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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9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云南、浙江、

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 7 省份下拨中央自然灾

害救灾资金 8000 万元，用于支持受灾地区抗旱减灾工

作，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生产用水。

近来，南方部分地区降水偏少，云南等地出现旱

情，局地发生城乡供水紧张和农业旱情。国家防总、应

急管理部会同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等相关

部门，联合研判当前旱情及发展趋势，安排部署抗旱措

施，派出 2 个工作组赴云南、浙江等地协助指导抗旱减

灾工作，调度消防救援队伍拉水送水，最大程度保障受

旱地区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

两部门下拨8000万元救灾资金
支持地方抗旱减灾

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治理黄河治理黄河，，重在保重在保
护护，，要在治理要在治理。。位于黄河位于黄河
上游的甘肃兰州上游的甘肃兰州，，近年来近年来
加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加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力度力度，，通过黑臭水体整通过黑臭水体整
治治、、水污染联防联控水污染联防联控、、统统
筹推进流域治理等措施筹推进流域治理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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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黄河兰州段干黄河兰州段干、、
支流国控支流国控、、省控考核断面省控考核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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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水质综合评价连续出境水质综合评价连续
四年稳定达到四年稳定达到ⅡⅡ类类。。

每天沿着黄河步道走一遍，成了兰州市

民宋鹏程的习惯。他已经在甘肃兰州工作、

生活 23 年了。这几年，他真切地感觉到，黄河

水越来越清、黄河两岸也越来越美，“这几年

冬天，黄河水越来越清澈。如今步道宽了，黄

河岸边干净了，水鸟也多了起来。”

黄河从兰州市西固区岔路村入境，自西

向东穿过兰州市中心，至榆中县青城乡大岘

沟出境，兰州段长 152 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

305 亿立方米。近年来，兰州市强化治水治

污，不断推进生态保护，努力将黄河打造成为

兰州人民的幸福河。

涉水企业达标排放，污
水处理厂提标扩能

“以前，这里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桥上根

本站不住人！”说起大砂沟之前的样子，附近

社区居民李志钢还记忆犹新。长度 10 多公里

的大砂沟，是兰州市城关区黄河北岸的一条

重要的行洪道。以前，附近居民小区、餐饮企

业等单位的生活污水直排沟内，最终汇入黄

河。“不仅气味儿难闻，而且蚊虫滋生，夏天得

绕路走。”李志钢说。

2019 年 4 月，兰州市投资 6100 多万元，在

此实施了污水管道改造工程，铺设污水管网

12 公里，共截留 76 处排污口。据兰州市水务

局相关人士介绍，行洪道两侧单位、住户直排

污水全部被收集进入市政管网，日收集能力

达 2000 吨。自 2017 年以来，兰州市累计投入

资金 2.56 亿元进行黑臭水体治理。截至 2020
年底，兰州市排查出的 8 处黑臭水体已经全部

完成整治，周边环境大幅改善。

去除存量，也要管好增量。地处黄河兰

州段上游的兰州石化公司，是一家大型炼化

一体化生产企业。该公司现有四季青和小金

沟两个废水外排口，年排放水量约 1640 万吨。

COD（化学需氧量）：38.6 毫克；pH 值：

8……2 月 25 日上午，在该公司位于西固区水

上公园处的污水缓冲池检测室内，各项设备

正常运行。公司环境监测与管理部副主任李

冬刚告诉记者，他们去年依据生态环境部最

新的《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针对

废水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因子及硫化物、

挥发酚等专门安装了在线监测设备，在线监

控总磷、总氮、COD 等 32 项指标。

据介绍，这里主要收集的是公司已经处

理过的催化剂、炼油、化工等 3 种污水，排放至

小金沟，然后汇入黄河。李冬刚说，“指标的

预警值，按照标准值的 90%设定。只要达到

预警值，系统自动将水切换至容量 25 万立方

米的调蓄缓冲池，并实时通知相关人员，确保

外排废水 100%达标排放。”

这些数据，在兰州市生态环境局也能实

时看到。兰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队污染源监控科工作人员马天北介绍，通过

重点排污单位基础数据库与自动监控系统，

全市 10 家污水处理厂、34 家废水排放企业的

水、气排放数据一目了然，“一旦数据异常，系

统会自动报警，并同时通知市局相关科室、县

区分局以及涉事企业”。

根据生态环境部考核要求，黄河一级支流

湟水进入兰州段水质是Ⅳ类水；干流自永靖入

兰水质是Ⅱ类水。作为一座约 400 万人口的

城市，兰州每年排放的生产生活废水超 2 亿

吨。通过封堵整治黄河边排污管网、污水处理

厂提标扩能等，兰州市污水处理量由原来的每

天 13 万吨提高到 54 万吨，污水处理率由 50%
提高到 97%，对保护黄河起到了重要作用。

2020年，黄河兰州段干、支流国控、省控考

核断面综合水质评价为优良水体，水质优良率

100%；黄河兰州段出境水质综合评价连续四

年稳定达到Ⅱ类。

加大监测检查频次，开
展联防联控

2 月 25 日 10 时许，黄河西固区岸门桥断

面寒风劲吹。系好采样器、放下绳索，石磊小

心翼翼地从黄河中打水取样，同事景鹏在一

旁负责记录，另一名同事丁旭则手持摄像机

进行拍摄。

他们是甘肃隆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的外

部检测员，自 2021 年 1 月以来，每天都要对黄

河上的 6 个点位取水检测。“各点位上下午分

别取一次样，以岸门桥为例，我们根据桥面宽

度设定了左中右 3 个位置取样，以便充分了解

水质情况。”景鹏说。

“无色透明、4 摄氏度。”采样后，景鹏先是

观察、用温度计测定水温，并在本上作好记

录，“我们还要对水样添加固定剂，并放入冷

藏 箱 ，确 保 水 样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保 持 现 场 特

性。”最终，水样经实验室分析后数据直报兰

州市生态环境局。

“在枯水期，黄河干支流流量大幅下降，

但排放量并没有随季节减少。为了监控黄河

水质，我们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水质加密监

测，以便掌握水质变化情况，及时启动应急联

动措施。”兰州市生态环境局西固分局副局长

白忠亮说，在 1 到 3 月的枯水期之外，按照国

家监测方案，每月需开展一次监测。

岸门桥断面往下游不远，就是兰州城市

供水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水厂。公司生产调度

中心主任郝立栋介绍，他们承担了兰州市城

区 90%以上的供水量，“每年春季黄河低水位

期 间 ，上 游 来 水 污 染 常 常 会 影 响 自 来 水 水

质。为此，我们制定防范水质异味工作方案，

并根据水情完善；同时安排专人驻点巡查，每

小时检测黄河原水嗅味，一旦异常立即启动

应急响应。”

今年春节假期，白忠亮只休了两天，其余

时间都在和同事一起巡查河道、走访企业。“每

天微信步数都在 2 万步左右。”他说，巡查要实

地查看有无生活垃圾；进入企业要看污染防治

设施是否正常运行，还要调取、核对药剂投放

频次、数量等数据并与历史记录比对。水电站

也要查看，防止枯水期清淤污染环境；养殖企

业则着重看堆肥是否符合规范……

一河之治，与流域之治密切相关。兰州

持续开展枯水期水污染联防联控工作，通过

采取签订框架协议、召开联席会议、开展联合

监管、实行信息共享等措施，与青海省海东

市、甘肃省白银市等上下游城市联动共治，有

效促进了湟水流域和黄河干流水质改善。

植树造林涵养水源，生
态成果惠及群众

春日里，阳光明媚。在北山九州台片区，

不少树已经开始返青，吸引许多市民前来踏

青健身。

“皋兰山上一棵树，白塔山上七棵树”，这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兰 州 民 间 广 为 流 传 的 说

法。让广袤的荒山秃岭披上绿装，是兰州人

民共同的期盼。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当地

就组织机关干部群众背冰上山植树造林。

兰州市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指挥部造

林绿化科科长张绪龙说，市级指挥部下辖 7 个

县区指挥部、58 个护林站、388 家绿化承包单

位，常年约有 3000 人从事林地管护工作。

2003 年以来，兰州先后完成 13 万亩的退

耕还林荒山造林工程和三北防护林四期工

程，使两山林地总面积达 62 万亩，成活各类树

木 1.6 亿株；植物种类已达 75 科 424 种；23 万

亩上水工程造林区具备了较高的郁闭度；39
万亩干旱造林区激活了原生植被。

2019 年，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

究所生态成效评估数据显示，南北两山林区

年涵养水源 1430.81 万立方米、年减少黄河泥

沙量 55.68 万吨，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从 1999
年的 4.6 亿元增长至 76.74 亿元。

北山脚下，黄河水向东一路奔腾。在马

拉松公园，不少市民、外来游客在健身嬉戏。

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马真胜

介绍，“我们累计投资 2800 万元，打造马拉松

公园马鞭草紫色花海、廉政公园石竹多彩花

海、微地形野花组合等滨河花海景观。同时，

我们不断推动环卫作业精细化，根据实际情

况整治河道环境卫生、及时清淤，确保全线干

净整洁。”

在黄河雁儿湾段，刚刚完工的黄河干流

防洪工程虽未正式开放，但已有附近居民前

来遛弯。“工程全长 54.1 公里，这里完工后，标

志着兰州市城市防洪堤防和农村防洪护岸全

部建成。”兰州市黄河河道管理站站长郭德军

告诉记者。

中山桥上、步道两旁，前来观光的外地游

客、本地市民络绎不绝。跳广场舞、跑步、踢

球、下棋、看戏……“现在的黄河，风景真是美

啊！”宋鹏程说。

图①：2 月 9 日，兰州市城关区金雁黄河

大桥。 王 兰摄（人民视觉）

图②：3 月 8 日，兰州奥体公园附近的黄

河岸边。 杨志彬摄（人民视觉）

整治黑臭水体整治黑臭水体，，各方协调各方协调联动联动，，推进流域治理推进流域治理

兰州黄河水兰州黄河水 一一年更比一年清年更比一年清
本报记本报记者者 付付 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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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9 日电 （记

者靳博、杜海涛）记者从海关总署

获悉：29 日凌晨，载着 6.8 万吨硫

铁矿渣的货轮驶离天津港，这标

志着全国海关近年来查扣数量最

大的一批固体废物——49.8 万吨

硫铁矿渣全部退运出境。

2020 年 6 月，天津海关开展

“蓝天 2020”专项行动第一轮集中

打击，成功打掉一个走私犯罪团

伙，抓获主要涉案人员 4 人，查扣

涉嫌走私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硫

铁矿渣 49.8 万吨。经查，犯罪嫌

疑人为实现将境外固体废物运输

入境牟利的目的，与涉案公司通

谋，利用涉案公司作为国内收货

人，将硫铁矿渣伪报成铁矿粉走

私进口，逃避海关监管。该行为

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 染 环 境 防 治 法》，涉 嫌 走 私 废

物罪。

该案立案侦查后，天津海关

按照“固废清港”行动要求，加强

与检法机关、生态环境局、天津港

集团、海事局等单位的沟通协作，

多方联系承运人，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退运第一批涉案固体废物

6.44 万吨开始，共历时 5 个多月，

分 7 批次 7 艘船将涉案的硫铁矿

渣全部退运出境。

据 统 计 ，2020 年 至 今 ，天 津

海关共退运固体废物 54.15 万吨，

无害化处理 140 余吨。天津海关

缉私局局长孙旭东说：“天津海关

将按照海关总署等四部门《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

物有关事项的公告》精神，将工作重点聚焦于实施源头

治理和综合治理，采取风险预警、查办案件、日常监管

等多种手段，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配合，严厉打击固

体废物走私违法犯罪行为，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和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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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9 日电 （记者郁静娴）近

日，农业农村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水利部等九部门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联

合举行全国红火蚁联合防控行动启动仪式。

据了解，红火蚁是全国农业、林业和进境植

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也是全球公认的百种最具

危险入侵物种之一。受商品调运数量增加等因

素影响，近年来，红火蚁在部分省份传播速度加

快、发生程度加重。据农业农村部门监测，目前

红火蚁已传播至 12 个省份 435 个县（市、区）。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近年来红火蚁在部分省份加快传播蔓

延的形势，要强化部门协作，加强检疫监管和监

测调查，抓住春秋两季红火蚁活跃期组织开展

集中防控，为粮食连年增产和种植业持续稳定

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九部门联合启动红火蚁防控行动
全面遏制红火蚁扩散危害

本报银川 3月 29日电 （记者禹丽敏）日

前，宁夏农业农村厅、自然资源厅等五部门联

合印发《宁夏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

案》，全面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

根据方案，宁夏将在农田、渔业水域、森

林、草原、湿地等多区域启动外来入侵物种普

查，用 3 年（2021—2023 年）左右时间，摸清宁

夏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危害

程度等情况，建设分级管理的大数据智能分

析预警平台，强化数据共享，并加强外来物种

引入管理，依法严格外来物种引入审批，强化

引入后使用管理，加大对未经批准擅自引进、

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行为的打击力度。

同时，宁夏还将加强外来物种口岸防控

以及农业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工作，加强农田、

渔业水域、森林等区域外来入侵物种治理。

宁夏印发方案

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

黄河兰州段变清，既有水质向好的原因，

也与泥沙含量变化相关。

兰州控制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22.26 万

平方公里，年径流量多年平均值（1950—2015
年）为 309.2 亿立方米。据《黄河泥沙公报》

（2019）数据显示，兰州控制水文站年输沙量

多年平均值（1950—2015 年）为 0.633 亿吨，

而 2019 年输沙量仅为 0.210 亿吨，明显低于

多年平均值。

从短期看，黄河兰州段的泥沙含量呈季

节性变化。冬季气温降低，土层冻结，泥沙入

河量因而减少。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

负责人介绍，夏季汛期来水来沙量集中，冬季

来水来沙显著减少，冬季 3 个月（12 月至来年

2 月）是输沙量最少的时段。

从长期看，水土保持、植树造林、水利工程

拦截等是造成泥沙含量变动的重要因素。黄河

难治，根在泥沙。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

调，上中游水土流失较为严重。近年来，水利部

门持续推进坡耕地综合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

等水土保持工作，与 2018年相比，2019年黄河

流域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幅达 7.37%。

河水变清还与泥沙含量变化有关
黄河流域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有效减少

■延伸阅读R

本报合肥 3 月 29 日电 （记者田先进）近日，安徽

省检察院、省林长制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林

长+检察长”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省级层面建立起“林长+检察长”机制作出规范。

《意见》中确定了信息共享、工作会商、“两法”衔

接、公益诉讼、服务保障、联合督办和协同监督共 7 项

具体工作机制，旨在增强检察机关、林长制工作机构及

有关林长会议成员单位协同推进护绿、增绿、管绿、用

绿、活绿的合力，发挥叠加效应，增强生态保护实效。

《意见》指出，林长制工作机构、有关成员单位要结

合各自职责，为检察机关调查取证、鉴定评估等提供调

阅等必要的专业支持、技术协助和工作配合。检察机

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请林长制工作机构及有关成员

单位业务骨干为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涉林案件办理

工作。检察机关为林长制工作机构、有关成员单位提

供法律咨询和服务。检察机关和林长制工作机构、有

关成员单位应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提升行政执法和检

察监督业务能力和水平。

《意见》提出，到 2021 年 6 月底，在设区的市全面构

建“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在林长制工作

中的助推作用有效显现；到 2021 年年底，在县（市、区）

全面构建“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推动形成检察监

督与行政履职同向发力的林业生态保护新格局。

安徽出台意见

规范“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

本报北京 3月 29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

行近日在京召开全国 24 家主要银行信贷结构优化调

整座谈会，部署推进下一阶段优化信贷结构工作。会

议提出，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设立碳减

排支持工具，引导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对碳

减排投融资活动的支持，撬动更多金融资源向绿色低

碳产业倾斜。

会议提出，商业银行要严格执行绿色金融标准，创

新产品和服务，强化信息披露，及时调整信贷资源配

置。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制造业的支持，提高制造

业贷款比重，增加高新技术制造业信贷投放。

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央行将设碳减排支持工具
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低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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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