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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已至，近一段时间以来，
蓝天在每一个清晨与北方的人们
如期相约。推开窗户，老百姓一
边为清新的空气欣喜，一边由衷
地感受到环境质量的改善。大气
与 水 环 境 的 改 观 ，人 们 肉 眼 可
见。而对土壤环境的改变，感知
则较为模糊。正如 500 年前达芬
奇说过的那样：“我们对天体的了
解，远胜过我们对脚下土壤的了
解。”事实上，土壤环境的变化日
积月累才会显现，等发现问题时，
往往已经积重难返。正因如此，
土壤污染防治重在防患于未然、
未雨绸缪。

作为 2020 年 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三 大 攻 坚 战 之 一 ，

“ 净 土 行 动 ”的 号 角 已 经 吹 响 。

如今，顶层设计日趋完善，土壤
污染防治相关政策、标准和办法
不断推出，人们对土壤环境保护
更加重视，合理利用土壤的理念
更加明确。

“土十条”印发至今，已过去
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欣喜地看到，
在大江南北，有一股合力正在形
成。基层管理者、执法者、生产
者，各自发挥优势，投身于土壤环
境的综合防治之中。这些土壤环
境改善的点滴之力正汇成江河，
翻开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篇章。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
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
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宏伟蓝图已
绘就，新的征程已启程。伟大的
目标要靠基层的力量从点滴之处
落实。土壤综合防治必须从全局
出发、系统考虑，容纳各方力量。

不难理解，土壤污染防治涉及多
部门和人员，既需要环保部门、国
土部门、农业部门等加强监督监
管，也需要企业自律、公众参与，
尤其需要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只
有各方力量心往一处想、力往一
处使，才能高效、高质量地解决问
题，从而形成土壤污染治理的最
强合力。

基层管理者应从我做起，把
工作落到实处，并切实落实好“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述，将
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将环
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江苏省
淮安市维桥乡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走出了既让土壤休养生息，又
让百姓增收的发展道路。可见，
基层工作并不是对上级政策的机
械照搬，而是一项极富挑战性与

创造性的工作。
基层执法者要不断提高执法

水平，根据执法要求不断更新知
识、提高自身素养。执法队伍提
高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是为了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服
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浙江省义
乌苏溪镇，为了解决餐厨垃圾清
理难、回收难的问题，执法人员联
合镇政府和相关部门，走访餐饮
单位，宣传垃圾回收好处，引进有
资质的收运企业对餐厨垃圾妥善
回收处理。诚心换来真心，赢得
了企业主的点赞叫好。

企 业 要 主 动 践 行 社 会 责
任。企业是现代社会的细胞，社
会责任是企业的试金石，关乎经
济发展与活力。企业不仅要在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方面承担
责任，还要为发展循环经济、实
现 可 持 续 发展的目标做出应有
贡献。

土壤污染防治需要各方力量
拧成一股绳。要知道，每一份对
美好的向往，都关乎美丽中国的
发展方向。正如那庄严的承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

变一稻一麦为稻莲虾共作

淮安维桥让土地冬季休养生息

本报通讯员王倩义乌报道
参加完由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
政府、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苏溪大
队、苏溪市场监管所联合召开的
餐饮单位餐厨垃圾规范处理工
作部署会后，经营饭店 10 多年
的 王 先 生 很 高 兴 ，他 说 ：“ 餐 厨
垃圾由专人收集、专人运送，隔
油 池 清 理 由 专 业 公 司 负 责 ，省
时省力又环保……我们饭店再
也不用担心餐厨垃圾处置不规
范了。”

为落实《浙江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浙江省餐
厨垃圾管理办法》，义乌市苏溪
镇近日召开餐饮单位餐厨垃圾
规范处理工作部署会，300 余家
餐 饮 经 营 单 位 的 负 责 人 参 加 。
会议明确了对餐厨垃圾处理实
行单独投放、统一收运、集中处
置原则，要求餐饮单位将日常经
营中产生的餐厨垃圾及隔离油
池中的废弃食用油脂，交由专业
公司统一收运，从而实现餐厨垃
圾规范处置。

变零散式管理为统一管理

执法监管力度加大

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苏

溪大队大队长方银法告诉记者，
苏溪镇内共有餐饮单位 376 家，
几乎每家餐饮单位都留下了执
法人员的身影。执法人员不仅
要对餐饮单位餐厨垃圾处置情
况开展监督检查，还要对餐饮单
位油烟净化设施安装、使用情况
及 燃 气 安 全 等 同 时 进 行 检 查 。
大 队 有 两 个 中 队 ，分 管 两 个 辖
区 ，往 往 一 轮 辖 区 总 体 排 查 下
来，要耗时数周。

对新增加的餐饮单位，苏溪
大队执法人员会根据市市场监
管局提供的餐饮单位营业执照
登记地址，逐一前往排查，将工
作做细、做扎实。

一方面是监管力度加大，另
一方面是解决餐饮单位自身难
题。检查中发现，有的餐饮经营
者对隔油池清理应付了事；有的
虽然尽力，却事倍功半。王先生
告诉记者：“我们确实也想把隔
油池清理干净，安排人也做了。
但 毕 竟 不 专 业 ，面 对 检 查 不 过
关，我们也挺为难。”

“为解决这一问题，苏溪镇
镇政府、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苏溪大队、镇市场监管所加强部
门合作，多次开展联合检查，提
高整治成效，务必要求相关店铺
整改到位。同时，苏溪镇牵头，
引进 3 家有资质处理油污的专
业公司，引导餐饮单位与专业公
司对接。”方银法说。餐饮单位
和专业收运企业签订协议，并交
镇 政 府 留 存 。 目 前 ，协 议 签 订

后，专业公司已经开始定期前往
餐饮单位收集餐厨垃圾、废弃油
脂，杜绝餐厨垃圾长期无人管、
员工清理不到位等情形。

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

商户环境意识提高

在以往检查中，一些餐饮经
营者往往存在应付心态，执法人
员检查时就安排清理，不检查时
就放置不理。为提升经营者环
境意识，营造公众参与环保的浓
厚氛围，苏溪镇多部门在工作会
前走访餐饮单位，宣传规范处置
餐厨垃圾的益处，消除经营户的
疑虑，发放《餐厨垃圾规范处置
倡议书》，提升社会参与度。

召开部署会后，商户自主参
与意识普遍增强。当执法人员
再次检查时，不少商户主动拉着
执法队员走到自家隔油池边，询
问执法队员：“什么时候到我们
这收运废弃油脂，多久来清理一
次。要是收运企业不遵守协议、
不及时清理，怎么办？”以往商户

“拖、缓、等”的心态明显转变。
方银法说：“目前，苏溪镇已

经完成了 100 余家餐饮单位协
议签署，余下的协议签订正逐步
推进。”接下来，苏溪镇将通过开
展隔油池专项管理工作，建立和
完善餐厨垃圾管理机制，实现规
范收运，提高餐厨垃圾资源化利
用水平，确保辖区内餐厨垃圾实
现妥善处置，杜 绝 餐 厨 垃 圾 中
的食用油脂进入食物链。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
员戴浩 汤向奎淮安报道 临近
深冬，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维桥乡党
委书记倪金走在回家途中。路
边是一片浅水田，一些残荷交织
在一起，为宁静的冬夜增添了一
份静谧之美。

此刻，正是维桥乡土壤休耕
的季节。倪金告诉记者，“土十
条 ”实 施 后 ，江 苏 省 全 面 开 展

“263”环境治理专项行动。乡里
经过反复商讨调研，认为“既要
让农田休耕、改良土质，又要严
控面源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最终，选择了将此前“一稻一麦”
的耕种模式，调整为春夏季节稻
田套养龙虾、夏秋季节莲田套养
龙虾，冬季让土壤休耕。

“通过土地流转，大面积试点
稻田、莲套养龙虾，摆脱化肥农
药，大幅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才能
让土地在冬季喘口气。”倪金说。

盱眙县是国内知名的小龙
虾之都，龙虾需求量大、市场价

格不菲。盱眙县维桥乡乡长冯
胜科介绍，只要田里套养了小龙
虾，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就会大幅
减少。同时，夏秋季种植荷莲并
套养小龙虾，不仅改良土壤，还
能让农民增加收入。

在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的
大背景下，为了调整维桥乡产业
结 构 ，乡 党 委 和 政 府 挖 空 了 心
思，动足了脑筋。乡里决定先搞
试点，建立“稻莲虾共作”农业示
范园区。从今年初开始，先行流
转了 300 亩农田，用于稻田套养
龙虾试点。同时，为了选择高品
质的莲种，乡里先后 3 次前往江
西省赣州、广昌、抚州等地实地
考察，最终将能提高土壤有机质
含量的太空莲带了回来。

倪金介绍，夏天大面积种植
荷莲后，荷花盛开，引来很多游
客赏荷花、品莲子。乡合作社应
时推出的荷莲产品，更是供不应
求。莲子从莲蓬摘取后剩下的
莲房晒干后泡水饮用，还能降低
血糖。据统计，“稻莲虾共作”的

种 养 殖 模 式 比 往 常 的“ 一 稻 一
麦”每亩能增收 500 元。从目前
合作社的收益来看，今年已经实
现年人均增收 3500 元。

调整产业结构后，老百姓致
富了，环境意识增强了，乡里在
整治环境上也更有干劲了。冯
胜 科 表 示 ，今 年 维 桥 乡 已 投 入
440 万元，用于铺设长达 5.8 公里
的镇区污水管网，还新建起一座
提升泵站，并扩建污水处理厂。
同时，乡里投入 560 万元 ，对老
维桥河部分河道进行整治。“水、
土相连，保护好水环境，就是对
土壤的呵护。”冯胜科说。今年
开始的“稻莲虾共作”农业示范
园区试点成功，让政府和群众信
心倍增，明年将逐步在全乡 4.5
万亩农田上推广。“稻莲虾共作”
还将带来农业生态旅游的浪潮。

倪金说，乡里将定期监测评
价试点前后耕地地力水平、重金
属含量、地下水位等指标变化情地下水位等指标变化情
况况，，做好数据积累和分析工作做好数据积累和分析工作，，
跟踪评价试点成效跟踪评价试点成效。。

◆张春燕

本报讯 李红涛最近忙得
晕头转向。他所在的供联致
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四川
省广元市市政指定的废旧农
膜回收处理点。进入 11 月以
来，白天，他往返于广元市的
各县（乡、镇），给乡镇回收站
的工作人员普及废旧农膜的
回收知识，还要忙于给工人讲
解废旧农膜回收后的机械操
作要领。晚上，他还要根据不
同地区的农膜使用情况，更改
培训 PPT 内容。

李红涛介绍说：“进厂筛
选、粉碎、沉淀清洗、分送熔
化，大量废旧农膜经过这样一
系 列 工 序 ，变 为 聚 乙 烯 高 压
PE 颗粒，最终成为生产地下
排水管道等塑料制品的再生
料。11 月 29 日，这条生产线
正式投产，从而实现了废旧农
膜的回收再利用。”

2020年基本实现废弃
农膜零污染目标

广元地处秦巴山区，农膜
运用在广大农村地区相当普
遍。不少农地往往旧的农膜
没 有 处 理 完 ，新 的 农 膜 又 铺
上。时间一长，在作物根系和
土壤之间，农膜残破的碎片就
像棉絮一样，密密实实地裹在
中间。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
境学院教授李保国介绍，散落
在自然环境中的废旧塑料膜进
入自然环境后难以降解，目前
使用的聚乙烯材料地膜，埋在
土壤中长达百年都难以降解。

大多数农民已经认识到
残留农膜的危害。由于缺乏
长 效 机 制 ，加 之 地 膜 使 用 量
大、污染面广，仍有大量地膜
残留在土地中，直接威胁着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减量化、资源化、再
利用”的循环经济理念，广元
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带动、农
户参与、市场运作”原则，力争
2017 年底基本建成完备的废
弃农膜收集和处理体系，2018
年全市废弃农膜捡拾回收率
达到 80%以上，2020 年基本实
现农业生产环境废弃农膜零
污染目标。

市内禁止销售使用厚度
小于0.01毫米农膜

今 年 2 月 ，广 元 出 台 了
《关于推进废弃农膜收集和处

理体系建设的意见》，力求把
推进废弃农膜收集和处理体
系建设作为防治环境污染、促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任
务。同时，采用“村回收、乡镇
转运、县区集中、市处理”模
式，构建集销售、使用、回收、
加工于一体，能可持续运行的
废弃农膜收集和处理体系，切
实解决废弃农膜露天焚烧、随
意 弃 置 和 残 留 土 壤 等 问 题 。
同时，成立了广元市废弃农膜
收集和处理体系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

根据《意见》，广元境内禁
止销售和使用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农用地膜，要求推广使
用厚度大于 0.01 毫米、耐候期
大于 12 个月且符合国家标准
的农用地膜和厚度大于 0.12
毫米的农用棚膜。

李红涛告诉记者，广元以
朝天区、昭化区、利州区的蔬
菜基地，旺苍县、青川县的茶
叶基地以及剑阁县、昭化区的
烟叶基地等三类农膜用量大
的区域为重点，正全面推进废
弃农膜、棚膜、建设工地废弃
塑料薄膜及种子、农药、肥料
等投入品塑料包装袋（瓶）等
的回收利用工作。

全市已建成乡镇回收站
233个

“大棚膜每公斤 1.8 元，透
明膜每公斤 1 元，黑色膜每公
斤 0.4 元 ，农 药 容 器 0.1 元 1
个。”12 月 12 日一早，昭化区
柳桥乡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社
外，店主李泽金正在给前来售
卖废旧农膜的村民报价钱。

这样的回收站全市已有
200 余家。截至 10 月底，广元
各县区已全面完成了乡镇回
收站和村级回收点建设，覆盖
了 全 市 所 有 乡 镇 和 行 政 村 。
全 市 合 计 建 成 乡 镇 回 收 站
233 个 ，完 成 村 回 收 点 建 设
2520 个。

目前，作为全市废弃农膜
集中处理企业，广元市供联致
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已完成
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进入生
产阶段。李红涛说：“公司业
务主要为对接广元地区垃圾
分类中可回收资源，如农膜、
日 用 塑 料 桶 等 塑 料 类 ，废 木
料 、废 家 具 等 生 活 物 质 。 可
对 废 旧 电 器 、其 他 工 业 边
角 、下 脚 料 进 行 分 拣 和循环
再利用。”

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广 元 是 四 川 首 个 建 立 废
弃农膜收集和处理体系的地
级市。

张厚美 涂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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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典型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七色土

稳妥有序推进矿业权退出保护区

云南加强国土
资源管理工作

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云南
省日前发布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坚持用
途管制、生态优先，推进“多规合一”，
健全完善矿山生态环境综合评估制
度，稳妥有序推进矿业权退出保护区
工作，确保保护区内不再新设矿业权。

《意见》提出，坚持用途管制、生态
优先，强化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提
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建立分类保护、
集聚开发、综合整治和联动发展的国
土空间开发格局。设置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存线、生态线和保障线，发挥
国土资源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空间载
体作用。筑牢国土生态安全防线，推
动绿色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市场配
置，进一步改进国土资源管理方式，对
环境质量、人居生态、自然生态、水资
源和耕地资源实施更为有效的管护，
建立健全市场配置和利益调节机制，
提升国土资源开发质量。

《意见》明确了强化规划管控、严
格耕地保护、保障重点项目用地、加强
矿政管理、妥善处置保护区内矿业权、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等十大方面的主要
工作。

在强化规划管控方面，全面梳理
云南省地理国情和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指导，按照

《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要求，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调整完善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推进“多规合一”，
编制全省国土规划纲要，强化对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整治等各类活动的指
导和管控。

在加强矿政管理方面，编制实施
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将保护区划定
为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勘查）区，
构建绿色开发格局。修订《云南省探
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云南省矿业
权交易办法》，落实生态优先要求，制
定矿业权设立的负面清单。不符合
矿产资源规划和矿产资源管理要求
的，一律不得新设矿业权。健全完善
矿业权联勘联审依法审批和矿山生
态环境综合评估制度，严格执行矿业
权重大审批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主动
接受监督。

陕西加快垃圾
处置步伐
建成垃圾处理设施 124 座，每年
可消纳建筑垃圾 1800 万吨

本报记者肖颖 通讯员吕兆峰陕
西报道 记者近日从陕西省环保厅了
解 到 ，近 年 来 陕 西 省 加 快 固 体 废 物
的 综 合 利 用 步 伐 。 目 前 ，已 累 计 拆
解 处 理 废 弃 电 子 产 品 155.97 万 台 。
建 成 14 家 报 废 汽 车 回 收 拆 解 企 业 ，
已 累 计 回 收 拆 解 老 旧 报 废 汽 车
60697 辆 。 支 持 和 积 极 推 广 建 筑 垃
圾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每 年 可 消 纳 建 筑
垃圾约 1800 万吨。

陕 西 省 还 建 成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124 座（其 中 市 、县 两 级 垃 圾 处 理 场
99 座），实 现 了 县 级 以 上 城 市 全 覆
盖 。 全 省 垃 圾 日 处 理 能 力 达 到 2.7
万 吨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达 到 87.7％ 。 全 面 推 进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收 集 处 置 ，建 立 垃 圾 中 转 及 处 置
设 施 152 处 ，配 备 生 活 垃 圾 收 集 车
20175 辆，受益人口约 900 万。

此 外 ，陕 西 省 还 开 展 了 垃 圾 分
类 和 餐 厨 垃 圾 处 理 试 点 。 在 咸 阳
市 、渭 南 市 开 展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示 范
城市建设，选择部分社区开展试点，
配 置 标 志 清 楚 、标 准 规 范 的 垃 圾 分
类 收 集 桶 ，建 立 按 标 准 投 放 的 奖 励
机 制 ，探 索 建 立 垃 圾 可 回 收 物 资 的
承包经营机制。

在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处 理 方 面 ，
2016 年陕西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
生 量 6983.9 万 吨 ，处 置 利 用 量 达 到
5688.9 万吨。据了解，全省同时开展
了 针 对 固 体 废 物 堆 存 场 所 的 企 业

（包 括 无 主 堆 场）排 查 ，及 时 对 存 在
问题的堆场下达整改要求。对机动
车 维 修 、拆 解 等 非 工 业 源 危 险 废 物
进行了专项整治。

责编:张春燕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cs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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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公司上门回收处理餐厨垃圾

义乌推进餐厨垃圾规范化处置义乌推进餐厨垃圾规范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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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要形成最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