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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资讯
lvsezixun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武汉主持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指示，“三峡集团要发
挥好应有作用，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
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建设”。

同年12月，三峡集团成立长江大
保护业务实施主体——长江生态环保
集团，以城镇污水治理为切入点，全力
推进长江大保护工作。

5年过去了，长江经济带发生了
哪些改变？日前，记者深入长江沿线采
访时看到，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诗情画意近
在眼前，“候鸟的欢歌”“江豚的微笑”

“麋鹿的倩影”成为崭新的生态名片，
长江沿线逐渐展现出一幅山水人城和
谐相融的美丽新画卷。

打造“良芯”工程补齐管网短板

初夏的傍晚，江西省九江市十里
河畔清风徐来，不少市民在此散步、跳
舞、遛弯……这条穿城而过的河已经
成为当地居民的休闲胜地。

可在多年前，十里河却是市民避
之不及的“臭水河”。

“过去，河水臭味太大了，风一吹，
就得立马关窗，我们出门都要绕道走
……”家住在附近的张大爷说。

在长江沿线，十里河并非个例。
三峡集团经过调研发现，长江沿

岸普遍存在排水管网雨污合流标准
低、老旧破损、混搭错接现象，导致外
水内渗、污水外溢，污水处理厂进水浓
度偏低，污水收集率低下。

黑臭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关键在
排口，核心在管网。“管网是水污染治
理提质增效的前提和关键。”三峡集
团长江生态环保集团董事长王殿常
表示。

围绕长江经济带地下管网短板弱
项，三峡集团以“建成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的城市地下‘良芯’”为目标，切实发
挥骨干主力作用，注册成立长江管网
平台，编制《管网攻坚战实施方案》，快
速推进管网攻坚战落地落实。

同时,聚焦重点城市打造一批管
网攻坚示范工程，通过补齐管网短板，
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全达标”，
助力系统解决城市水环境污染问题。

几年过去了，目前，九江雨污分流
改造小区已完成约300个，其污水收
集率提升至90%。

“现在河水清了，花草树木多了，

湿地公园也建好了，这里成了亲戚
们羡慕的景观房。”张大爷笑得合不
拢嘴。

在安徽芜湖，排水管网密度进一
步提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0%；湖
南岳阳城区排水管网密度提升15%，
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63.5%；宜昌
统筹推进污水厂网和生态水网“两网
共建”，一期工程雨污水管网覆盖率提
升至99.3%。

截至目前，三峡集团长江大保
护累计落地投资超 2000亿元，完成
投资近 950 亿元，累计投运污水厂
325座，污水处理能力426万吨/日，
建设及投运管网1.8万公里，治理完
成区域的雨污水溢流污染减少70%，
6大业务区域的32处重点黑臭水体
全部变清流，助力地方取得良好治水
成效。

构建城市智慧“水管家”

在安徽六安的智慧水务调控系
统，记者看到全市1370千米供水管
网、909千米污水管网、1505千米雨
水管网等信息尽收眼底。该系统是三
峡集团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水务业态
全覆盖、数据全监视、操作全远控的智
慧水务调控系统。

千万别小看这智慧系统，它意味
着六安实现了对所有涉水设施的全监
全控、联调联动，以及“厂网河、供排
涝”一体化调度，并且还有一个很接地

气的名字：“水管家”。
“虽然取得初步治水成效，但我们并

不满足，长江经济带城镇治污治水仍需
系统治理，一定要摒弃‘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治水方式，坚持全域系统治理，
以整体根本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为目
标，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工作。所以就创新提出以管网为重
点的城市智慧‘水管家’模式。”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所谓“水管家”模式，就是将从水源
地到水厂的原水输送、水厂到用水端的
自来水供应、用水端到污水厂的污水收
集处理，以及处理达标后的尾水排放、河
湖生态治理、城市防洪排涝等，统一纳入
全过程全周期管控。

2021年，三峡集团在安徽六安试点
合作推进“水管家”。如今，六安的每一滴
水都被管了起来。

资料显示，六安市城区100%排水、
污泥、内河、中水资产，80%供水资产已
经纳入统一管理。目前，六安市的供水安
全、污水处理能力、污水集中收集率大幅
提升，污水处理量、COD削减量显著增
长，城区14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销
号，淠河新安渡口国控断面水质稳定提
升至Ⅱ类以上。

“‘水管家’的核心是系统性、可持
续，能减轻政府投资压力，实现政府更有
为、企业更有力、市场更有效，具备先进
性和可复制推广性，已成为我们参与共
抓长江大保护的主要发展模式。”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已与23个市区
县签订水管家合作协议，注册成立6个
水管家公司，扎实推进标杆打造工作，按
照“试点一批、谋划一批、全江推广”的总
体思路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协同治理

“这边的鸟是越来越多了，我基本每
天都来，一天不来都觉得少了点啥。”记
者来到湖北武汉汤逊湖时正值阴雨天
气，但仍有观鸟爱好者欣赏鸟的“倩影”。

汤逊湖位于武汉市东南部，是亚洲
最大的城市内湖。但遗憾的是，从2014
年起，汤逊湖水质恶化为Ⅴ类~劣Ⅴ类。

为推动武汉市水环境治理，2019
年，长江生态环保集团组织编制完成了
《汤逊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形
成共包括7大板块、107个项目的项目
库，项目库总投资228.45亿元。

2020年5月，汤逊湖水环境综合治
理一期工程获武汉市发改委批复后启
动，2022年7月完成验收。

其间，长江环保集团提出“治湖先治
湾”“引水活水”的流域治理理念，创新应
用“EHBR和智能分流工艺”在湖岸构
筑功能性湿地，让动植物和谐共生，试验
区水质明显好转，水体平均能见度超过
1.5米。

经过4年治理，如今的汤逊湖鱼翔
浅底、水清岸绿，实现美丽“蝶变”。

“现在经常能看见飞鸟成群、水鸟
遨游的景象。清晨和傍晚，我们还能到
湖边散步、吹风，心情舒畅。”附近居民
告诉记者。

5年来，三峡集团从生态系统整体
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强化山水林田
湖草沙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
持续拓展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
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多方面的有机
联系，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湖库、
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改善长江生
态环境和水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系
统质量和稳定性。

在岳阳，治理后的东风湖如一颗明
珠，为洞庭湖滨的古城再添一抹亮色；在
宜昌，曾经的煤厂码头嬗变为风景宜人
的生态公园，给长江“留白增绿”，为城市
营造“绿肺”……

“共抓长江大保护既是一场攻坚战，
也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将进一步发挥骨
干主力作用，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王殿常说。

长江沿线再现美丽新画卷长江沿线再现美丽新画卷
——三峡集团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王菡娟

fengxiangbiao

风向标

本报讯（记者 王硕）记者从
水利部获悉，5月 20日，重庆市
藻渡水库主体工程在綦江区赶水镇
南坪村顺利开工，项目惠及渝南片
区343万人，预计在2027年下闸
蓄水。

重庆藻渡水库是我国150项重
大水利工程之一，是渝黔合作共商
共建重大项目。藻渡水库工程项目
总投资101.23亿元，工程由水源
工程和输水工程组成。水源工程大
坝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

104.5 米，水库正常蓄水位 375
米，设计洪水位376米，汛期限制
水位366.8米，总库容2.01亿立方
米；输水工程由总干渠、左干渠、
右干渠组成，输水干渠线路总长
94.24千米。

据藻渡水库项目办负责人介
绍，藻渡水库工程2023年底将完
成导流洞贯通且具备过流条件，
2024年10月下河截流，2025年1
月开始大坝填筑，2027年10月开
始下闸蓄水。

重 庆 市 藻 渡 水 库 主 体 工 程 开 工

本报讯（记者 王硕）记者从
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23日11时
54分，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
站（海拔8830米）完成维护与技
术升级，12时20分，该气象站观
测数据成功传回至海拔5200米的
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
大本营。此前，科考队员已成功维
护与升级海拔5200米到8300米的
7个自动气象站，并在海拔 5200
米到6500米的3个站点增设称重
式雨量计。

对极高海拔自动气象站进行维
护与技术升级，是2023年珠峰极
高海拔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以
下简称“2023‘巅峰使命’珠峰
科考”）的重要任务之一。去年，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
究队联合西藏登山队，在海拔
5200 米至 8830 米的珠峰北坡，
建设了 8个自动气象站，初步建
成中国珠峰梯度气象观测体系。
由于珠峰地区环境条件恶劣，几
个月后，极高海拔的几个气象站
出现固定绳断裂、电源电量耗光
等问题。

“今年我们对此应用了‘黑科
技’。”珠峰极高海拔气象梯度观测
科考小组负责人赵华标表示。针对
极高海拔地区仪器设备的电源问
题，科考队和负责探月工程供电系
统的研究人员联合，将探月工程中

供电系统技术成功应用到极高海拔
地区，解决了极高海拔地区仪器设
备供电面临的极低温、极低压、电
源保护自启动等三个卡脖子问题。
针对固定绳断裂的问题，科考队采
用钢丝绳对自动气象站进行固定。

“今年的维护，除了继续获取极高
海拔的气象观测数据以外，也是对
新升级的供电系统进行测试。”赵
华标说。

本次科考由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队组织，共有5支
科考分队13支科考小组的170多
名科考队员参与，聚焦西风—季风
协同作用及影响、亚洲水塔变化、
生态系统与碳循环等方向开展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研究队队长姚檀栋院士表示，
2023“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法》颁布实施后的首次标志性科
考活动。珠峰是地球最高峰，持续
开展科考，研究该地区生态环境本
底与变化，服务青藏高原国家生态
文明高地建设，是落实该保护法的
重要实践。“目前，珠峰科考已经
实现登山科考向科考登山模式的转
变，实现从‘攀登’到‘了解’再
到‘保护’的思路转变，实现新技
术和新手段的应用，并取得重要国
际影响。”姚檀栋说。

世界海拔最高的珠峰气象站完成维护

本报讯 5 月 22 日，无锡首
个生物多样性观测站在无锡经开区
贡湖湾正式启用，站内配套了无人
机、红外相机、环境DNA采样装
置等仪器设备，重点对维管植物、
昆虫、两爬动物、鸟类、哺乳动物
和各类水生生物等类群开展调查
观测，有利于摸清最终物种数、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总体情况，为
编制全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提
供成果支撑。

据悉，贡湖湾生物多样性观测
站地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具备
生物多样性长期观测与评估功能，
观测范围覆盖贡湖湾湿地公园全
域。布设的3处高清探头与南京大

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鸟类
AI自动识别监测系统”联网，不
仅可实现对贡湖湾鸟类的全天候观
测，还能进行智能识别和实时展
示。这个观测站由原先的观鸟平台
改造而成，占地约120平方米，集
监测监控、科学实验、设备存储与
科普宣教于一体。观测站总共两
层，一楼分为仪器设备存放展示
区、科普展示区、鸟类智能识别系
统展示区和实验区；二楼是开放式
观测平台，设有生物多样性科普展
板、固定式观鸟望远镜和鸟类智能
识别探头。观测站向大众开放，让
更多的人能感知身边的生物多样
性。 （戚善成）

江苏无锡首个生物多样性观测站建成启用

武汉汤逊湖武汉汤逊湖

一大早，位于贵州六盘水市水
城区海坪街道甘塘村的一处生态养
殖场内，43 岁的何西康如往常一
般，来到办公桌前，通过电脑上安
装的线上视频监控平台，仔细查看
猪崽的生长情况。他管理着6个生
猪养殖场共计 6700 余头生猪，每
日查看生猪健康状况，已经成为他
生活中的一部分。

“去年 6 月，当时正处于猪价
低迷期，我手头紧，就想卖猪回笼
资金。”何西康说，“妻子劝我借
20 万元贷款撑过去，我向农信社
申请贷款，又将猪多养了 10 天，
猪价回升，不仅还了贷款，还赚了
17万元。”

“现在申请农信社贷款非常方
便，直接在手机上填写申请，短短几
分钟，手机短信就提醒钱到账了。”
何西康说。目前，养猪场的年产值已
经达到1300万至1400万元，他打算
通过贷款采购种猪，继续扩大猪的
品类，增加抗风险的能力。

近年来，贵州省金融机构围绕
绿色产业发展，大力推进绿色金融
和普惠金融，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农
村高效特色产业，满足农村金融需
求，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探索“金融
活水”精准滴灌、赋能乡村绿色发
展之路。

“随着在农村投资兴业、创业
就业的群体日益增加，农村的信贷
需求也越来越大。”水城农信联社
副主任况月进说，为满足乡村振兴
的信贷需求，水城农信联社近年来

成立“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金融服务支持乡村振兴多个方案。
对于符合条件的农村经营主体做到应
授信尽授信。

据统计，到 2022 年底，水城农
信联社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75
亿元，农村授信覆盖面达到95%。

新铺镇卧龙村村民高志林以前在
温州的电子厂打工，返乡后于 2022
年投入100多万元建设家庭牧场，养
了 100 多头关岭黄牛，其中从农信
社、农商行获得的贷款支持有 70 多
万元。“散养的关岭牛长得慢，但肉
价好，多亏金融机构帮我解决了资金
周转难题。”高志林说。

关岭牛是贵州四大黄牛之首，作
为主产区的关岭县近年来将关岭牛作
为“一县一业”重点产业，大力推动
发展，在建设资金最缺乏时，贵州银
行安顺分行投放信贷资金 3.14 亿元，
助力项目顺利落地。关岭县黄牛产业
一二三产共同发展，带动关岭县 1.1
万户5万人参与产业发展，户均增收
8000元以上。

贵州银行安顺分行副行长黄玉堂
说，贵州银行安顺分行加大涉农业务
推进力度，重点围绕“一县一业”和
农户生产生活精准小额滴灌，通过产
业集群开发，支持了关岭牛、镇宁蜂
糖李、平坝万亩蔬菜、紫云林下经济
等一批好产业，有效缓解了“三农”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据统计，2022 年，该行农业现
代 化 贷 款 累 计 投 放 8.13 亿 元 ， 较
2021年增幅达129%。

（新华社发）

贵州：“金融活水”赋能乡村绿色产业

正是荔枝成熟季节。5月 20日，在
中国国际热作产业大会暨第七届中国荔
枝龙眼产业大会上，广东高州的荔枝成
了“香饽饽”，多家专业合作社的荔枝被
订购一空。近年来，政府、企业、专业合作
社等多方携手共同做大广东荔枝产业，
让“金招牌”持续换取“金效益”。

当天的大会以“热作发展好，世界会
更好”为主题大力促进荔枝、龙眼等热
作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热区乡村
全面振兴，切实服务农业高水平对外开
放。会上，广药集团与高州市柏桥龙眼
荔枝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荔枝加工原料
采购”签约仪式，未来预计将从6家种
植专业合作社采购200万斤荔枝鲜果，
这些鲜果将进入荔小吉荔枝深加工生
产线，并为当地增加一条鲜果销售的新
路子。

近两年，龙头企业持续在茂名采购
鲜果并进行精深加工，让荔农吃下“定心

丸”。柏桥农创园园长、“荔枝妈妈”林常
珍对此深有体会：“以往我们荔枝产量大
了，有的企业会压价来收，有时候还卖不
出去。现在有大企业进来做很多荔枝深
加工产品，就多了一条销售的路子，这对
我们当地老百姓帮助很大。”

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的牵头下，广药集团和茂
名市政府携手成立广东荔枝跨县集群产
业园。据了解，其目前已帮助茂名完成品
种改良面积2000余亩，原本经济效益低
的品种改成了适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品
种，优化的品种正常投产后，预计每亩每
年将增加5倍以上的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广药集团董事长李
楚源表示，广药集团将在“三产”端以现
代服务业助力茂名荔枝、广东荔枝更好
地走出去，提速荔枝产业三产融合发展，
让广东荔枝以“金招牌”换取“金效益”，
助力写好“土特产”大文章。

“金招牌”换取“金效益”
——多方携手做大广东荔枝“土特产”大文章

本报记者 高志民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记者从
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日前
印发了新修订的《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办法》，自 2023 年7月1日起
施行。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处罚办法修订严格
遵守行政处罚领域的通用规范，同
时紧密联系生态环境执法实际，突
出生态环境领域执法特点，增强执
法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严格约束
行政执法行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保障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这位负责人介绍，文件名称由
原来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改为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适用范
围上新增了核与辐射领域，并在具
体内容上作出以下修改：

一是修改完善处罚种类。新增
了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
法财物，一定时期内不得申请行政
许可，责令限期拆除等处罚种类。

二是修改完善调查取证的相关

规定。细化自动监测数据的应用要
求，突出标记规则的重要作用。增加
了调查中止和调查终止的情形规
定，将其与调查终结情形加以区分。

三是完善行政处罚裁量权的相
关规定。完善了不予处罚的情形，增
加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

四是规范和细化行政处罚的程
序。新增应当组织听证的条件和听
证的程序要求，明确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的范围、审核内容以及审
核意见，对重大案件集体讨论的范
围进行细化。

五是补充增加行政处罚信息公
开的内容。在第三章“普通程序”中
单独增加“信息公开”一节，对公开
的主体、公开的内容、不予公开的情
形、隐私保护、公开的期限、公开撤
回等内容进行细化规定。

六是修改相关时限和罚款数额。
对立案时限、作出处罚决定的时限、
适用简易程序的处罚金额、较大数额
罚款等时限和数额作出了调整。

新修订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7月1日起施行

55月月88日日，，记者在可可西里保护区拍摄的黄羊记者在可可西里保护区拍摄的黄羊。。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
园的建立园的建立，，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扩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宁贾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