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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眼·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R

“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改革发展提出的明确
要求。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赴贵州
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来到贵州省第
一大河、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乌江
考察调研。乌江流域覆盖贵州 7个市（州）、
47个县（市、区），承载了全省一半以上的人
口和经济总量。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沿岸

工业企业经营粗放、沿河网箱养殖超载、两
岸污水处理滞后等原因，乌江水受到了
污染。

近年来，贵州掀起“铁腕”治污风暴，乌
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你们是怎么治理的？”总书记问。
“我们抓了几个关键点，一方面加强磷化

工污染防治，在全国率先实施磷石膏‘以渣定
产’；另一方面加强生活面源污染防治，流域

建成投运县城及中心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98座，实现了全覆盖。”当地负责人介绍道。

“还用网箱养鱼吗？”总书记又问道。
“我们率先全流域取缔网箱养鱼，同时

全面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措施。”
总书记听了十分欣慰。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好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贵州凝心聚力打好
乌江流域碧水保卫战，全面加大乌江流域

环境治理力度，贵州境内乌江干流水质由
劣五类逐年改善，2020 年首次达到二类标
准，首要污染物总磷年均浓度较 2012 年下
降 93%，氨氮年均浓度较 2012年下降 75%。

贵州境内乌江干流水质恢复至二类，
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
化的一个缩影。记者近日沿乌江贵州段重
点水域实地走访，探寻乌江治污抓住关键
点打好攻坚战的故事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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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工业废渣，重在
治磷化工污染

实行“以渣定产”，持续治理
磷石膏渣场渗漏和含磷废水，乌
江干流总磷年均浓度 8 年下降
逾九成

踏水逐波，沿乌江溯流而上，快艇

缓缓减速之时，便到了贵州遵义市播

州 区 乌 江 镇 水 域 。 站 在 船 头 凭 栏 眺

望，掩映在斜阳余晖下的 34 号泉眼清

流汩汩。

“乌江清了，我们又可以在江边遛

弯了。”当年的青壮小伙变成耄耋老人，

除了一口浓厚的乡音未改，李隆坤早已

把乌江镇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1970 年 4 月，乌江渡水电站在乌江

镇开始兴建。时年 35 岁的李隆坤从湖

南安化县来此参加电站工程建设，从此

便扎下根来。“那会儿渴了就到江边捧

把水直接喝，清凉甘甜。”

当李隆坤在水电站建设工地紧张

忙碌时，在离工地不远的乌江边上，一

处岩溶泉已悄然登上区域水文地质普

查报告，被标注为“乌江 34 号泉眼”。

从水电站退休后，李隆坤选择留在

乌江镇安度晚年。一把小板凳、一根钓

鱼竿，在江边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闲

适的日子里，他对乌江产生了更深的依

恋。这样悠然自得的退休生活持续了

十几年，直到 2009 年 3 月，乌江出现一

些异常变化。

“江水突然变得发白，用手一摸滑腻

腻的，闻着还有股酸味，没法钓鱼了。”李

隆坤摇着头叹息。

当地迅速组织专家赶赴现场查找

原因。勘测发现，34 号泉眼总磷浓度和

氟化物浓度分别超标 1499 倍和 119 倍，

泉眼以下的乌江遵义境内断面全部为

劣五类水质。

污染从何而来？环保部门组织专

家会诊，最终在 11.4 公里外的贵阳市息

烽县小寨坝镇排杉村发现了污染源。

这里有座名为交椅山的渣场，由贵阳中

化开磷化肥有限公司（现贵阳开磷化肥

有限公司）于 2006 年建成投用，短短几

年间，磷石膏废渣已堆成一座小山。

“乌江流域的主要污染问题是总磷

浓度超标，重点在于治理磷化工污染，关

键在于消纳磷石膏。”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生态环境监察专员罗鸿翔介绍，贵州是

全国重要的磷及磷化工生产基地，尤其

乌江流域磷矿资源丰富，沿岸有多家大

型磷化工企业。“由于早期建设的渣场普

遍缺乏防渗设计，加之贵州属喀斯特地

貌，溶洞较多，磷石膏产生的高浓度含磷

污水容易进入地下河，由此渗入乌江。”

翻阅 2009 年至 2013 年的《贵州省水

资源公报》，一组乌江全年期监测评价河

段为劣五类水质的占比数据赫然入目：

59.4%、66%、54.8%、51.2%、54.8%——这

意味着 5 年间乌江一半以上的监测评

价河段为劣五类水质。

治污，刻不容缓。2012 年，乌江 34
号泉眼水污染治理工程被列为贵州省

政府环境污染治理“1 号工程”。贵阳开

磷化肥公司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3 年建

成两条回抽污水管线。2015 年 3 月，34
号泉眼污水处理站正式投用，高浓度含

磷废水被抽出后，经中和池、沉淀池、过

滤池等环节处理，可达标排放。但处理

量 跟 不 上 涌 水 量 ，污 染 带 始 终 无 法

根除。

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贵州省

委、省政府领导相继赴乌江 34 号泉眼

现场调研，要求企业与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打好乌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确保污

染得到有效治理。2016 年起，贵阳开磷

化肥公司转换思路，将治理重心转至交

椅山渣场，对磷石膏堆积体实施全面覆

膜治理，避免磷石膏废渣渗入地下河，

工程建设及运行费用累计逾 15 亿元。

2018 年，34 号泉眼下游河段总体水质改

善为三类。

34 号泉眼水污染治理工程，是贵州

抓住关键点治理乌江污染的一个缩影。

2017 年的数据显示，贵州磷石膏堆

存量超过 1 亿吨，年增量上千万吨，如

何标本兼治？2018 年起，贵州实行严格

的总磷排放限值管理，持续治理磷石膏

渣场渗漏和含磷废水，实行磷石膏“以

渣定产”的倒逼机制，以磷石膏消纳利

用能力定产生量，要求企业当年内新产

生的磷石膏全部消纳利用。

“要么减产，要么改造，‘以渣定产’

倒逼我们出实招消化磷石膏。”贵阳开

磷化肥公司总经理廖吉星说，公司打出

了一套变废为宝的组合拳：一方面，将

磷石膏作为骨料重新回填到磷矿山采

空区；另一方面，依托研发优势提高磷

石膏资源综合利用率，开发出水泥缓凝

剂等绿色建材。

2019 年 6 月，贵州省内的开磷、瓮福

两大磷化工企业重组为贵州磷化集团。

集团担负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优化资源

配置，着力破解磷石膏废渣难题。

“看，我办公室里的茶几、挂画和这

些饰品，都是磷石膏制成的。”贵州磷化

集团副总经理邓竹林指着琳琅满目的

磷石膏建材产品介绍道，“以渣定产”政

策实施以来，集团加大磷石膏的综合利

用研发与推广投入，致力于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将磷石膏改性后

用于矿井充填置换矿柱，磷矿资源的回

采率由 50%左右提升至 90%以上，有效

解决了采矿区地表塌陷问题。

随着资源化利用的持续深入，贵州

省 磷 石 膏 利 用 处 置 率 已 由 2017 年 的

43%提升至 2020 年的超过 100%，首次实

现磷石膏年度产销平衡。2020 年，乌江

干流首要污染物总磷年均浓度较 2012
年下降 93%，氨氮年均浓度下降 75%。

治理生活污水，重在
提升处理能力

乌江流域内县级以上城市
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日均
污水处理能力达340万吨

地上鸟语花香、游人众多；地下管

网密布、水流涌动……走进贵阳市南明

河东岸的青山再生水厂活水景观公园，

很 难 想 象 脚 下 竟“ 藏 ”着 一 座 再 生 水

厂。作为贵州省第一座全下沉式污水

处理设施，青山再生水厂日处理污水规

模 5 万吨，每年可向南明河补充生态景

观水约 1850 万吨。

天蒙蒙亮，82 岁的白承扬就来到活

水景观公园，与伙伴们一同做起舒展拉

伸运动。“这里水清树绿、空气清新，与

小区一街之隔，是家门口晨练的好去

处。”白承扬在南明河畔生活了大半辈

子，但在几年前，老人宁可绕远路也不

愿从南明河边经过，家中临河的那侧窗

户常年紧闭。

南明河是乌江右岸的一级支流，全

长 185 公里，流经贵阳市 5 个区县，流域

总人口达 310 万。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沿河两岸有近百个

生活污水排污口，每天向河中排入污水

约 45 万吨。“那时候，河水又浅又黑，还

有臭味。”白承扬说。

贵阳市水务局供水及再生水处处长

孙阳介绍，南明河生活污水治理之初，主

要采取“上游沿途收集、下游集中处理”

的末端治理模式，即在下游郊区建设一

座污水处理厂，沿岸污水通过铺设管网

远距离输送处理，但淤积重、水体黑、臭

味浓等问题在南明河流域依然存在。

缘何“久治难长清”？一方面，南明

河缺水，生态基流量小，河流纳污能力

低。另一方面，贵阳主城区人口密度大，

且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污水收集难、

输送难、施工难，管网建设和维护成本

高，截污沟和末端处理厂长期超负荷运

行，污水沿途渗漏、溢流现象时有发生。

参与南明河治理的上海交通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国家水体污

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首席科学

家孔海南建议：“能否化整为零，改下游

集中处理为沿线分段处理？”

“方向正确，但难度不小。”孙阳说，贵

阳主城区高楼林立，污水处理厂建设空间

受限。正当治理方案遇到用地瓶颈时，由

中国水环境集团开发的生态型下沉式再

生水厂项目引起贵阳市的重视。再生水

厂以全地埋形式建造，占地面积仅为传统

污水处理厂的 1/3。
2014 年，贵阳市引进中国水环境集

团，投资 3.5 亿元建设青山再生水厂，选

址在白承扬家对面的南明河畔。“我支

持建污水处理厂，但最好别建在我家隔

壁。”白承扬既盼着南明河早日变清，又

因污水处理厂距离自家小区近而忧心。

“再生水厂技术成熟，解决了防洪、

臭气处理等一系列安全运行问题，不会

给居民生活带来困扰。”青山再生水厂

厂长周福波主动上门沟通，一家一家做

工作，努力打消居民顾虑。水厂竣工

后，白承扬和街坊们受邀前来参观，大

家起初还将信将疑，没想到一踏进大门

便欢喜地拍起照来——眼前不见轰鸣

的机器，但见一座占地 34 亩的开放式

生态绿地公园，芊芊芦苇在风中摇曳，

清澈的小溪傍着水车徐徐流动……

走进负一层的青山再生水厂，偌大

的厂区闻不到异味。原来，再生水厂采

用水清洗药液清洗法、活性炭吸附法、填

充式微生物脱臭 3 种组合方式处理污

水，最大程度降低了空气污染。与此同

时，主要处理设备均布局在地下 15 米深

处，机械振动分贝小，对地面建筑不产生

影响。

“下沉式水厂如同建在一个深埋地

下的封闭箱子中。”周福波将其称之为

“空间折叠”，在优化土地利用的同时，

有效降低了管网投资和运营成本。若

按传统方式在下游城郊建厂，污水输送

和回用管网建设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如今，再生水厂建在城区，仅污水收集

主干管就节约投资 15 亿元。

孙阳介绍，2017 年以来，贵阳市新

建 20 座污水处理厂，其中 14 座采取下

沉式，目前南明河流域的再生水厂已达

34 座。“这些再生水厂如‘长藤串瓜’般

分布在南明河干支流沿线，尾水达标后

排入河道，成为稳定的补给水源，河流

生态自净能力大幅提升。”

至 2020 年 ，南 明 河 流 域 日 均 污 水

处理能力达到 183.58 万吨，是 2017 年的

1.85 倍；日均可向南明河提供 150 万吨

生态补水，每年节省跨域补水 5 亿吨；

流域 33 处黑臭水体全部消除。

近些年，贵州持续抓好乌江流域生

活污水治理。目前，流域内县级以上城

市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日均污水

处理能力达 340 万吨。

取缔网箱养殖，推进
绿色转型发展

全省乌江流域 1201名退养
退捕渔民全部转产上岸

鱼塘里建起“跑道”，鱼儿在“冲浪”

中生长。随 57 岁的王亮章走进遵义市

播州区石板镇八合村流水养鱼基地，生

态渔业技术令来访者啧啧称赞。

清澈的水流从上游水坝奔涌而下，

穿过一条长约 500 米的沟渠，源源不断

地 注 入 30 余 口 溶 氧 养 殖 池 。 走 近 一

瞧，池内水花飞溅，鱼儿活蹦乱跳，有鲤

鱼、斑点叉尾鮰等多个品种。养殖池模

拟了自然状态下的水流环境，借助水流

加速技术和水循环系统，鱼儿能够 24
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有氧运动。

“鱼儿就像在‘跑步机’上锻炼，运动

量增大了，肉质紧致，口感更佳。”王亮章

打趣道。此前，他在乌江里网箱养鱼，每

年向网箱里投的饲料就有 200多吨。

“过剩的饲料使江水变黄，远远就

能闻到腥臭味。密密麻麻的网箱还影

响行船安全，把漂浮垃圾都卡住了。”王

亮章也知道网箱养殖污染环境，可为了

让鱼长得更快，还是会向水中投放大量

饲料。2015 年的数据显示，乌江流域网

箱养殖的日投饵量达 6.2 万公斤，给水

环境带来严重影响。

2017 年下半年，贵州拉开全域取缔

网箱养殖的序幕。

箱拆除，鱼搬家，人改行，贵州累计

投入 6 亿元资金，全面拆除乌江流域的

9579 亩养殖网箱，有效减轻了水体富营

养化。

渔民上岸后，生计怎么办？曾经的

“乌江鱼”品牌又将何去何从？贵州给

出了绿色转型方案——通过职业技能

培训和新技术推广应用，引导部分退养

退捕渔民转型发展生态渔业。

2017 年 2 月，播州区在全省范围内

首次引进池塘循环流水养殖技术，通过

人工干预使水体在池塘内循环流动，并

在固定的流水池中养鱼，有效收集鱼类

排泄物和残剩的饲料，最终将其加工成

用于瓜果、花卉等植物的高效有机肥，

从而实现养殖废水零排放。

2017 年 9 月，投资 2200 多万元的八

合村流水养鱼示范基地落成，贵州好吃

嘴生态种养殖公司在此投放了首批 10
万尾叉尾鱼苗。王亮章被聘为技术员，

每月保底工资 6000 元。根据与公司的

约定，年底售鱼时，他还能参与分红。

同样是养鱼，养法却与过去大不相

同。流水中生长的乌江鱼活力十足，基

本上不用鱼药。王亮章介绍，以前在乌

江里网箱养鱼，夏天水温高，易诱发鱼

病。如今，35摄氏度的气温下，流水养殖

池内的水温仅 24摄氏度，适合鱼类生长。

“ 本 以 为 网 箱 拆 除 后 ，养 鱼 这 碗

‘饭’肯定吃不成了，没想到上岸后还能

继续干，腰包也比过去更鼓了。”取缔网

箱之初王亮章曾有顾虑，如今望着活蹦

乱跳的鲜鱼，看着乌江水越来越清亮，

心里别提有多舒畅。

流水鱼儿肥，江清渔也兴。2019 年

4 月，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以“零网箱·生态鱼”为目标，将绿

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水产养殖生产全过

程，推动渔业高效益、高品质与高产量

均衡发展。迄今，贵州已打造播州等 19

个省级生态渔业发展示范县（区），实施

了 100 个 生 态 渔 业 示 范 项 目 ，形 成 以

“贵水黔鱼”公共品牌为主、区域特色品

牌为辅的贵州生态鱼品牌体系。2020
年，全省生态渔业产值达 61.09 亿元。

生态渔业发展折射着乌江流域绿

色转型发展的努力与成效。按照长江

十 年 禁 渔 要 求 ，贵 州 发 展 生 态 渔 业 、

蔬菜、水果、畜牧养殖等产业，助力乌

江 流 域 1201 名 退 养 退 捕 渔 民 全 部 转

产上岸。

与此同时，贵州严格乌江流域环境

准入。“十三五”期间，因产业准入政策、

重大环境影响等原因，不予审批乌江流

域建设项目 222 个，涉及资金 305.3 亿

元；依法查处乌江流域水污染环境违法

案件 1473 件。

2020 年，八合村流水养鱼项目年产

量 45 万斤、产值 450 万元，累计带动当

地 200 多名群众就业，发展成为遵义市

最大的“乌江鱼”保障供应基地和流水

养 鱼 基 地 。 随 着 产 能 持 续 扩 大 ，2020
年，贵州绿色产业扶贫投资基金决定给

予好吃嘴生态种养殖公司 898 万元扶

持资金，支持八合村流水养鱼项目以

“党支部+公司+村集体+农户”模式，带

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乌江水清了，我们的日子也更亮堂

了。”江边凝望，王亮章的眼神中透着光。

图①：贵州省贵阳市青山再生水厂

的紫外消毒渠。

图②：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

屋村乌江画廊景区。

图③：市民在青山再生水厂活水景

观公园游玩。 涂 敏摄

图④：治理前的贵州省遵义市乌江

34 号泉眼附近水域。 资料图片

图⑤：治理后的乌江 34 号泉眼附

近水域。 本报记者 程 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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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境内乌江干流水质由劣五类恢复至二类

乌江水是这样变清的
本报记者 程 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