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抵湖南衡阳，观石鼓书院，在合江亭俯瞰

眺望，一边是纤秀蒸水，一边是雄浑湘江，再往

前是耒水入湘江处。独特的“三江六岸”风貌，

让旖旎的沿江风光尽收眼底。

衡阳是湖南省域副中心城市，也是全国 26
个老工业基地之一，雅称“雁城”，因“北雁南

飞，至此歇翅停回”、栖息于当地回雁峰而得

名。前些年，衡阳城区曾有 10 余处城市水体成

为黑臭水体，直接影响当地群众的生活环境，

也影响着湘江的水生态安全。

“必须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

系统保护力度。要坚持水岸同治，高质量推进

城 市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衡 阳 市 委 书 记 邓 群 策

说。2017 年，《衡阳市市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方案》下发，衡阳全面打响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攻坚战。自此，提升水环境、改善水生态在衡

阳形成共识与合力。截至 2020 年底，衡阳城区

黑臭水体治理目标全面完成。

控源截污，幸福河又
灵动了起来

“以前呀，可以说是幸福河上鸟不飞，年年

疏通、清淤，还是臭。你现在来看，变化可太大

了。”65 岁的蒸湘区联合街道北塘村村民廖义

香正和丈夫拾掇家门口的菜地。菜地旁的幸

福河流水潺潺，河道蜿蜒向前，伸向市中心。

40 多年前，廖义香来到北塘村。前些年，

村里建起了高楼和工厂，但是，幸福河的河水

却在一天天变黑、变臭。“以前，附近钢管厂排

污时，河水是铁锈色的。到后来，河面上一片

片垃圾，水底下厚厚一层污泥。夏天蚊子多，

到处臭烘烘，河边住户连窗都不敢开。”廖义

香说。

“治理之前，幸福河每天集纳了三四万立

方米生活污水直排，还有沿岸倾倒的大量垃

圾，让这条径流量本来就很小的河受到严重污

染。”幸福河改造项目的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

钟晓磊说。

改造，从截污开始。结合城市雨污分流工

程，幸福河一侧新铺了 12 公里长的截污管道，

沿岸污水就此流向铜桥港污水处理厂。

切断了污染源，还要引来源头活水。在联

合社区一处泵房外，汩汩清水从近一米粗的管

道流出。“这是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通过

补水管道，每天补水 3 万吨；河道拓宽了一半以

上，沿岸修了护坡，种了树、种了花，幸福河又

灵动了起来。”钟晓磊说。

2020 年底，幸福河通过黑臭水体专项治理

验收。看到幸福河正在发生的变化，廖义香和

丈夫别提多高兴了。“水清了，生活更幸福了！”

廖义香说。

之前，衡阳市对岳屏公园、西湖公园、青少

年宫、莲湖广场的多处黑臭水体也实施了控源

截污、河湖联通、水体修复等措施，经过整治，

这 些 地 方 如 今 已 成 为 市 民 休 闲 娱 乐 的 亲 水

空间。

建章立制，从见效到长效

衡阳人说的“雁栖湖”，实际是一段 4.8 公

里长的封闭河道。湘江支流蒸水在此截弯取

直后，这段河道成为内湖。养鱼、倒垃圾，近两

万户居民排放的生活污水，让雁栖湖成了让路

人掩鼻的黑臭水体。本来是位置绝佳的湖中

岛，却成了外地人不愿来、本地人往外跑的地

方。而且，雁栖湖和蒸水相连，黑臭水也让蒸

水水质恶化，甚至污染到了湘江。

改造棚户区、新建配套污水管网……一系

列工程的推进，各方共同努力让雁栖湖七八百

亩水面又恢复了清波碧水，退出了黑臭水体的

行列。

目标不止于此。“黑臭水体治理必须治标

又治本，解决根本性问题。”衡阳市住建局局长

李向阳说，“如果没有一套科学稳定的长效机

制，不能实现‘长制久清’，就依然会存在返黑

返臭的可能。”通过棚改项目，湖中岛上原有的

城中村变成了规划齐整的新社区，全部实现雨

污分流、污水全收集，管网、泵站、污水处理厂

全面配套完善。

在衡阳市黑臭水体治理工程中，治理是全

局性的。

有管网，污水、雨水不再混流、乱流。近 3
年来，衡阳建了约 100 公里地下雨水管网、约

200 公里的地下污水管网。2020 年 3 月，总投资

20 亿元的衡阳市中心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

正式开工，工程完工后，城区雨污分流问题将基

本得到解决。此外，衡阳城区范围内，16 个湘江

排污口、19个蒸水排污口、32个耒水排污口均已

完成治理，实现全面禁排。

有污水处理厂，收集后的污水可以实现全

部处理。近年来，衡阳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

共规划建设 6 座污水处理厂。“目前，衡阳城区

每天的自来水用水总量不到 44 万吨，而市区在

运行中的 4 个污水处理厂，现有的污水处理能

力有 52 万吨，余量很足。现在，还有 3 座处理

厂 在 规 划 中 ，未 来 可 实 现 污 水 全 收 集 、全 处

理。”衡阳市住建局总工程师张云球说。

“水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该花的钱，每

一分钱都要到位！”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健

说。近几年，衡阳各级财政和社会资本，总共

为此投入约 65 亿元。

基础设施的投入，为水体“长制久清”打下

了坚实基础；长效机制，则为“长制久清”提供

了机制保障。衡阳市实施的“厂、泵、网一体

化”运营，正是这种探索。“过去，污水管网、泵

站及污水处理厂，分属住建、水利、城管等不同

部门建设、管辖，缺乏统一协调，没有形成合

力。”张云球说。如今，衡阳厂、泵、网建设由市

政府统一安排实施，建成后，实现了“厂、泵、网

一体化”运营。同时，衡阳市建立起一套黑臭

水体治理的财政投入、日常管护制度，推动实

现从见效到长效的转变。

建设海绵城市，改造城
市小微水体

在衡阳城区“陆家新屋”前，窄窄的小湖，

水里的鱼虾、卵石，水边的美人蕉、芦苇、菖蒲，

岸 上 欢 声 笑 语 的 孩 子 ，构 成 了 一 幅 美 好 的

画卷。

这片水域曾进行过多年渔业养殖，随着城

市发展，这里由城郊变成城区。水体封闭，形

成了令人闻之捂鼻的“黑水湖”。经过水生态

系统治理、护岸修复施工等工程，这片水域重

新恢复清澈。如今，周边降水经过集纳、过滤，

顺着生态湿地、绿地汩汩流入，成为景观和生

态用水。

衡阳深入推进城市转型发展，从根本上补

齐水环境问题背后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短板，

统筹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

内在联系，规划海绵城市方案，通过城市降雨

径流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不断实

现城市绿色发展。

目前，衡阳正坚持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

统治理，将海绵城市建设与黑臭水体治理有机

结合，科学开展黑臭水体全流域全要素系统治

理。新建的公园、道路、广场、小区按照海绵城

市 的 要 求 建 设 ，已 完 成 项 目 也 将 逐 步 进 行

改造。

谋定而动，成效初显。黑臭水体整治、海

绵城市建设，成为驱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升

群众幸福指数的有力引擎。“下一步，衡阳将围

绕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紧抓省域副中心城

市的建设机遇，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推

进衡阳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在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上展现新作为！”邓群策说。

上图：衡阳石鼓书院。 资料图片

下图：湘江衡阳段东洲岛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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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河道没有这么宽，水也不干净。现在不

仅水清了，还建起了这么美的公园，可以散步、锻

炼身体。”在四川成都，68 岁的江光华老人站在锦

江畔，指着不远处说，“那边在修一个码头，以后还

可以坐船夜游锦江。”

锦江公园是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成都通过建设各级绿道，连接起全市 1100 多

个各类公园，形成了“绿网千园”的生态格局。通过

“绿道+”“公园+”等场景营造，给城市形态和市民生

活方式都带来了较大变化。

近年来，成都通过五个重大生态项目来塑造公

园城市形态：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是城市“绿心”，大

熊猫国家公园是生态“绿肺”，总规划 16930 公里的

天府绿道体系是城市“绿脉”，依托成都四环路两侧

500 米范围 133 平方公里环城生态区的锦城公园是

“绿环”，河道 48 公里、覆盖 33 平方公里滨水区域的

锦江公园是精品“绿轴”。

如果从空中俯瞰，可以清晰地看到：星罗棋布的

公园之间、波光粼粼的湖泊之间、高高低低的楼宇之

间，一条条蜿蜒的绿道编织成网。目前，天府绿道体

系总里程已达 4408 公里。如今，这条城市“绿脉”还

在不断延展。

记者从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了解到，成

都每年规划建设 1000 条“回家的路（上班的路）”社

区绿道，建设书店、花店、商店及咖啡馆（茶馆）等服

务设施，串起科普教育、运动健身等场所。目前，各

级绿道已建设文旅体设施 2600 余个，吸引 1500 余万

市民、游客走进绿道。

“以区域级绿道为骨架，城市级绿道和社区级

绿道相互衔接，串起城乡公共开放空间，构建场景

多元、功能复合的城市样板空间。”成都市公园城

市建设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依托绿道实现城

市价值拓展，成都每年举办多场公园绿道美好生活

活动，如今，公园绿道已成为市民美好生活体验的

重要来源。

四川成都

造天府绿道 建公园城市
王明峰 曹宇阳

核心阅读

在雁城衡阳，前些年城区
的 10余处黑臭水体，不仅直接
影响当地群众的生活环境，也
影响着湘江的水生态安全。
近年来，当地坚持水岸同治，
打响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全面完成城
区黑臭水体治理目标，水生态
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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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8日电 （记者

丁怡婷）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关

于因地制宜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

工作的通知》，提出因地制宜推广

各类可再生能源供暖技术，积极

推广地热能开发利用、合理发展

生物质能供暖、继续推进太阳能

和风电供暖。

“利用可再生能源供暖是我

国 调 整 能 源 结 构 、实 现 节 能 减

排、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迫

切需要，也是完成非化石能源利

用 目 标 、建 设 清 洁 低 碳 社 会 、实

现 能 源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必 然 选

择 。”国 家 能 源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我 国 地 热 资 源 丰 富 ，市 场 潜

力巨大；生物质能供暖具有布局

灵 活、适 应 性 强 的 特 点 ，可 用 于

资 源 丰 富 地 区 的 县 城 及 农 村 取

暖 ，在 用 户 侧 直 接 实 现 煤 炭 替

代；太阳能供热采暖技术成熟、

经济性较好，已广泛应用于生活

及工业热水供应。

《通知》提出，要科学统筹规

划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根据当

地资源禀赋和用能需求推广可再

生能源供暖技术，合理布局可再

生能源供暖项目；继续推动试点

示范工作和重大项目建设，探索

可再生能源供暖项目运行和管理

经验。比如，鼓励在居住分散、集

中供暖供气困难、生物质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以县

域为单位统筹考虑开展生物质能加工站建设试点，

对当地生物质资源实行统一开发、运营、服务和管

理，有效降低农村地区生物质能取暖成本，提高农村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为了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支持政策保障，《通

知》提出，综合考虑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供暖成

本、居民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供暖价格，探索

建立符合市场化原则的可再生能源供暖投资运营模

式。鼓励地方对地热能供暖、生物质能清洁供暖等

可再生能源供暖项目积极给予支持。鼓励优先建设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从严控制只发电不供热项

目。同等条件下，生物质发电补贴优先支持生物质

热电联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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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8日电 （记者刘诗瑶）8 日，记者

从自然资源部获悉：2020 年，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继续坚持“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及时发现制

止违法用海用岛的苗头倾向，移交涉嫌违法案件，坚

决将违法用海用岛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国范围内未

出现大规模违法用海用岛现象，发现并制止涉嫌违

法填海 12 处，涉及海域面积约 3.02 公顷；发现并制

止 涉 嫌 违 法 构 筑 物 用 海 95 处 ，涉 及 海 域 面 积 约

31.78 公顷；发现并制止涉嫌违法用岛 17 处，面积约

3.00 公顷。

目前，相关涉嫌违法案件均已移交有关执法机

关依法查处。

自然资源部

通报涉嫌违法用海用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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