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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新政

环保聚焦

本报讯（通讯员 王磊 周升明）
近日，宾川县拉乌乡组织全乡部
分乡村组三级河长、乡干部职工
和部分农村党员、青年志愿者共
150 余人在拉乌村藤子坡小组开
展清水河插柳护河义务植树活
动，建设全乡第一条河长制生
态示范带，以实际行动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活动，共

插种柳树和木瓜600多株，此次义
务植树活动全面拉开了拉乌乡河
长制生态示范带建设序幕，旨在
以打造生态河道、景观河道实现
护河常态化，营造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良好人居生态。

据了解，自河长制工作开展
以来，拉乌乡以党建为引领，创新
河道治理党群联系责任制，把以
河道保护治理为核心的“争当环
保先锋行动”融入基层党建提升
年活动中，建立“一河三长”实现
制度管河，开展“微信晒河”实现
动态巡河。

本报讯（通讯员 杨德志） 目
前，巍山县古保委率先在巍山古城
登记在册的28株古树名木和1个古
树名木群中，推广党员认养古树名
木制度，有效防止损害古树名木和
古树后备资源的行为，古树名木资
源得到充分保护，留住“乡愁”。

据介绍，巍山县结合省级园
林县城创建，根据工作性质和党
员情况，以支部为单位认养古树，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
党员服务有形化，带头建设绿色
家园，留住“乡愁”。认养活动根
据各支部的工作性质和党员情

况，结合古树名木地域分布，以支
部为单位合理划分认养范围，再
由各支部确定党员认养的古树名
木，负责监管认养古树附近的古
树后备资源。县古保委根据林业
部门调查结果，与各党员（养护责
任人）签订养护责任书，制定党员
认养古树名木责任清单，详细说
明古树名木主体代码、特征代码、
树种中文名、树高、胸围、科属、平
均冠幅、保护等级、责任党员和联
系电话等，明确养护责任和义务、
养护方法和标准，提高养护时效
性和精准度。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武华）
近年来，弥渡县在无公害蔬菜生产
中，推广杀虫灯诱虫技术、黄蓝板
诱虫技术、昆虫性诱剂诱虫技术诱
捕蔬菜害虫，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量，降低蔬菜农药残留，提高了蔬
菜品质。

据了解，弥渡县气候温和，种
菜历史悠久，在蔬菜主产区每年有
不同的蔬菜种类和同一蔬菜的不
同品种种植，所以在蔬菜生产上防
治害虫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截

至目前，全县建立绿色防控技术示
范区 30 个，示范面积 1.5 万亩，带
动全县绿色防控面积 15 万亩；全
面普及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举
办 10 场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培训班，培训示范户 1000 人次；减
少使用化学农药，提高农产品质
量，示范关键技术到位率达到 85%
以上，综合防控效果达 80%以上，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 30%以上，防
治成本降低 10%，病虫危害损失率
控制在 8%以下。

环境优美的漾濞县人和广场一角（摄于4月20日）。
近年来，漾濞县紧紧围绕“两强一堡”、“生态立县”目标任务,抓实生态

县、生态乡镇、生态村、绿色学校创建。目前，已完成全县9个乡镇辖区内58
个行政村州级生态村的命名。完成《漾濞县生态县创建规划》的编制并通过
省级专家评审，苍山西镇、漾江镇、平坡镇、龙潭乡4个乡镇被命名为省级生
态乡镇，正在申报国家级生态乡镇。鸡街乡、富恒乡、瓦厂乡、太平乡、顺濞
镇五个乡镇正在积极创建省级生态乡镇。 ［通讯员 谢字宁 摄］

● 江西将大力推进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争取
到 2020 年，环境公用设施、工
业园区、生猪养殖密集区或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区）等重点领
域第三方治理取得显著进展。

近日，江西省出台的《江西
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
作实施细则》明确提出，将选择
一批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
生猪养殖密集区或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区）进行第三方治理试
点，探索一条符合江西省情的
治理模式，实现“谁污染、谁付
费、第三方治理”的目标。

在推进环境公用设施第三
方治理市场化方面，江西省鼓
励打破以项目为单位的分散运
营模式，采取打捆方式引入第
三方运营；对以地方政府为责
任主体的城镇污染场地治理和
区域性环境整治等，将采用环
境绩效合同服务等方式引入第
三方治理。

● 武汉市今年起全面

推广使用无人机巡湖（河）制
度，确保对湖泊河流的状况第
一时间就了如指掌。

武汉素有“百湖之市”之
称，辖区内湖泊湿地星罗棋布，
水系众多。但随着城市的快速
扩张，处在城市区域的湖泊河
流常常面临被污染和侵占的威
胁。监管部门调查填湖占湖等
涉水违法行为，多靠步行、驾车
或乘船，巡查范围和工作效率
都十分有限。

对此，武汉市水务部门进
行了无人机巡查试点。武汉市
水政监察部门负责人介绍，根据
前期的区级试点，无人机巡查更
加高效。除了可监测湖泊水质、
水面是否存在垃圾，还能让执法
人员及时全面地掌握湖泊岸线、
港渠的变化情况，发现并锁定疑
似违建或填湖的地点。对依法
打击涉河湖环境违法犯罪、形成
法律震慑都十分有益。

按照计划，至今年年底，武
汉市将在全市 15 个区（功能
区）范围内全面部署无人机，并
形成水政定期巡查制度。

● 经湖北省委、省政府

批准，湖北省 2018年第一批省
级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启
动。目前，4 个省级环境保护
督察组已全部完成督察进驻。

督察工作将坚持问题导
向，重点围绕长江经济带“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精
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及文件的
贯彻落实和执行情况，重点盯
住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
劣的突出环境问题及其处理情
况；重点检查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意见整改落实、环境质量呈
现恶化趋势的区域流域及其整
治情况；重点了解生态省及环
境保护重点任务推进情况；重
点督办人民群众反映的身边环
境问题的立行立改情况；重点
督察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环保不作为、乱作为情况；
重点推动地方落实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严肃问责等
工作机制。

□ 通讯员 赵春荣 文/图

4月16日，位于西湖边的右所镇集镇污
水处理厂尾水湿地上，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
象——挖掘机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正在清理
淤泥，现场工作的人们，有的正在挥舞着锄
头清挖淤泥，有的正在把清挖出来的淤泥搬
运到拖拉机中运走。

据了解，占地约 57亩的右所镇集镇污
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已经多年未进行大规模
的集中清塘工作，特别是湿地中的污水处理
厂尾水出水口的深度处理塘中沉积的淤泥
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污水处理厂尾水
湿地作用的充分发挥。于是右所镇联合县
洱海保护投资开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从 4
月 15日开始，对该污水处理厂的尾水湿地
开展集中清塘行动，主要对湿地中的污水处

理厂尾水出水口的深度处理塘中沉积的淤
泥进行集中清理，同时对湿地中的腐败枯死
的水生植物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打捞，并对湿
地中安装的采用石墨稀光催化水环境治理
技术吸附微小漂浮杂物的包纤太阳能光板
上吸附的杂物进行打捞清理，使湿地进一步
充分发挥沉淀和净化污水处理厂尾水的作
用，有效改善提升入湖河流水质。

截至目前，此次清塘行动共计出动 26
人次，挖掘机 1台，拖拉机 4辆，清运淤泥和
杂物 60多方。据了解，下一步右所镇还将
对辖区内的所有湿地库塘、沟渠进行全面清
理整治，增加湿地、库塘调蓄能力，从源头上
控制和削减污染负荷，有效改善提升入湖河
流水质。

图为右所镇集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
清塘工作现场。

今年 4 月 22日是第 49个“世
界地球日”，主题是“珍惜自然资
源 呵护美丽国土——讲好我们
的地球故事”。

“世界地球日”前夕，在武汉
园博园垃圾填埋场好氧生态修复
区域，一队小学生正认真地听着
领队老师讲述园博园如何将一片
占地约700亩的垃圾填埋场，华丽
变身美丽生态公园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位于武
汉市郊的金口垃圾填埋场启用，
该垃圾填埋场投入运行后累计
填 埋 量 超 过 500 万 立 方 米 ，约
376 万吨。垃圾场 2005 年关闭，
但积存的垃圾仍然产生气体、渗
滤液等污染物，对周边环境产生
二次污染。

武汉市统计局发布的最新公
报显示，该市常住人口达 1089.29
万人，按照 2014年 11月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
准的通知》，武汉成为中国现有的
几座超大城市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
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
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从1978年的约18%上升到2017
年的约 58%。然而，越来越多的
城市近年患上了“城市病”，环境
污染、交通拥堵、管理粗放、应急
迟缓等问题突出。

2015年，时隔37年后，中央再
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指
出，“要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
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
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
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
色的现代化城市。”

“2012年，武汉提出运用生态
回归的理念，对垃圾填埋场进行
好氧修复、封场修复、渗滤液和填
埋气体处理等，并在其上修建园
林景观作为园博园主会场，获得

当时评审小组的肯定和认可，最
后获得第十届园博会主办权。”园
博园工程师肖勤武说。

金口垃圾填埋场 2013 年开
启生态修复治理、回归自然之美
的重生之旅，污染严重的区域采
用好氧技术，污染较轻的区域采
用封场技术。经过近两年修复，
垃圾场六成左右的垃圾通过好氧
技术得到降解。

“当时每天戴着口罩上班，起
风时恶臭难闻，下雨时污水横
流。”62岁的黄云林曾是金口垃圾
填埋场的一名职工，如今返聘到
园博园工作。

“现在的园博园芳草绿茵，鲜
花绽放，到处是沁人心脾的清
香！”黄云林说。

在园博园渗滤液和填埋气体
处理区域，自动化设备还在一天
24小时运营。“每小时有 200多方
的甲烷气体通过这套系统转化，
每天有110方的水被处理为达标、
可排放的中水，用于周边浇灌花
草。”北京时代桃源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现场负责人邵福根说。

2015年 12月 10日，法国巴黎
举行的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大会
上，武汉凭借对垃圾填埋场生态
修复后建设园博园的成功范例，
一举获得“C40 城市气候领袖群
第三届城市奖”。

园博园只是武汉这座“超大
城市”绿色实践的一个缩影。历
经城市大建设“阵痛”的武汉，高
峰期曾有几千个工地同时施工，
被市民戏称为尘土飞扬的“光灰
之城”。而今，通过打造城市生态
绿心和慢行交通系统，实施生态
修复工程，建设低能耗清洁生态
建筑，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幅
提升。

水域面积超过30多平方公里
的东湖是武汉市的城中湖。绵延

100多公里的东湖绿道，是中国国
内首条城区内 5A旅游景区绿道，
它依托东湖秀丽的风景和丰厚的
人文历史，让市民实现或漫步、或
骑行的“慢生活”。

据了解，绿道建设中进行了
退渔环湖、湖面治理、湖泊连通等
工作，为了不影响上百种野生脊
椎动物的生活，绿道沿线特意设
置了管状涵洞和箱形涵洞，专供
小动物通行。

“绿道兴起后，机动车让位于
自行车和行人是城市发展理念的
一个重大转变。”武汉市园林建
筑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季冬兰
说，“绿道设计背后的一个个细
节，反映的正是这种新理念，不
仅视觉上赏心悦目，而且更利于
环境发展。”

在武汉光谷落成的中国最大
绿色仿生建筑——“能源之花”大
楼，每时每刻从照明、通风、制冷、
用水等方面都在节约能源。

“大楼外形酷似马蹄莲，是国
内首个采用‘大型风光互补与建
筑一体化系统’的建筑，此系统由
3500平方米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和一组万瓦级的新型垂直轴风
力发电机组成，可为主体提供约
48 万度的年发电量，是大楼自身
用电量的 14%，远远高出中国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中 2%的要求。”
武汉新能源研究院研究中心黄晓
宏博士说。

黄晓宏介绍，从地下停车场
一直延伸到草坪表面的光导照明
系统，在白天自然光充足的条件
下，可以“0用电”满足地下停车场
全部照明，每年节约电量5万度以
上。位于大楼顶部的雨水回收系
统，可保证整个大楼用水量的
38%使用的是回收用水，每年可节
约用水4800吨。

［新华社电 记者 罗 鑫］

武汉：一个中国“超大城市”的绿色实践弥渡县示范推广绿色防控1.5万亩

巍山县开展党员认养古树名木 宾川县拉乌乡插柳护河创建河长制生态示范带

洱源县右所镇：

开展湿地清塘行动 确保一泓清水入湖

［何俊倬 整理］

● 近日，广东已和香港、

澳门有关方面建立了协商机
制，将加快推进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森林城市群，粤港澳大湾
区水鸟迁徙廊道建设规划也
将启动。

当前，广东正积极推进珠
三角森林城市群建设，珠三角
9个城市中，已有7个城市成功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深圳、中
山已进入“创森”攻坚冲刺阶
段，有望今年内创建成功。梅
州、汕头等 9 市也加入了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行列。

广东省林业厅介绍，目前
广东正在编制全省森林城市
建设规划，将以珠三角国家森
林城市群为“绿心”，以粤东、
粤西地区的森林城市为生态
屏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森林
城市群，构建岭南特色的森林
生态安全屏障。

目前，广东已和香港、澳
门有关方面建立了协商机制，
积极筹办粤港澳大湾区森林城
市群交流座谈会，加快推进工
作。粤港澳大湾区水鸟迁徙廊
道、珠三角地区生物生态廊道、
珠三角地区高品质生态公益林
等建设规划将陆续启动。

清洁家园 清洁水源 清洁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