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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白银市甘肃省白银市：：

织密生态绿网织密生态绿网 提升宜居成色提升宜居成色
甘肃省白银市是一座伴

随矿产资源开发而建设的工
业城市，以“铜城”闻名于世,
曾创造了铜产量、产值、利税
连续18年同行业全国第一的
辉煌业绩。但是，也正是由于
粗放式的矿产资源开发，让这
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
度的破坏。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面对客观实际，白
银市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
民、生态为民，奋力谱写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实践篇章，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惠
及全体人民，既让人民群众充
分享受绿色福利，也造福子孙
后代。

打造重金属污染治理样板

全长38公里的白银市白
银区东大沟曾经是黄河上游最
大的重金属污染源。特别是
1995年以前，白银有色集团、
银光集团等22家工业企业年
排放含重金属酸性废水1900
多万吨。这些未经任何处理的
工业废水汇入东大沟，流经38
公里后排入黄河，重金属污染
物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3至
25倍，大量重金属沉积在东大
沟底泥中。

白银市环境科学研究所工
作人员表示，经过几十年的沉
积，当时东大沟底泥1米深度
范围内，铜、铅、锌、砷等重金属
严重超标；东大沟底泥100厘
米深度范围内镉污染物超过背
景值的1400至 2200倍，对黄
河下游水环境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

2010年，国家将白银区列
为全国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
区。在此背景下，白银市委、
市政府在没有治理样板的情
况下，决定实施东大沟河道重
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工程，努力
消除黄河上游最大的环境安
全隐患，实现东大沟流域生态
再造。

但东大沟需要治理的污染
底泥数量巨大，修复治理工作
在技术上和资金上都面临极大
困难，进展缓慢。2017年3月，
东大沟河道重金属污染综合整
治工程因此被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通报，列为整改问题之一。
对此，白银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坚持问题导向，研究整改工
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
推进东大沟河道重金属污染综
合整治工程。

据了解，该项目先后投资
3.45亿元，按照底泥处理、河道
整治、生态恢复的总体技术路
线，对东大沟重度污染底泥进
行填埋，对轻度污染底泥原位
或异位固化稳定化后进行资
源化利用，分步实施、分阶段
推进，于 2019 年底全部建设
完成；共处置重金属重度污染
底泥及工业废渣83万立方米，
固化稳定化处理轻度污染底
泥46万立方米，清运平整河道
两侧建筑垃圾11万立方米，砌
筑挡土墙 10公里，实施绿化
288亩。

这一治理，极大促进了东
大沟河道周边生态环境的恢
复，保障了黄河水环境安全。
如今，东大沟两岸成为了生态
长廊，原本臭气熏天的污水沟
底泥经过脱毒处理，已经恢复
了农业生产条件，经过固化建
设的河渠荒坡也正一天天变得
绿意盎然……

年过六旬的李成保是白银
有色集团的退休职工，他见证
了东大沟从臭水沟到生态长
廊的蝶变。“以前我上班常路
过这里，那时做梦也想不到，环
境会变得这么好，树也种上了，
鸟也飞来了，水也清澈了。”李
成保说。

擦亮城区生态廊道亮丽名片

祖厉河是黄河一级支流，
流经白银市会宁县 150 多公
里，流域面积达5000多平方公
里。长期以来，祖厉河泥沙含
量大，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被
会宁群众称作苦水河。

“以前沿河居民的生活垃
圾和污水没处倒，祖厉河就是
他们的‘垃圾桶’，一眼望去到
处脏乱不堪。经过综合治理
后，居民的生活垃圾被及时收
运处置，生活污水也通过污
水管网得到了统一排放。现
在祖厉河不仅水质变好了，沿
岸风景也很是美丽。”初冬的
早晨，正在祖厉河岸散步的
市民张振春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

据了解，自2012年起，会
宁县狠抓“水”这个关键要素，
决定实施祖厉河城区段综合治
理工程。整个治理工程共分为
四期，计划总投资8.83亿元，治
理河道14.85公里，修建护岸护
堤 29.7 公里，新建橡胶坝 12
座，形成景观水面25.47万平方
米，河道两侧结合景观工程进
行绿化。

目前，祖厉河城区段综合
治理工程正在实施河畔—清

凉山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总投
资 3600 万元，主要建设祖厉
河生态长廊河道综合治理
18.9公里，完成生态护岸34.3
公里。

据了解，祖厉河城区段综
合治理工程防洪标准达成50
年一遇，不仅提高了城区防洪
能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也改善了城区生态环境，
为12万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
的场所，更为会宁文化旅游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昔日的苦水河，今日的景
观带。经过综合治理，祖厉河
及其沿岸已成了会宁亮丽的风
景线、产业的聚集线、发展的引
领线。

再把目光转向金沟河。该
河全长28公里，流域面积506
平方公里，贯穿白银城区经王
岘、强湾、水川三个乡镇流入黄
河。对于白银这座老工业城市
而言，做好金沟河生态治理工
作，是提升城市颜值和品位的
点睛之笔。

2017年，金沟河生态治理
启动规划设计，根据“先行截
污、再造坡岸、营造景观、促进
产业”的总体要求，坚持以生态
保护和修复为导向，依托原有
的地形地貌和自然风光，高标
准规划设计。

经过精心设计打造，金沟
河生态治理实验段（建设西路
至北京路）及湿地生态区（滞洪
区）前些年已相继建设完成并
向市民开放；金沟河地标展示
段（北京路至长安路段）也于今
年10月底向市民开放。

“以前的金沟河十分浑浊、

臭气熏天，河边杂草、垃圾多，
我们锻炼时都离得远远的。”白
银市民郑建庆说，“现在不一样
了，河水干净，很多鸟儿飞来栖
息；越来越多的市民纷纷前来
锻炼身体，尽情享受着生态的
良性回归。”

做强绿色发展重大特色项目

秋末冬初，踏上白银市平
川区的山山峁峁，只见植被广
阔、层林尽染，景色宜人——这
在“有树但不成林，有草却还有
沙”的平川，堪称奇迹。

昔日的平川，黄土山包是
标志。这里煤炭资源开采将近
50年，是典型的采煤塌陷区。
而今，漫山遍野披着的“自然
外衣”，是平川区的一次崭新
换装，堪称一次“绿色革命”。
这一切源于该区正在加快实
施建设的45万亩国家储备林
工程。

平川区把造林绿化与乡村
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生态
保护修复、人居环境改善等统
筹结合，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建设“两屏两廊两道
多点”绿色生态体系，力争打造
全市乃至全省碳中和及国家储
备林建设的先行示范区；计划
培育30年以上用材林25万亩、
10年至15年见效的工业原料
林5万亩、5年内可见效的木本
油料林10万亩、3年至5年短
期见效的以苹果树为主的鲜果
林5万亩，建成文冠果木本油
料种植基地20万亩，力求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相统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平川区在绘好“生态兴”画
卷、写好“山水”大文章的同时，
深入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将自然生态优势转
化为兴业惠民优势——该区
45万亩国家储备林工程建设
可吸纳农民特别是相对贫困群
众就近就地务工8000余人，相
关人员务工收入达到3.6亿元，
人均可增收4.5万元。

近年来，白银市锚定“北御
风沙、南保水土、中建绿洲”战
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不动摇，
积极对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双碳”
战略、“三北”工程和兰西城市
群生态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着力构建“两屏两廊四区五基
地”国土绿化体系；依托国家

“双重”项目、国家储备林建
设项目以及采煤沉陷区生态
修复等重点生态建设项目，
在沿河廊道、交通廊道等重
点区域，全面实施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今年以来，白银市
已完成人工造林 31.35 万亩，
占计划任务的89.57%；完成人
工种草及草原改良 31.72 万
亩，占计划任务的250.3%。全
市水土保持率达到65.36%，5
个县区全部纳入国家储备林建
设规划。

通过持续不断地进行大规
模国土绿化和生态综合治理，
白银市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22 年，白银市优良天数达
329天，比例为90.1%。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王鹏程

近日，白银市民在治理后的金沟河城区段游玩。王鹏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