 段 ，按 照“ 一 厂 一
策”整治方案，对各项整改工
作进行跟踪问效、启动问责。

“除了生态红线的划定，
乌江的流域第三方治理、流
域生态环保监管和行政执法

体 制 改 革 、河 长 制 、生 态 补
偿、34 号泉眼治污第三方运
营等各项改革任务也在稳步
推进，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姜平表示。

此外，利用“环保利剑”和
“环保风暴”执法专项行动，贵
州环保部门多次对流域内工
业企业进行全面排查。

截至目前，共检查流域
内 企 业 30257 家 ，责 令 停 止
建设 272 家，责令停止生产
467 家 ，责 令 限 期 整 改 1524
家，关停取缔 105 家，立案查
处 1035 起 ，罚 款 金 额 4335
万元。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标
本兼治，坚持综合施策。决
战乌江的治污行动取得明显
成效。乌江、清水江水质得
到了大幅改善，特别是乌江、
清水江水体中总磷浓度得到
大幅削减，乌江沿河、清水江
白市出境断面水体中总磷浓
度已稳定达标。

作 为 贵 州 省 的“ 母 亲
河”，乌江的生态环境质量关
系着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由
于环境保护工作得不到重视，
乌江的水质一度持续恶化。

数据显示，2009 年乌江
水系总体水质为中度污染，
29 个监测断面中，优良水质
断面 14 个、轻度污染断面 4
个、中度污染断面两个、重度
污染断面 9 个，主要集中在
毕节地区、遵义市和贵阳市
的城区段。息烽河出境断面
2009 年 6 月~12 月水质均为
劣Ⅴ类，即重度污染。

“把保护乌江水质作为
全省第一号环保工程，实施
全流域的监控、防治，确保乌
江水系安全和流域内人民群
众生活、生命安全。”“对乌江
的保护，一定要作为贵州省
环 保 的 重 中 之 重 来 抓 ”。
2012 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
栗战书对乌江流域污染治理
作出批示。

事 实 上 ，“ 一 号 环 保 工
程”不仅关系着贵州人民的
生产生活，作为长江中上游
的生态屏障，乌江的水环境
质量对长江下游省份也有着

巨大影响。
早年间，乌江的污染不

仅在省内，而且还产生了跨
界污染。乌江进入重庆后，
涪陵部分江段多次发生“黑
潮”。重庆环保部门曾向贵
州省环保部门发函，请贵州
省加强境内乌江流域污染源
的监督管理，严格控制含磷
污染物排放。

治理乌江，已经刻不容缓。
而在乌江流域的发展和

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磷”这
个关键词一直贯穿其中。

丰富的矿产资源使乌江
流域形成了依河而建的资源
型、能源型产业，这其中以磷
矿企业最为典型。磷矿的开
采和利用在带动产业形成和
发展的同时，也给乌江水质
带来了严重隐患。

“企业生产工艺比较落
后，特别是早期建设的磷石
膏等工业渣场没有采取防渗
措施，加之喀斯特地貌地下
补水丰富，高浓度的含磷废
水 进 入 地 下 水 外 涌 流 入 水
体，长期以来造成了乌江中
下游水体中总磷超标。”贵州
省环保厅副厅长姜平表示。

提到乌江的总磷污染防
治，就不得不提 34号泉眼。

2009 年 3 月，乌江渡电
厂大坝下游河段被大量肥皂
水般的白色污水掩盖。刺鼻
异味充溢两岸，死鱼死虾翻
出 白 肚 ，久 负 盛 名 的“ 乌 江
鱼”产业遭受重创。

追根溯源，一处 1977 年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中标
注的岩溶泉被迅速找到。正
是这个无声的泉眼，流出的
是总磷、氟化物重度超标污
染泉水，带来了这次环境污
染 事 件 。 而 在 当 年 的 报 告
上，这个泉眼被标注为 34 号
泉眼。

污染源找到了，但是由于
特殊的喀斯特地形，污染的责
任主体却一直没有找到。

时间紧，任务重。平均
每 小 时 涌 水 量 达 到 2000 立
方米，34 号泉眼的治理一刻
也不能耽搁。

2010 年 1 月，距离 34 号
泉眼 16 公里的开磷集团主
动承担起了治理任务。2012
年和 2013 年，乌江 34 号泉眼
水污染治理 1 号、2 号回抽污
水管线陆续建成，受污染的
泉水通过管道开始被抽回到
中化开磷公司进行处理。

2015 年，乌江 34 号泉眼
污水治理工程正式投运，每

小 时 处 理 污 水 能 力 达 到
3000 立 方 米 。 监 测 数 据 显
示，34 号泉眼下游总磷浓度
为 0.06g/L，这标志着乌江污
染治理取得了重大突破。

投资 4.8 亿元，先后实施
了磷石膏湿排改干排工程、
34 号泉眼回用水工程、34 号
泉眼废水深度治理工程。开
磷集团的付出只是贵州着力
解决点源污染的一个缩影。

为加强源头防控，贵州
省出台了《贵州省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
控制标准》和《贵州省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理厂工程
防渗系统施工技术及环境监
理、验收规范》，并委托第三
方机构对工业渣场防渗系统
初步设计、施工图进行审查，
实行最严格的工业渣场建设
项目环境监管。

“治污强度明显提高。”
这是姜平在贵州治水过程中
的感受之一。“近年来我们先
后集中整治乌江支流洋水河、
瓮安河、湘江，对流域内 50余
家煤矿矿井废水以及洋水河8
家、瓮安河 4家磷矿开采企业
实施挂牌督办，按照‘一矿一
废水处理站’要求，已经全面
完成，瓮安河 4 家磷矿开采
企业也完成矿坑废水治理任
务。”姜平介绍说。

走进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才知
道这是一条有故事的河流。

赤水河是母亲河。滋润着贵州全省
8%的土地，哺育着贵州全省9%的人口。
贵州全省GDP和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都出自赤水河流域。

赤水河是美酒河。优良的水质，品质
优秀的高粱，加之流传久远的传统酿酒工
艺，使其成为国酒茅台和贵州白酒的重要
生产基地。

赤水河是英雄河。历史上，著名的遵
义会议后，红军在这条河上谱写了“四渡赤
水”的辉煌军事篇章。

如今赤水河又多了“美景河”的称号。
作为长江珍稀水生物的巨大生命库，同时
也是全国唯一跨省级未修建梯级电站水
坝、水质保护良好的原始河流，赤水河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受发展的阵痛。新的
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贵州人勇于探
索，敢于人先，将赤水河打造成了生态环境
保护改革的“先行河”。

“这是镇里规划的一个休闲公园，是由
原来的一个建筑垃圾填埋场改建而成的。
村 民 们 富 裕 了 ，休 闲 文 化 生 活 也 要 跟 得
上。将河道的整治和农村环境的美化结合
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站在赤水河边，
仁怀市茅台镇副镇长王昭向记者介绍。

“我们都用这里的水，一定要重视保
护。茅台镇因酒而兴，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保 护 好 这 一 河 清 水 ，才 能 保 住 我 们 的 发
展。”王昭对记者说的这番话，是有缘由的。

建设统一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镇里免费将村民的垃圾统一收集、处理，百
姓们的生活条件好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也
在逐步养成。但是，在几年前，赤水河流域
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方面是传统的酿酒工艺集聚了上千
家的酿酒企业，另一方面，城镇的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水环境容量的相对减
少。发展，给赤水河流域的环境带来了极
大的隐患。

过度用水和气象条件的变化，使赤水
河流域的水量正在下降。流量监测数据表
明，赤水河干流平均流量呈逐年减少的趋
势。2016 年的数据显示，赤水河水文站最
枯月流量三年来减少约 50%。

“白酒市场好的时候，仅仁怀市就有大
小不一、规模不等的各类酒厂 2000 家。”遵
义市环保局机关党委书记王兴平向记者
介绍。

酿酒企业的无序排污，是赤水河面临
的另一个问题。“茅台镇的 1000 多家酿酒
企业中，曾经只有 200 多家手续齐全，有很
多 没 有 治 污 设 施 ，或 者 都 比 较 简 单 。”王
昭说。

数据显示，酿酒企业每年向赤水河排
放生产废水达到了 360 万吨，而酿酒产生
的大量酒糟渗滤液进入河流对水体造成严
重污染，也是赤水河曾经面临的严重问题。

一边取水酿酒，一边污水直排。流量
减少使河流的环境容量开始降低，伴随着
的却是流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
污染物排放强度的不断增大。数据显示，
赤水河流域酿酒、煤矿等工业企业的年排
放生产废水高达 983.2 万吨，城镇生活污水
排放量为 2104 万吨。

与之相对应的，是 60%的白酒生产企
业 没 有 污 染 处 理 设 施 ，流 域 内 100 个 乡

（镇、办事处）中只有 5 个建成投用的生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和 65.6% 的 污 水 收 集 处
理率。

“环保部门治理和打击力度很大，但是
企业违法成本低，基层执法难度大，致使违
法案件屡禁不止。”回忆起 2013 年以前赤
水河水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王兴平说。

警钟已经敲响。监测数据显示，2012
年 茅 台 镇 断 面 氨 氮 浓 度 从 2009 年 的
0.17mg/L 上 升 到 0.46mg/L，年 均 升 高
57%。仁怀市境内的支流盐津河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磷指标浓度分别超过Ⅲ类水质
标准的 0.7 倍、0.8 倍和 2.5 倍，水体富营养
化严重。

“保护迫在眉睫。无序发展，给赤水河
带来了环境问题。如果这水不能用了，首
先受损失的就是我们自己。”王昭的话，说
出了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
关键。

2017 年监测数据显示，经过治理，赤水河流域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