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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排污口，是污染物进入
河流的最后一关。

2019年年初，生态环境部启
动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试点工作，重庆市渝北区、两
江新区和江苏省泰州市成为试
点。近日，在推进试点整治的基
础上，生态环境部向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和63个地市交办了入
河排污口清单，指导并推动地方
解决突出排污问题，这也意味着
长江流域排污口整治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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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水库经常漂着泡沫和塑料袋，现

在清澈多了，经常还能看到水鸟。”说起长田

沟水库的变化，重庆市民张先生很欣喜。

长田沟水库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库

的水最终流入嘉陵江。曾经，由于周边小区

生活污水管道破裂、库内污染消除不彻底等

原因，水库水质一度恶化，并呈中度富营养

化。如今，两江新区逐步推进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工作，并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长田沟

水库重现碧波荡漾的景色。

应查尽查，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不留死角

排查整治入河排污口，首先就是要摸清

底数，将入河排污口查清楚、数明白。

“重庆地形复杂，植被茂盛，有时排污口

会被掩盖，很难发现。”重庆市两江新区生态

环境分局工作人员孙国俊说。为此，两江新

区向相关部门、镇街、村社搜集资料，了解辖

区内水系、市政管网建设、产业分布等情况，

划出重点区域；并通过运用卫星遥感监测、无

人机航拍、管道潜望镜、管道机器人等智能化

设备，让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不留死角。

江苏南京市雨花区生态环境局监察大队

大队长陈国喜告诉记者，南京市 2019 年启动

长 江 排 污 口 排 查 整 治 专 项 行 动 工 作 ，并 于

2020 年 7 月开始进一步对长江点位进行分类

核查、监测溯源。“市、区生态环境部门与各相

关街道组织成立了 17 个现场组，对 285 千米

岸线 2382 个入江排污口逐一核查、溯源。100
多名工作人员深入工厂、农村、居民区、建筑

施工场地、港口码头，对生产废水、清净下水、

生活污水、雨洪排口、养殖废水排口、农田退

水等各类型排口全面踏勘。”陈国喜说。

重庆和江苏的探索，是近年来长江经济

带 11 省市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的一个缩

影。生态环境部执法局监督执法一处副处长

仇鹏介绍，自 2019 年 1 月起，生态环境部与长

江经济带 11 省市协同发力，开展长江入河排

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整个排查历时一

年，分批、分步完成了整个长江岸线的无人机

航测、人工徒步排查、专家质控式核查等三级

排查工作，走遍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63 地市

2.4 万公里岸线，系统分析长江入河污染排放

状 况 及 环 境 隐 患 ，共 发 现 长 江 入 河 排 污 口

60292 个，基本实现“有口皆查，应查尽查”目

标，为长江生态环境做了一次深入体检。

立行立改，将排污口整
治工作贯穿始终

“从排查情况看，排污口数量多、分布广，

很多地方基础设施薄弱，大量排污口同时承

接了生活污水、企业废水、雨洪水，污水来源

错综复杂。由于历史原因，之前大量排口没

有纳入日常管理，整治工作量很大。”仇鹏介

绍说，作为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试点，2019 年

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渝北区以及江苏省泰

州市，扎实开展查、测、溯、治四项重点工作，

解决了一批疑难问题，摸索出一些可以借鉴

和值得推广的经验。

泰州市地处长江下游，沿江水系发达，小

河沟密布，点多面广的排污口治理起来非常

复杂。泰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泰州市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张建军告诉记

者，为了有效推进排污口整治，泰州将排污口

整治贯穿于排查、监测、溯源、方案编制等工

作中，问题导向、立行立改，有效完成一批排

污口的整治工作。

“就比如，我们在排查监测时发现，靖江

市东兴镇镇区部分雨洪排口水质超标，经溯

源为镇区污水管网塌陷淤塞，生活污水混入

雨水管排放所致。靖江市立即开展管网综合

治理，进行管网疏通，及时完成整改。高港区

第一时间关闭 3 个鱼塘、1 个垂钓中心，封堵

了 35 个丧失排水功能的排口。”张建军介绍，

截至目前，泰州市列入整治范围的 1054 个排

污口已完成整治 870 个；2020 年，泰州市长江

流域水质持续改善。

在重庆市两江新区，入河排污口整治与

小流域综合治理被有效结合起来，当地统筹

考虑污水排放控制、管网建设、生态修复、流

域治理等全过程，系统实施综合整治，提高各

环节的运作效率。

位于两江新区悦来桐子湾附近的入河排

污口主要承接悦来生态城片区污水，上游等地

的雨水也经此流入嘉陵江。“这片区域被污染，

一方面是因为雨天道路污染物混入，另一方面

是城市生活污水直接进入雨水管道。”两江新

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蔡建宁说，为解决这一问

题，两江新区在规划悦来生态城片区时推行海

绵城市建设，严格落实城市、小区、住户雨污分

流措施，强化雨污管网工程质量，实施道路初

期雨水控制。同时，两江新区生态环境局还对

这里加强日常管理，严格整治建筑工地污水乱

排现象，定期开展排口水质监测。

据了解，截至目前，两江新区需要整治的

56 个排污口已完成整治 30 个，剩余排污口预

计在 2022 年年底完成整治；渝北区需要整治

的 21 个排污口已全部完成整治。截至 2020
年年底，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为优，42 个国考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首次达到 100%，优于国家

考核目标 4.8 个百分点，较 2015 年上升 14.3 个

百分点。

长效行动，实现排污口
长期、有效监管

排污口治理稳步推进，接下来的工作重

点在哪里？

“排污口虽小，但涉及生态环境、水利、住

建等多个部门。多部门通力协作，是我们高效

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的重要保障。”

蔡建宁介绍，排污口不仅由各整治责任单位组

织验收监测，推进达标销号，还需结合巡河制

度将排口纳入河长日常巡查监管，并实施长期

动态监控预警。

“2020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正式交办长江

入河排污口清单，泰州市依托‘健康长江泰州

行动’大数据平台，配合搭建泰州市长江入河

排污口信息系统，建立长江入河排污口电子

台账、构建长江入河排污口电子地图，对入河

排污口实施信息化管理。”张建军介绍。

“后续排污口整治工作，将从三方面开

展。”仇鹏表示，一是完成排污口监测溯源，掌

握排污状况，了解污水来源；二是完成综合整

治方案，将所有入河排污口纳入管理，并明确

具体治理措施、责任单位和进度安排；三是实

施分类整治，立行立改和长期整改相结合，集

中力量完成一批突出问题，并持续推进整治

工作，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

“原则上，2021 年年底前，将完成全部 6
万多个排污口的分类命名并编码，且依据技

术规范完成排污口标志牌设立，制定印发排

污口整治方案并完成部分整治任务。之后再

经 过 2—3 年 努 力 ，基 本 完 成 排 污 口 整 治 工

作。”仇鹏说，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整治工作，

压实责任，同时，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由易入

难，分步推进，坚决反对“一刀切”，杜绝一堵

了之、一关了之等简单粗暴行为。

上图：长江支流大宁河流域的重庆市巫

山县小三峡。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多地深入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治理—

把好闸门
清水入江河

本报记者 寇江泽 姚雪青 刘新吾

本报北京 1月 6日电 （记者王明峰、刘新吾）日前，记

者从四川省大数据中心、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获

悉：近日，两地实现首批生态环保领域政务数据跨省互通，

共享相邻地区空气监测数据。

据了解，此次跨省共享的政务数据包括川渝相邻地区

空气站点基本档案信息、空气自动监测数据（小时报）等，将

为两地生态环境部门涉气污染源联合排查、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提供数据支撑。

川渝共享相邻地区空气监测数据
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支撑

本报南宁 1月 6日电 （记者李纵）近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龙胜各族自

治县与贵州省黎平县、从江县，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等三

省（区）七县检察机关协作保护野生动物、珍贵野生植物等

生 态 环 境 和 资 源 框 架 协 议 签 约 仪 式 在 三 江 侗 族 自 治 县

举行。

协议明确，围绕桂黔湘三省（区）交界区域生态环境特

点和社会治理现状，以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为抓手，突出野生

动物、珍贵野生植物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重点，聚焦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侵害公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优化行政执行

与公益诉讼检察相衔接的公益司法保护运作模式，督促行

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加大行政执行力度，提升生态环境和

资源监管的行政执行能力和水平，恢复受损害的生态环境，

遏制资源的破坏性开发，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协议从六个方面明确了跨区域协作保护野生动物、珍

贵野生植物等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重要内容。一是建立案件

线索发现、预警和移送机制；二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三是

不定期组织公益诉讼案件大排查；四是建立类案统一尺度

和重大个案协作机制；五是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六是建立办

案人员培训合作机制。

桂黔湘七县检察机关签订协议

跨区域协作保护野生物种

■大江大河
长江保护这五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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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 1月 6日电 （记者朱磊）记者从江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获悉：日前，景德镇市浮梁县法院宣判一起环境污

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判决非法跨省倾倒危废的企业浙江海

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各类费用 285 万余元，并承担惩

罚性赔偿金 17 万余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8 年 3 月 3 日至同年 7 月 31 日期间，

海蓝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民将公司生产的硫酸钠废液交由

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吴某良处理，吴某良雇请李某贤将

1124.1 吨硫酸钠废液运输到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浮梁县

湘湖镇洞口村的山上倾倒，造成约 8.08 亩范围内环境和浮

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洞口组的地表水受到污染。

经鉴定，两处受污染地块的生态环境修复总费用为

216.8 万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共计 5.7 万余元，并产生检

测鉴定费 9 万余元。受污染地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采取合

理预防、处置措施产生的应急处置费用 53 万余元。

2021 年 1 月 4 日，浮梁县人民法院判决海蓝公司赔偿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应急处置费用及

检测费、鉴定费共计 285 万余元，承担环境污染惩罚性赔偿

金 17 万余元，同时判令被告海蓝公司就其污染环境的行为

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该案涉及污染环境犯罪已由该院审结，依法对被告海

蓝公司主管安全生产人员、无废物处理资质人员以及具体

实施运输、倾倒行为的人员一并追究了刑事责任。

跨省倾倒危废

浙江一企业被判赔300余万元

本报北京 1 月 6 日电 （记 者孙秀

艳）生态环境部日前公布《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试行）》，并印发配套的配额分

配方案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单。这意味着

自今年元旦起，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

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2225 家发电企

业将分到碳排放配额。

据介绍，管理办法定位于规范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规定了各级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市场参与主体的责

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全国碳市场运行的

关键环节和工作要求。以管理办法为统

领，生态环境部还将制定并发布温室气

体核算报告与核查、碳排放权登记交易

结算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搭建起

全国碳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配额分配备

受关注。此次划定排放配额的企业是年

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发

电企业。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

长李高表示，对发电行业将通过行业基

准法开展配额分配，基于实际产出量，对

标行业先进碳排放水平，配额免费分配

且与实际产出量“挂钩”，体现奖励先进、

惩戒落后的原则。

李高说，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的一种市场化手段，相对于

行政手段具有全社会减排成本较低、能

够 为 企 业 减 排 提 供 灵 活 选 择 等 优 势 。

2011 年以来，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开展

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截至 2020 年

11 月，试点碳市场共覆盖电力、钢铁、水

泥等 20 余个行业近 3000 家重点排放单

位，累计配额成交量约为 4.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成交

额近 100 亿元人民币。

未来，生态环境部将围绕完成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

周期，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率先在全国开展交易，在发电行

业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行业范围，

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实现全国碳市场的平稳有效运

行和健康持续发展，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实现二氧化碳排

放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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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6 日电 （记者赵贝佳）中

央气象台 6 日 18 时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受寒潮影响，6 日 20 时至 8 日 20 时，东北地区

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黄

淮、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

部、台湾岛等地将先后降温 6—8℃ 。此次强

寒潮天气将给我国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降

温和大风天气，降温幅度大、影响范围广，北

方部分地区气温将创入冬以来新低。6 日 19
时，北京平原大部分地区气温为-18℃ 左右，

其中，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为-17.9℃ ，已突

破近 20 年 1 月上旬最低气温（-16.7℃）。中

国气象局 6 日 18 时 30 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寒潮）四级应急响应。

1 月 6 日白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

中北部及东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

6—8 级阵风，局地 9—10 级；甘肃南部、内蒙

古中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东半岛南

部、山东半岛北部及新疆南疆西部等地出现

分散性小雪，辽宁大连局地大雪。

上图：1 月 6 日，为应对流凌，山东滨州境

内的黄河浮桥正在拆除。

初宝瑞摄（人民视觉）

右图：近日，受寒潮影响，山东威海降下

中到大雪。 宋永强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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