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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以来，湖北省牢固树立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全省工作的重要
位置，坚持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全
面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水、气、土污染治理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治水——
总体稳定、局部趋好

2017 年初，湖北省就对全年水污染防
治工作进行了全面谋划和部署。出台《2017
年湖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纲挈领
地对 2017 年水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重点对九大类重点任务实施清单化管
理，其中，统筹推进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是
重点任务之一。

通顺河流经潜江、仙桃、武汉三市，最终
汇入长江。近几年因污染严重，通顺河上下
游因污染引发的纠纷不断，一直为沿线居民
诟病。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2017 年，湖北省
副省长曹广晶亲自挂帅通顺河河长，多次赴
流域沿线深入调研，按照“以水环境质量改
善为目标，减排与增容统筹推进”的工作思
路，制定通顺河全面整治方案，并对整治工
作建立考核办法及联动协调机制。

数据显示，2017 年，通顺河潜江段跨界
断 面 考 核 达 标 率 为 83.3%，较 2016 年 明 显
提升。

除 了 通 顺 河 ，湖 北 2017 年 对 全 省 27
条 流 域的 46 个断面全面编制实施治理方
案，指导各地政府科学编制并适时修订污染
控制治理达标方案。对水质严重恶化区域
实 施 限 产 限 排、严 管 重 罚、生 态 补 水 等 措
施。每月对同比或环比水质下降的不达标断

面进行通报，督促各地加强原因分析和整改
力度。

此外，湖北开展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
纳污能力核定，对全省 285 个水功能区、384
个断面进行监测，实现了省级水功能区监测
全覆盖。

除了流域治理，湖北省不断加大重点领
域水污染防治力度。

据统计，2017 年，全省 122 家省级及以
上 工 业 集 聚 区 建 成 集 中 式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划 定 禁 养 区 2000 多 个 ，禁 养 区 内 近
5000 个 养 殖 场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任 务 ；取
缔 4.3 万 亩 珍 珠 养 殖 和 27.4 万 亩 投 肥 养
殖，拆除围栏围网 118 万亩；统筹推进农村
整治项目实施，1060 个村庄已全部完成整
治任务；108 个黑臭水体完成整治。全年推
进实施重点水污染减排项目近 3000 个，实
现化学需氧量、氨氮削减量较 2016 年分别
下降 3.34%、3.48%，

“每个月都能在《湖北日报》上看见各地
地表水考核断面结果，哪些断面不合格一目
了然，并且会被点名批评，督促各地不敢放
松这根弦。”湖北省环保厅污染防治处负责
人说。

为了抓落实，湖北省加强考核工作，出
台《湖北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实
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和实施细则，每月
向各地政府通报断面水质情况，并通过媒体
向社会公开。

湖北省环境保 护 委 员 会 还 印 发 了《国
家 水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 专 项 督 导 反 馈 意
见 整 改 工 作 方 案》，从 突 出 抓 好 水 质 不 达
标和风险断面整治等 9 个方面，督促地方
逐 条 开 展 清 单 式 整 改 落 实 ，实 行 台账管
理、限期销号。

截至目前，湖北省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总体稳定，局部趋好。2017 年湖北省 114 个
地表水断面优良比例达到 84.2%，较 2016 年
增长 11.4%，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4.4%，均超
额完成年度考核目标任务。

治气——
PM10、PM2.5双下降

2017 年，湖北省围绕“调结构、治点源、
控面源”3 项重点领域，深入实施“责任压
实、精准施策、快速反应”3 项工作措施，持
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夜里 12 时，“湖北大气防治”的 QQ 群
还不断有消息发来：

“你们市立交桥监测站点怎么出现重度
污染，情况请及时反馈！”

“发现了此问题，正在排查仪器及周边
情况。”

“经查周边没有出现污染源。分析可能
是采样时抽进了雪，导致异常，已要求运行
第三方尽快处理。”

……
对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者来说，工

作忙碌是常态，每日 24 小时眼睛始终要紧
盯大气指数变化。

“每年全省各地都有大气污染防治考核
任务，会精确到天数，完不成任务将会被问
责。”湖北省环保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处
负责人解释说。

湖北省通过建立目标任务分解、考核监
督体系、考核问责体系等一整套大气污染防
治机制，层层传导压力，有效督促各地强化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此外，湖北省深入开展重点行业大气污
染治理，全省 42 台、1951 万千瓦大型火电燃
煤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累计淘汰黄标车
数量达 39 万余辆，全省范围已基本淘汰黄
标车；全省加油站油气回收完成率达 94%以
上，地级市城市建成区加油站全部完成油气
回收改造工作。

同时，湖北省着力抓好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继续采用无人机巡查方式，2017 年
全省巡查面积是 2016 年同期的 6 倍，发现的
焚烧面积是 2016 年同期的 40.7%，露天焚烧
秸秆现象大幅度减少。2017 年，环境保护
部卫星监测通报湖北省秸秆露天焚烧火点
58 个，较 2016 年减少 11 个，未发生一起因
秸秆露天焚烧导致的重污染天气。

积极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工作。
2017 年，全省共计经历 13 次重污染天气过
程，各地适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因
地制宜地实行工厂减产、工地停工、车辆限
行、人工增雨等临时管控措施，有效削弱了
重污染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017 年 ，全 省 17 个 重 点 城 市 PM10 和
PM2.5 累 计 平 均 浓 度 较 2016 年 同 比 下 降
7.1% 和 9.3%；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较 2016 年增加 5.3%。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得
到全面改善，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考核
目标任务。

治土——
重点治理+启动调查

2017 年年底，虽然已是冬季，但在黄石
大冶市金湖街道办农田土壤修复示范项目
现场，还有一丝绿意。

“目前，我们自测的点位达标率在 95%
以 上 ，很 快 就 可 以 验 收 了 。”当 地 技 术 员
介绍。

作为环境保护部的示范项目，这片占地
283亩的重金属污染地块，通过生物多样性修
复法治理，如今成片的圆叶遏蓝菜长势良好。

这标志着大冶这个有着 3000 多年冶炼
史的资源型城市，土壤污染治理之路迈出了
成功的第一步。此前，大冶被环境保护部列
为全国 20 个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治区域之
一，也是全国 6 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
之一——湖北黄石的核心地区。

2017 年，湖北省大力开展土壤污染治
理。与国家签订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印发实施《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
作方案》。推动土壤监测和污染详查，全面
启动土壤环境质量和污染状况基础调查，确
定国家级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 1.7 万余
个。布设国控土壤监测点位近 2000 个、省
控点位 4000 多个。对 127 个县级以上城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开展周边土壤监测。

在重点污染源监管方面，湖北省公开土
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清单 293 家，对涉重金
属污染物排放项目的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指标实施分类管理。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开展水泥窑处置生活垃圾项目建设。严
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开展已搬迁关闭重点
行 业 企 业 用 地 再 开 发 利 用 情 况 专 项 检 查
行动。

全面整治自然保护区突出问题，开展湖
北省“绿盾 2017”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
行动，排查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各类问题
2000 多个。

监管——
有效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为了给全省环境质量改善保驾护航，湖
北严格环境监管和责任追究。

一方面，湖北省加大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力度。编制了“1+1+N”整改方案体系，明
确了 4 个方面 18 项 84 个整改任务。由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担任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对18个跨流域、区域环境问题和涉
及全省宏观性、全局性、系统性的环境保护问
题，由11位省领导领衔督办。省政府成立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攻坚指挥部，实施

“日调度、周通报、月交账”制度。目前，2017年
度 56个整改任务已全面完成整改 49个，基本
完成整改7个，整改完成率达96.4%。

另一方面，加强环境执法监管。湖北开
展了 2017 年环境保护“双护双促”等综合执
法行动，聚焦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及地下水、省级以上工业园区集中式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沿江长江经济带重化工企
业等 12个方面。

2017 年，全省各地环保部门共实施行
政处罚案件 3000 多件，罚款金额约两亿多
元，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1%和
13.38%。全省各级环保部门适用《环境保护
法》四个配套办法和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数量
共计近 1000 件，案件总数同比增长 14.47%。

2018 年，湖北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定信心、攻坚
克难、乘势而上，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湖北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7 年 17个重点城市 PM10和 PM2.5累计平均浓度双下降

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 作 出 的 既 利 当 前 又 惠 长
远 的 重 大 战 略 决 策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湖
北 省 各 级 环 保 部 门 认 真 贯 彻“共 抓 大 保 护 、
不 搞 大 开 发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坚 持 走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之 路 ，把 修 复 长 江 生 态 环 境 摆
在 压 倒 性 位 置 ，让 长 江 母 亲 河 焕 发 出 新 的
生 机 活 力 ，通 过 开 展 各 项 整 治 行 动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环境获得感不
断增强。

7个督查组现场检查127个水源地

饮用水水源保护是环保重点，更是民生热
点。近年来，湖北省环保部门将保障群众饮水
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加大饮用水水源保护力
度，按照“一个饮用水水源地、一套整改方案、
一抓到底”的原则，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保护专项整治。

2017 年，湖北省自我加压，启动对县级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清理整治工作。省
政府于 2017 年 3 月下旬开始，派出 7 个督查
组，对全省 17 个市州 127 个现用水源地进行了

现场检查，强力推进问题整改落实。
咸 宁 长 江 段 岸 线 长 达 128 公 里 ，保 护 好

长 江 母 亲 河 不 仅 是 咸 宁 市 的 生 态 责 任 ，也
是 保 护 长 江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的 现 实 需 求 。 咸
宁 市 深 入 展 开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通 过 取 缔 危
货 码 头 、关 停 汽 渡 口 、搬 迁 取 水 口 等 方 式 ，
让 昔 日 喧 嚣 纷 杂 的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沿 岸 恢 复
了宁静。

嘉 鱼 县 潘 湾 联 乐 集 团 沥 青 码 头 建 成 于
2009 年，主要用于运输及存储沥青，年运量达
300 吨左右。之前码头上有一艘长 40 米、宽 8
米的 2000 吨级钢质趸船，码头上方建有沥青
罐、锅炉房、炼油车间等有关设备。

位于码头上游不远处有一个取水口，是咸
宁市区 3 个饮用水水源地之一，在取水口上游
100 米开外，还有中石化潘家湾油库码头和中
石化水上加油站码头两个码头，这 3 个码头都
属于危险货物码头，一旦出现泄漏，将对市民
的饮水安全构成威胁。

2017 年 6 月，根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危货
码头安全环保问题有关事项的意见，咸宁市对
这 3 个码头实施关停，并于 11 月底采取强制措
施，对码头断水、断电、断航，强制拆除了输油
管道、沥青管道，并撤离了 3个码头上的趸船。

为加大饮用水水源地整治力度，咸宁市住
建、环保、水务等部门联合对两个饮用水水源

地进行了 5 次专门调查，决定对嘉鱼县石矶头
水源地、咸宁市长江潘家湾水源地进行重新选
址迁建，确保饮用水水源地符合相关保护要
求，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据悉，在全省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专
项执法行动中，共发现湖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62 个突出环境问题，截
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已全部完成整治任务。
省政府通报的 234 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问题，现已整改完成 184 个，整改
完成率为 78.6%。

25家化工企业关停

湖北省宜昌市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是
长江流域的生态敏感区，城市临长江，化工却
是 宜 昌 的 产 业 支 柱 之 一 ，年 产 值 近 2000 亿
元。如何破解“重化工围江”？2017 年宜昌市
给出了正确答案。

宜昌市香溪化工建于 2006 年，总投资 2.6
亿元，年产 20 万吨电石。因能耗高、存在污
染，且位于长江 1 公里范围内，被列入了“拆”
的名单。

2017 年 9 月 17 日，宜昌市啃下了沿江化工
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个“硬骨头”：距离长江

1170 米的香溪化工启动拆除。
与此同时，位于宜昌南岸的田田化工有限

公司 300 多台、总估值近两亿元的生产装置也
正在拆除中，预计将于半年内完成拆除。

在共抓大保护的要求下，宜昌市拿出决心
和勇气。2017 年，全市关闭沿江 1 公里范围内
的化工企业 25 家，并计划完成人口密集区危
化品生产企业搬迁工作，到 2020 年全市长江
沿线 1公里内化工企业全部“清零”。

为破解“化工围江”，宜昌市制定了《关于
化工产业专项整治及转型升级的意见》《宜昌
化 工 产 业 专 项 整 治 及 转 型 升 级 三 年 行 动 方
案》，对全市 134 家化工企业分类施策，拟搬迁
企业 82 家、改造提升企业 27 家、关停企业 25
家，目前 25家企业已全部关停。

“湖北香溪化工公司拆了，还有一些厂区
降尘措施跟上了，街上的灰比以前少了许多，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相信环境会越来越好。”宜
都市枝城镇市民王子荣指着香溪化工拆除接
近尾声的电石装置车间有感而发。

367个非法码头全部取缔

湖北省荆州市位于长江之腰，长江干线航
道里程达 483 公里，左右岸线总长 601 公里，在

全省居首位，水运发展优势得天独厚，共有码
头泊位 498处。

经实地甄别，长江荆州段纳入整治范围的
非法码头有 353 处。这些码头多为简易小码
头，在江边零散分布，非法占用港口岸线甚至
深水岸线，堆放的砂石料等货物损害城市形
象，对饮用水水源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2017 年，根 据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组 要 求 ，荆
州 市 委 、市 政 府 决 定 对 全 市 码 头 特 别 是 砂
石 码 头 ，进 行 大 清 理 、大 整 治 、大 集 并，将全
市 498 处码头中的 364 处码头全部纳入了整治
范围。

为加快整治非法码头，荆州出硬招整治非
法码头，要求 2017 年 9 月 1 日起，全市所有的
砂石码头一律断航，禁止运输船舶停靠。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零时起，所有砂石码头一律断
水断电，督促码头经营者自行停业拆除，逾期
不关停的依法强制取缔，确保在 10 月 31 日前
完成全部砂石码头的取缔工作，整治工作完成
后将清退出岸线 54公里。

为加大非法码头清理力度，湖北省政府建
立省治理长江干线非法码头联席会议制度，制
定了“取缔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治理
方案，先后 5 次召开非法码头整治工作专题
会、现场会，开展了 6轮省级专项督查。

据 统 计 ，湖 北 省 长 江 干 线 657 个 非 法 码
头中，纳入“取缔一批”范围的 367 个非法码
头已全部取缔，生态复绿总面积超过 200 万
平 方 米 ，腾 退 岸 线 超 过 35 公 里 ；纳 入“ 规 范
一 批 ”、“ 提 升 一 批 ”范 围 的 290 个 非 法 码 头
已 基 本 整 改 完 成 。 完 成 沿 江 市（州）砂 石 集
并中心布局规划，沿江各市（区、县）均至少
有 1 个 砂 石 集 并 中 心 已 建 成 运 营 或 正 在
建设 。

开展专项行动推进长江大保护
地级以上城市完成饮用水源整治任务，657个非法码头完成取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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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较 2016 年增加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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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土壤环境质量和污染状况基础调查

确定国家级详查点位

布设国控监测点位

布设省控监测点位

约17000个

约4000个

约2000个

环境执法情况4

共处罚款约两亿多元

同比增长13.38%

◆喻妙 李艳萍

◆余桃晶

环保工作人员雨雪天仍然坚守一线，做好监测工作。

适用四个配套办法和移送案件约1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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