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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恒源印染有限公司
承诺：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环保
行政处罚决定；二、全面落实
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确保污染
物稳定达标排放；三、履行环
保社会责任，自愿在 2018 年 4
月底前停产。

据悉，这是江苏省南通市
对突出环境问题构建全流程
舆论监督的一环。

今 年 2 月 ，南 通 市“263”
办先在《南通日报》设立了“曝
光台”“回音壁”两个栏目，随后
又开设“致歉信”栏目，针对中

央、省环保督察交办的突出环
境问题进行全流程舆论监督。

2017 年 9 月，南通市环保
局在检查时对南通恒源印染
有限公司总排口采集水样，经
检 测 ，发 现 其 硫 化 物 浓 度 为
4.36mg/L，是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0.5mg/L 的 7.7 倍。根据国家
相关规定，生态环境部门对这
家企业进行处罚，并要求停产
整顿，限期整改。企业负责人
也深刻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就
此作出公开致歉承诺。

南通市“263”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全流程舆论监督一方

面将突出环境问题纳入公众
关注之中，倒逼涉及的相关企
业尽快落实整改措施，做到有
曝光、有督办、有结果。另一
方面，在当前全市开展污染防
治攻坚战中，可将责任传递到
位，压细压实，让污染防治形
成常态化，确保工作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果，做到取信于民。

据了解，下一步，南通市
将紧盯中央、省级环保督察交
办的突出环境问题，聚焦公众
投诉的热点、难点问题，持续跟
进，让公众监督成为常态，让
环境违法行为得到有效解决。

南通在媒体开设栏目，构建治污舆论监督系统

污染企业登报致歉承诺整改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南通报道“我公司位于南通市观音山镇三港桥村，2017年9月20日因

为水污染物超标排放受到生态环保部门查处。对此，我公司认真反思，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
与治理是每个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此就本公司水污染物超标排放行为向社会公开道
歉。”

《南通日报》近日刊登了一则南通恒源印染有限公司的公开致歉承诺书，这家公司因生态环
保责任落实不到位向社会公开道歉，并作出整改承诺，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污染企业登报致歉，承诺
悔改，听起来比较新鲜。细究
起来，企业未履行责任，污染了
共享的环境，影响了公众生活，
理应致歉。

致歉只是一种态度，关键
还 要 采 取 实 实 在 在 的 行 动 治
污，兑现承诺。从以往的情况
来看，一些企业在被查出问题
之后，虽然口头上重视整改，但
行动却跟不上，有的甚至改了
再犯、屡查屡犯。这本质上是
因为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不重

视，抓住机会就在污染防治上
“偷懒”。

让生态环境部门时时刻刻
盯着每一家企业并不现实，如
果能充分利用当地各种资源，
共同对排污企业进行监督，无
疑会对企业造成更大压力，倒
逼 企 业 履 行 生 态 环 保 主 体
责任。

登报致歉并公开承诺，可
以强化舆论监督的效果，一方
面 给 企 业 带 来 更 大 的 内 在 压
力，自我约束；另一方面也可以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增强外部
压力。南通在媒体设立“曝光
台”“回音壁”“致歉信”栏目，充
分利用舆论监督力量的做法，
值得借鉴。

治污要用好舆论监督
张楠

微言

本报记者钟兆盈 通讯
员王小青杭州报道 浙江省
杭州市近日组织相关工作
人员，来到杭州市萧山区亚
运村植树点，现场种下了红
豆树、紫薇、浙江楠等彩色
珍贵树种 1600 余株。

这一植树点是亚运村环
形绿廊的一部分，被称为“亚
运林”，是亚运会期间展示生
态杭州的景观绿化窗口。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
将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作为国家环保模范城、
国家级生态市的杭州，确立
了“绿色、智能、节俭、文明”
的 亚 运 会 办 会 理 念 ，要 把

“绿色”融入到亚运村和亚
运会场馆规划建设每一个
环节中，亚运村环形绿廊景
观带工程就是其中一项。

据悉，亚运村环形绿廊

景观带工程总面积约 89 公
顷，是串联起整个世纪城及
亚运会主场馆的生态廊道，

“亚运林”就在这廊道之中。
“亚运林”的建设时间

是 2018 年 至 2020 年 ，其 中
2018 年 将 先 行 建 设 30 亩 ，
此后每年建设一块集中连
片 50 亩以上。今年亚运林
以种植红豆树、浙江楠等珍
贵树种和鸡爪槭、银杏等彩
色树种为主。

此外，在环形绿廊中，
还将有一条以“亚运精神、
星 火 传 承 ”为 设 计 理 念 的

“亚运之路”，串联起沿江绿
道与将来的东南侧城市绿
廊体系。

本报记者吴玉萍 通讯员符
闻伟张掖报道 截至 2017 年年底，
张掖市主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值为 81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0.0%；细颗粒物

（PM2.5）浓 度 均 值 29 微 克/立 方
米，同比下降 23.7%。

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后，张掖市
全年 PM10 浓度均值 60 微克/立方
米，PM2.5浓度均值24微克/立方米，
环境空气优良天数达318天。

对症施策，强力推进

作为西部城市，煤炭仍然是
张掖市工业发展和居民生活的主
要能源。

为此，张掖市将清理整顿煤
炭市场秩序和推广优质洁净型煤
作为源头管控的重要手段，建成
了年储煤能力 100 万吨的煤炭集
中交易专营市场和年产 30 万吨
的洁净型煤生产线，以及洁净型
煤配送中心和二级配送网点 46
个。同时，2017 年全市累计整治

（淘汰、清洁能源改造）燃煤锅炉
462台 2935 蒸吨。

“沙尘天气多一天，优良天数
就要少一天，压力就要增一分。
管不了‘老天’，就得在管理人为
活动上下功夫。”每次沙尘来袭都
令张掖市环境监测站站长陈立军
忧心不已。

张掖市通过强化建筑施工扬
尘管控，2013年以来，累计开展专
项检查98次，约谈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 225项（次），停产整顿企业 8家。
推进道路扬尘治理，对渣土车道路
遗撒行为进行24小时检查；推行城
市保洁市场化运作模式，进一步拓
展道路洒水覆盖面。

同时，“控烟”也是张掖治气
的重要措施，通过积极引导露天
烧烤摊点入店经营和使用清洁能
源，减少油烟污染。针对，秸秆、
垃圾等的焚烧问题，建立工作目
标管理责任制，对各乡镇（街道）
进行不间断的巡查督查。

源头防控，机制保障

张掖市还从淘汰落后产能、
调整产业结构、严格产业准入 3
个方面，加强污染物源头防控。

加强项目管理，严控钢铁、煤
炭、水泥等行业产能，组织开展了
钢铁行业建设项目大摸排大清查
等工作。建立打击取缔“地条钢”
非法生产“一机制”“四制度”的长
效监管机制。2017年张掖市关闭
煤矿 5处，退出产能 132万吨，淘汰
水泥行业两家企业的3台设备落后
产能，完成全年去产能目标任务。

同时，张掖大力发展风电、水
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
推进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油改
气”、天然气利用工程，积极调整
能源结构。

另外，环保、发改、工信等部门
强化节能环保指标约束，严格产业
准入，控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新
增产能。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
评审批前置条件，发改、工信部门
将用能水平、能源和煤炭消费总量
及增量作为能评审批的主要条件，
从源头上防止新增大气污染源。

治气过程中，张掖市不断建
立健全推进机制。制定印发年度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和

“冬防”方案等文件，全面安排部
署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建立目标责任机制。研究制
定目标管理、分析预警、督查通报
等 8 项工作制度和部门工作落实

“三卡一单一通报”工作机制。制
定《甘州区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
监管办法》，形成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不留空白、不留死角的工作
体系。

同 时 ，建 立 督 查 问 效 机 制 。
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开
展常态化督查，对工作措施不到
位、工作成效不明显的相关县区
和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问
责，予以责任追究。

倡导绿色办会理念

杭州亚运村建环形绿廊

控煤控尘控烟 调结构严准入

张掖治气注重对症施策

江西省
峡江县政府
大楼屋顶分
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近日
建成并投入
使 用 。 据
悉 ，这 个 项
目装机容量
达 480 千
瓦。人民图
片网供图

“移动式蓝藻水华陷阱除藻系统”具
有智能供电、移动走航、主动收集蓝藻等
特点，能够适应洱海蓝藻水华的低浓度、
间发性、易受风向和水流影响等特点，对
蓝藻水华具有较高的拦截效率和浓缩效
果，特别适合微风条件下较高浓度的藻
类水华。此系统的安装和运行，结合絮

凝打捞技术，可实现洱海蓝藻水华的打
捞去除，并促进“削减洱海藻源性污染”
的项目总体目标完成。此设备如果与岸
基的收藻系统和远程输送系统相结合，
能进一步实现蓝藻水华不落地、无污染
的处置流程，与其他类似设备相比具有
明显优势。 曹特

洱海湖泊生境改善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2012ZX07105004）成果简介

中科院水生所多项技术为洱海水生态系统恢复保驾护航
编者按

当前洱海处于富营养化初期，其水
生态系统具敏感性和脆弱性，是保护治
理的最佳时期。“十一五”期间，中国科
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
院水生所”）牵头多家单位对洱海水生
态系统退化机制开展深入研究，“十二
五”针对水生植被退化与群落结构单优

化、底泥内源污染释放、鱼类生态控藻
与应急除藻等问题，研发和集成洱海湖
泊生境改善系列关键技术，并在地方相
关生态修复工程的配套支撑下进行工
程示范，取得良好成效。示范区洱海红
山湾水生水生态系统恢复良好，相比基
础年（2012 年）水生植被面积增加 43%，
水体透明度提高 20%，为后续洱海水生
态系统修复提供了有力支撑。

洱海目前已处于中营养向富营养
的转变过程，虽然水质总体尚好，但其
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
表现为：沉水植物面积萎缩，群落结构
趋于单优化；外源入湖污染大，内源累
积污染重；水体藻类密度高，鱼类控藻
效率差，水华风险高。“十二五”期间，中
科院水生所牵头，由中国环境科学院研
究院、武汉大学、大理大学和大理市洱
海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参与组建科研团
队，承担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
科技专项——洱海项目第四课题的研
究任务，针对洱海湖内水生态系统存在
的主要问题，研发了底泥污染阻控与入
湖外源污染综合控制技术、洱海退化生
境修复综合技术以及洱海藻类控制与
水华应急处理技术，并在地方政府的支
持下，在洱海红山湾对相关技术进行工
程示范，取得良好成效。

课题组在对洱海水生态环境进行
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获得了洱海及重点
湖湾（红山湾）沉积物污染特征，揭示了
外源入湖污染负荷与沉积物内源污染
间的关系，研发了基于底泥改性的物理
化学生物联合阻控技术，形成了洱海沉
积物内源控制方案，提出了推进洱海沉
积物氮磷污染控制工程方案研究的建

议；获得了水生植被特征和鱼类群落特
征、洱海水生植被分布的限制因子及其
阈值以及洱海水生植物群落结构优化
的关键参数，划分了洱海草藻相互作用
的 3 种状态及阈值，研发了洱海生态水
位调控技术、水生植被恢复与群落优化
技术以及退化生境综合改善综合技术；
获得了洱海鱼类群落和藻类水华特征，
研发了基于洱海鱼类结构调整的生态
控藻技术、浮游动物的保育与增殖技术
以 及 可 移 动 式 蓝 藻 水 华 陷 阱 除 藻 技
术。在此基础上，集成洱海退化生境改
善综合技术和方案。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相关技术在
洱海红山湾开展技术示范，对改善湖湾
水质、恢复水生植被和防控藻类水华起
到良好作用。监测数据表明，示范区的
外源污染（总氮、总磷）削减率分别达到
58.7%和 75.4%；示范区水体透明度达
到 2.27m，比 基 础 年（2012 年）提 高
20.11%；通过拦截装置使叶绿素 a 浓度
削减 50.61%，示范区内藻类生物量平
均为 3.41mg/L，比基础年降低 21.06%；
综合示范区内，2017 年 6 月水生植被面
积达 4.24km2，比基础年扩大了 43.2%，
覆盖度增加了 43.2%，生物多样性指数
1.26，比基础年提高了 31.25%。

主要成果

洱海“水下森林”种苗基地

关键技术

水生植物生长与分布对水位极为
敏感，在富营养湖泊中水下光照不足是
限制沉水植物生长的关键因素。课题
组基于洱海水生植被和水环境的详细
调查，结合实验研究，确定了限制洱海
水生植被分布的关键生境因子为：水下
光照强度、水深和底泥特性；全湖沉水
植 被 分 布 的 最 低 光 照 需 求 阈 值 为
0.72%的水面光照强度，在透明度为 1.9
米的情况下沉水植被成片分布的最大
水深为 4.5 米，当底泥烧失重大于 17%
时沉水植被长势差。因此，依据水生植
物生长对光照的需求和生活史特征，在
水生植被复苏生长期（3 月~6 月），通过
适度降低湖泊水位可以增加深水区底
部的光照强度和面积，进而促进沉水植
物幼苗的生长，从而使水生植被分布向
深水区扩张。基于洱海水生植被和环
境要素的长期监测，在获得海量数据的

基础上，首次建立洱海水位运行、水下
地形和水生植被分布的匹配关系。此
研究首次系统地建立水生植被分布与
水位调控的定量关系，精准指导洱海水
位运行，有效促进洱海水生植被恢复。

1. 研发了基于水文调控促洱海水生植被面积扩增技术

课题组基于洱海沉水植物的详细
调查，获得 12 种沉水植物的生长水深、
光照需求和生物量的基础数据，在实验
研究中采用急性铵处理的方法，研究这
些沉水植物的碳氮代谢稳定性。分析
表明，沉水植物应对铵胁迫时的碳氮代
谢稳定性与它们的生长水深、光照需求
和生物量密切相关，据此判断出植物的
耐弱光能力。此研究成果有望为受污
染湖泊的植被修复中水生植物选种和
耐污水生植物培育等提供科学依据。
在沼泽化的浅水湖泊或湖湾，通过人工
方式清除部分挺水和浮叶植物或控制
其生物量，降低其在水生植被中的相对
丰度，从而在浅水区创造出空缺生态
位，促进浅水区沉水植被恢复和扩张，
有利于多种沉水植物进入空缺生态位

并展开竞争，从而提高沉水植物生物多
样性。沉水植物光合放氧到水体中，改
变水体溶解氧含量，为需氧水生生物创
造栖息环境。

首先，详细调查洱海近岸水域的水
生植被，分析植被群落组成和各类植物
的生活史特征，判别挺水和浮叶植物是
否对沉水植物造成负面影响及其程度，
分析挺水和浮叶植物的生物量和底泥有
机质含量，判别水域是否具有沼泽化趋
势；其次，依据挺水和浮叶植物的生活史
特征和生物量丰度，分时、分区、分类收
割或清除部分挺水和浮叶植物，为沉水
植物创造生存空间；第三，依据水域的沉
水植被群落组成情况，人工引种沉水植
物，或让周边沉水植物自然进入水域，从
而提高沉水植被盖度和多样性。

洱海水生植被面积扩增技术

2. 研发了湖湾水生植被群落优化技术

近年来洱海保护治理措施逐步加
强，流域外源污染输入得到初步遏制；
伴随截污治理工程的逐步完工，沉积物

氮磷释放对洱海水质影响将日益显现，
将成为影响洱海水质及藻类水华的重
要氮磷来源。为此，课题组开展了洱海

3. 阐明外源与内源污染的关系，研发了底泥改性阻控污染释放技术

氮磷污染沉积物勘测，分析沉积物氮磷
污染分布及释放规律，对氮磷污染沉积
物重点控制区进行识别，确定污染沉积
物储量及沉积物氮磷污染控制技术，指
导洱海沉积物氮磷污染控制方案研究。

湖泊富营养化成为近年来国内外重
要的环境问题之一。沉积物作为湖泊生
态系统的重要营养库，在湖泊外源污染物
输入量逐步被控制的情况下，沉积物内源
营养物的释放可能会成为湖泊富营养化
重要的氮磷营养源，即沉积物营养盐释放
特征对湖泊水体营养盐迁移转化有重要
影响。因此，如何控制沉积物内源氮磷释
放已成为控制湖泊富营养化的国际问
题。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探索了多种控
制沉积物内源氮磷释放的技术方法，其中
主要有针对沉积物的工程措施、改变沉积
物物理性状的方法、改变沉积物化学性状

的方法，以及利用生态系统物质转移规律
的生物学方法。很多成功案例均采用了
多种方法相结合的集成技术。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研发
的湖泊内源控制砖体及其使用方法，通
过对湖泊底泥在煅烧后的砖坯上表面打
出 多 个 种 植 孔 ，得 到 湖 泊 内 源 控 制 砖
体。将湖泊内源控制砖体放入湖泊后，
可降低底层水体的应切力及水体流动对
沉积物的扰动，从而降低沉积物再悬浮
的营养盐释放，砖体具有吸附水体氮磷
的能力，可以有效改善泥-水界面的化
学性状，控制沉积物氮磷释放，砖体有利
于沉水植物的定植和扩增，从而达到物
理、化学和生物综合技术控制沉积物内
源释放的效果。此方法不用外加物质，
防止对湖泊造成二次污染，技术具有国
内领先水平。

洱海现有鱼类总计 31 种（隶属于 11
科 26 属），其中外来鱼类有 22 种；特有土
著鱼类有 7 种，均处于濒危状态。外来
的优势小型鱼类主要是太湖新银鱼、子
陵吻鰕虎鱼、波氏吻鰕虎鱼、小黄黝鱼、
麦穗鱼。以鲢、鳙为主的人工放流增殖
是洱海渔业的主体，近年来总的渔产量
维持在 5000 吨左右，鲢/鳙放养量约占
整个放流鱼类重量的 80%~85％。渔获
物中绝大部分种类为小型鱼类和一年生
鱼类，大中型鱼类的高龄个体（4＋龄以
上）极少，鱼类群落出现了明显的小型化
现象。针对渔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课题组提出了多条建议，受到洱海地方
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大部分建议被采
纳。通过对洱海渔业资源保护与增殖放
流及封湖禁渔项目的跟踪监测与评估

（2012 年～2017 年），提出了洱海鲢/鳙
放养的规格和数量调整，并对鲢/鳙的合
适捕捞时间和封湖禁渔时间等提出了具

体建议，得到地方相关部门的认可并实
施 。 以 北 部 鳌 山 湾 为 依 托 ，构 建 了
0.7km2 大型控藻围栏工程，用于鱼类调
控的生态控藻技术示范，目前运行良好。

洱海银鱼自 1989 年引入以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了捕捞种群，一直以来
种群稳定在 800 吨～1200 吨。洱海银鱼
主要摄食大型浮游动物，随着个体增加，
其对浮游动物的选择性摄食能力也加
强，进而影响洱海水质。为了更好地提
升洱海水质，自 2015 年开始，地方相关
部门采纳了课题的研究成果建议，开始
自在禁渔期对银鱼实行特许捕捞，每年
的 7 月～8 月开展为期 1 个月的银鱼特
许捕捞，取得了较好效果，削减了银鱼
20%～30%的种群数量。通过以水生植
物恢复为主的生境改善手段，研发了浮
游甲壳动物的保育与增殖技术，进一步
支撑了洱海对外来引种银鱼等食浮游动
物食性鱼类的调控措施。

4. 研发了洱海鱼类结构调控技术，增强生态控藻效率

5. 研发了可移动式蓝藻水华陷阱除藻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