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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柳州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排名中已连续两

年名列第一。“作为柳州人，我骄傲！”家住竹鹅溪旁

的广西柳州市民何贵凤说，“以前的竹鹅溪污染比较

严重，如今，我每天都要沿着清澈的竹鹅溪走两圈，

看看风景，感觉很幸福。”

柳州是如何改善水质、实现有效治理水环境的？

源头截污，杜绝工业废水
污染

走在竹鹅溪边的小道上，只见碧波荡漾的河水

映着岸边绿树。“以前河里的水发黑发臭，不要说来

散步了，在家连门窗都不敢开。”何贵凤回忆。

柳州水系发达，水网密布，地表河流均属珠江流

域西江水系，境内河流有 3500 多条，其中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 130 条。“然而，不少河

流以前都出现过水污染的情况。”柳州市水利局副局

长、河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蒋勇说。

“工业废水排放是导致柳州水污染的主要因素

之一。”柳钢集团技术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阮志勇

回忆，一度，大批工厂依江而建，生产污水直排柳江，

柳钢便是其中之一。

“后来，柳钢开始转变发展思路，走绿色发展道

路。”阮志勇说，近十年来，柳钢积极探索利用先进的

水处理技术，投资约 8 亿元，建成 90 多套大型水处理

设施、4 座废水集中处理站，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达

到 98.3%。

如今，柳钢本部厂区有几个很大的“空中水池”，

工业废水抽进这里，经处理变成了涓涓清流，并全部

输送至现有的工业供水管道循环利用。“废水不仅实

现了零排放，还变成了资源。”柳钢动力厂水电车间

主任黄俊杰说。

柳钢的绿色转型，也是柳州工业整体优化升级

的一个缩影，处理好工业废水成为企业运行、发展的

前 提 。“2021 年 ，市 、县 两 级 执 法 机 构 共 检 查 企 业

1987 家次，坚决杜绝工业废水污染，从源头截污。”

柳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覃国琴说。同时，柳州市

实施搬迁一批、改造一批、关停一批、整治一批的系

统治理，559 家“散乱污”企业全部完成整治，40 家重

点行业企业完成清洁化改造。

精细管理，水环境治理不
放松

“你好，我看见柳江大桥下面有个塑料瓶子漂在

江面上，请你们处理一下。”接到市民的电话，柳州市

水上保洁所大队长韩绪军立刻协调附近的垃圾自动

收集船前往处理。

“市民看到江面上有垃圾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

必须在当日处理完毕并回复。”韩绪军说，在柳江干

流的江面上，每天都有数条装置滤网的垃圾自动收

集船来回穿梭。

成立于 2009 年的柳州市水上保洁所又称柳州

市 水 上 综 合 执 法 大 队 ，综 合 水 利 、环 保 、渔 业 、国

土、交通等多部门的部分行政职能集中行使行政处

罚权。“我们对柳江主河道市区 47 公里水域和市区

5 条支流 40 公里水域实行精细化管理。”柳州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黄庆麟说。

不仅人看着，还有机器监测。柳州市开展大规

模区域重点小流域监测，通过手机终端就能了解水

质；同时建设了柳江干流河道“天眼”监管系统，实时

监控柳江干流上的情况。

“连江面上漂个瓶子都要开船去捡，听起来有点

不可思议，这恰恰体现了柳州人对如今来之不易的

优质水环境的珍惜。”蒋勇说。

近年来，柳州实施竹鹅溪水质提升工程、新圩

江综合整治及尾水深度治理工程等，消除全市建成

区黑臭水体，提升江河水质；建成了五大污水收集

系统，收集管网超过 1000 公里，建成运行的污水处

理厂 11 座，污水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尤其是河长

制全面落实以来，柳州市设立市、县、乡、村四级河

长，严格执行河长日常巡河及成员单位联动制度，

建立“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将柳州市河湖管理

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纳入公益诉讼，过去频发的

非法侵占水域岸线和垃圾倾倒等环境问题如今基

本杜绝。

加强合作，建立跨区域协
作机制

柳钢 通 过 氨 法 脱 硫 工 艺 ，在 处 理 烟 气 中 的 二

氧化硫时，得到工业原料硫酸铵；污水处理厂沉淀

下来的淤泥经过高温煅烧变成了水泥熟料……这

些年来，柳州市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经济发展的同

时，还摆脱了“酸雨之都”的帽子，取而代之的是清新

的空气和清澈的柳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实践告诉我们，发展越是面临挑战，越要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越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战略定力，以创新促转变，以转变促发展，在

绿水青山中找出路，向生态环境要效益。”柳州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王鸿鹄说。

柳州市积极开展区域协作，与来宾市、河池市建

立跨区域协作机制，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建立都柳江流域市（州）级跨区域环境联合交叉执

法和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机制。

“下一步，我们将突出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三水’统筹，深化区域流域协同共治，强化地表水、

地下水协同防治。”覃国琴介绍，柳州已谋划“十四

五”污染减排等工程项目超 130 个，以实现进一步推

动水环境保护与修复。

工业减排、精细治理、跨区域协作，广西柳州——

护一湾碧水长流
本报记者 李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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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15日电 （记者顾仲阳）

3 月 12 日是第四十四个植树节，全国绿化

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出全

民义务植树倡议书——《履行植树义务 共

建美丽中国》。

倡议书指出，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

民应尽的义务，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

高事业，是党中央、国务院长期坚持的一项

重大战略。1981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

议》以来，全民义务植树在中华大地蓬勃开

展。40 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

年年带头参加植树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连续 9 年参加首都

义务植树活动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

好新时代全民义务植树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已成为推进国土绿

化的有效途径、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载

体、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

倡议书号召，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

边做起、从现在做起，积极投身到绿化祖国

的行动中来，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为把

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林草局倡议

履行植树义务 共建美丽中国

本报北京 3月 15日电 （记者寇江泽）

准确可靠的数据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效

规范运行的生命线。为严厉打击发电行业

控排企业碳排放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近日，

生态环境部通报中碳能投等 4 家机构碳排

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等典型问题案例：

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注册地

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经查，中碳能投篡

改伪造煤质检测报告数据及关键信息，指

导企业制作虚假煤样，碳排放报告质量失

控，数据造假问题突出。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经查，中创碳投受地

方生态环境部门委托核查控排企业碳排放

报告工作程序不合规，核查履职不到位，核

查工作走过场。

青岛希诺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位

于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经查，青岛希诺

受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委托核查控排企业碳

排放报告工作程序不合规，核查工作走过

场，核查结论明显失实。

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地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经查，辽宁东煤为多家集中送检煤样的控

排企业分月出具日期虚假的元素碳含量检

测报告，篡改收样日期和检测日期。

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

中碳能投等4家机构被通报

本报北京 3月 15日电 （记者王浩）近

日，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监督司与山西省

临汾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山东省

东营市人民政府，就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变

化情况进行会商。三市在 2021 年出现了

地下水水位明显下降问题，水利部要求不

折不扣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

地下水开发利用的监管，并深入推进地下

水超采治理，统筹多部门、多行业，对症下

药、综合施策，通过水源置换、节约用水、农

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加大超采治理力度，尽

早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会商强调，地方人民政府是地下水管

理及超采治理的主体，要把水资源作为最

大刚性约束，贯彻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以可用水量为抓

手，合理规划城市、耕地、人口和产业，使经

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条件相适应，加快确

定本区域内的地下水取水量、水位控制指

标，发挥这些指标的刚性约束作用。

三市地下水水位明显下降，水利部要求

尽早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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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水系发达、水网密
布。然而，工业废水直排、水体黑
臭、管理粗放等一系列问题，曾经
影响着这里的水环境。通过源头
截污、工业减排、精细治理等一系
列措施，柳州水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