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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杭州 1 月 2 日电(记者商意盈、朱
涵、吴帅帅)“会烂的扔进绿桶，不会烂的扔进
蓝桶，垃圾分类一点都不难，而且村里环境真
的大变样了呢！”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江东镇
六角塘村村民吴美花笑着说。

记者近日在浙江杭州、金华、绍兴等地了
解到，这些地方因地制宜推行垃圾分类，通过
党委政府有力推动、中端和终端合力保障、奖
惩机制并行等方式，从源头做好“减法”，走出
了综合成本较低、最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变废为宝 乡村旧貌换新颜

走进六角塘村，主干道整洁干净，两侧鹅
卵石装点的花坛显得颇有几分艺术气息。尤
其引人注目的是，不论是砖石老房子、还是新
盖的楼房，甚至未建成的地基边上，总有一蓝
一绿两只垃圾桶。

金华市农办副主任郑俊杰说，金华农村
垃圾分类就是先由农户将生活垃圾分为“会
烂”和“不会烂”两种，分好的垃圾由村保洁员
统一分类收集，会烂的垃圾就地进入阳光堆
肥房，不会烂的垃圾再由村保洁员分为“好

卖”“不好卖”两类，好卖垃圾由可再生资源公
司回收，不好卖垃圾按原模式经乡镇转运后
由县市区统一处理。“好学好记，老百姓的接
受度很高。”

诸暨市浣东街道萝山新村共投资 20 多
万元，在村口路边辟出一块 20 多平方米的地
方，建造了两个深 3 米、宽 4 米的生活垃圾资
源化减量化处理站，安装了太阳能和除臭等
设备。设施看上去虽然简单，但它每天能消耗
十多车的可烂垃圾。

方小华是负责全村垃圾收集清运的保洁
员，每天早晨五点半，6 个人、两辆车同时出
发，对全村 500 多户村民挨家挨户地上门收
集垃圾。“可以腐烂的垃圾我们就拉到处理
站，经过一两个月的发酵，就可以用作肥料
了。”方小华说。

分类减量 破解垃圾围城之困

每天早上七点多，杭州市新江花园社区
服务中心旁的垃圾分类宣传点上，前来用厨
余垃圾换奖励积分的居民就会排成一列。“准
确分类的积两分，有差错的积一分，3 分可以

兑换一个鸡蛋，20 分可以兑换牙膏、纸巾
等。”住户王洁英说。

杭州自 2010 年 3 月开始启动垃圾分类
试点，将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厨
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对应红色、蓝色、绿
色、黄色四种颜色垃圾桶。

杭州市城管委市容环境卫生监管中心副
主任郑胜全介绍说，截至目前，杭州市区已开
展垃圾分类的生活小区 1920 个，参与垃圾分
类家庭 115 . 77 万户，有序推进各类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和中小学校垃圾分类工作，
覆盖率超过 90%。

分类后的垃圾也得到了妥善处理。在杭
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一期工
程已经启动，每日可处理 200 吨餐厨垃圾。据
介绍，该项目采用德国技术，每吨餐厨垃圾可
产生 65 立方米的沼气，日均沼气发电可达
26000 度左右，相当于约 4000 户杭州家庭一
天的用电量。

“组合拳”确保垃圾分类见实效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浙江 11 个设区市城

区均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覆盖面超过 50%，县以上城市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9 . 3%；所有县(市、区)
均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省级试点
村达 4500 个，行政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
覆盖率超过 90%。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中端、终端合
力保障，并且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一套百
姓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些是顺利推进垃圾
分类的关键。”金华市政协主席陶诚华
说。

浙江推行的垃圾分类还是一本具有长远
效益的“经济账”。据金华相关部门统计，如果
全面实施垃圾分类，金华每年可减量农村生
活垃圾 66 万吨，减少清运和处理费用约 2 亿
元，节约资金用于当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奖
补还有节余。

此外，完善的奖惩机制对于助推垃圾分
类的长效落实起到显著推动作用。多名基层
干部表示，垃圾分类工作需要落实到个人，浙
江在推行垃圾分类积分制、垃圾分类红黑榜
后，每日检查、张榜，让大家“互相监督”，有效
提高了居民自觉性。

浙江普遍推行垃圾分类

“绿色革命”破解“垃圾围城”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高一伟)在江西新
余，一场关于工业节水治污的“清河行动”正
在进行。作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
新余以城市为平台，通过去产能、调结构、创
机制，整合相关政策项目和资金，改变过去工
业节水治污“多头管理”状况，补上水生态文
明建设的短板。

淘汰落后产能严控工业水耗

新余用水大户新钢公司，一套升级后的
焦化污水深度处理系统平稳运行。该公司总
经理夏文勇说，通过这套系统，废水达标率达
到 98%，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 97 . 57%。

新余因钢设市，工业化率达到 48 . 6%，
工业水耗压力较大。被列为水生态文明建设
试点城市后，新余以技术升级、设备改造为抓
手，严控产能过剩排污过大行业的项目建设，
淘汰耗水量与产业不成比例的落后产能。

“一钢独大”曾是新余产业结构的真实写
照。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开展后，新余市通过
招大引强，培育光电信息、装备制造、光伏发
电等产业。

据介绍，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新余市光
电信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占比已达
36%。目前，光电信息和装备制造企业分别达
到 140 家和 123 家，主营业务收入已分别达
到 189 . 9 亿元和 122 . 6 亿元。全市光伏并网
发电总容量已达 358 兆瓦，今年并网发电
221 兆瓦。

推进工业节水治污，要有制度保障。为
此，新余市明确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建立
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用水效率控制制度、水
(环境)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

河水清了草绿了

《新余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自评

报告》显示，截至去年 6 月，新余工业节水治
污目标考核指标基本达标，建设项目和试点
工作也已完成，静待即将到来的试点验收。

新余市水生态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彭
海根说，2015 年全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为 72 立方米，低于规划年(2016 年)75 立方
米的目标值，预计 2016 年全市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为 69 立方米。2015 年全市水功能
区水质已提前实现规划年(2016 年)的达标
率。全市 COD/氨氮入河排放量指标已在
2014 年底达标。

工业节水治污的背后，是经济转型升级
的提速。

新余市环保局副局长李广介绍说，2011
年以来，新余先后否决耗水多、污染大的招商
引资项目 117 个，依法关闭环保不合格企业
247 家。2015 年，新余新兴产业占工业增加
值比重由 2011 年的 38 . 6% 上升为 42 . 7%，
产业结构明显优化。

对于新余百姓来说，最直接的感受是城
市里的河水清了，草绿了，空气清新了。

“水考核”结果与干部奖惩任免挂钩

今年，新余建立了区域与流域相结合的
河长制组织体系，由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担
任“河长”。

新余在运用河长制统筹水治理能力的
同时，制定了严格的工业节水治污考核体
系，明确工作完成时间表和责任人约束性指
标。

“形成的考核报告，直接与责任人的奖惩
任免挂钩。”新余市河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龚铁军说。

“河长制和‘水考核’有助于改变过去工业
节水治污‘多头管理’、责任主体执行不力的局
面，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尝试。”武汉大
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杨开说。

一座工业小城的“清河行动”
来自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江西新余的调查

连日来，华北地区再遇“霾伏”。不
让百姓的“心肺”之患迁延不愈，应成
为各方努力的方向。

在这方面，“兰州办法”不妨一试。

西北重工业重镇兰州曾长期顶着“全
国十大污染城市”的帽子，“太阳和月
亮一个样，白天和晚上一个样，鼻孔和
烟囱一个样”，甚至成了“卫星都看不
见的城市”。然而，经过最近三五年治
理，兰州稳定退出全国十大空气重污
染城市，2015 年底在巴黎气候大会上
获得今日变革进步奖。虽然要彻底变
“蓝”还须过大关，但“黑兰州”确已不
再。

兰州地处黄土高原，“两山夹一
河”，秋冬季静风天气多，污染物不易
扩散。与东部大中城市相比，工业结构
偏重，科研力量薄弱。

这几年，兰州大气治污用“笨”办
法狠抓落实。整个兰州市区被划成
1482 个网格，逐一落实减排责任。所
有重点排污企业实行干部 24 小时驻
厂监察，1296 台锅炉全部进行煤改
气。2013 年以来，因为治污不力问责
近千名干部，一批治污得力的干部获
提拔重用。现在，兰州市每个格子里有
多少台燃煤炉子、每台炉子“吃”多少
煤，能精确到个位数。

重拳治污之下，兰州市能源结构
迅速优化，城市布局逐渐合理，为科学
治污腾挪出空间。2015 年兰州 GDP
比 2009 年翻了一番多，治污不但没有
影响发展，还给城市带来转型机遇。

实现“兰州蓝”靠的是“认真”二
字，靠的是严格执法、管控和监督。一
些地方，讲起科学治污头头是道，说起
执行斤斤计较。没有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作风，科学治污就只是纸上谈兵，
甚至变成慢作为、不作为的托词。从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督察看，仍
有排污企业顶风作案，一些地方等风
来、靠投入、要项目的思想仍然存在。

治霾之策当然远不止“兰州办法”这一条。因地制宜、因
城施策也是目前一些地方行之有效的做法。然而，“千方百
计”离不开撸起袖子，只有扎扎实实把要求落实到行动，才
是破解治霾困局的正途。

(记者任卫东、张钦)新华社兰州 1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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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在海拔 3000 米的两河口水电站

新华社成都 1 月 3 日电(记者陈天湖、
周相吉)元旦期间，川西高原藏区白雪皑
皑。在海拔 3000 米的长江上游两河口水电
站施工现场，工人们冒着冰雪天气夜以继
日施工，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从雅江县城出发，穿过一个隧道后，只
见绵延起伏的群山，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
裹。山谷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推土机来
回运土作业、工人们沿陡峭的崖壁施
工——— 这是正在建设中的两河口水电站施
工现场。

由中国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管理的两河口水电站位于雅砻江和鲜
水河汇合口下游 2 公里处，海拔近 3000
米，气候恶劣，山势陡峻。要截断汹涌的雅
砻江，在峡谷间筑起一座 295 米高的水电
站大坝，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2 日中午，记者从海拔 3000 米的地方
深入约 300 米的谷底看到，水电站大坝填
筑质检员魏鹏飞正在检查坝底的泥土。这
些泥土是从 30 多公里以外的未来库区淹

没区运来，用于填筑 295 米大坝中最核心
的部分——— 心墙，这也是解决大坝防渗的
核心工程。

来自河南的魏鹏飞前年大学毕业，进
入建设工地之初，感到不适应。“走路还可
以，只要一爬坡就气喘吁吁。”魏鹏飞说，但
作为质检员，责任重大，毕竟心墙是大坝的
核心工程，用于筑心墙的泥土不能受冻，否
则会影响防渗功能。

在这个高寒、高海拔地区，施工人员发
明了给泥土盖“被子”的技术：一种叫“三布
两膜”的保温材料整齐覆盖在泥土上。

“零上 4 摄氏度就要开始盖‘被子’，在
零摄氏度之前必须覆盖完毕。”魏鹏飞说，
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检查这些“被子”是否
盖好，有时候要忙到凌晨才下班。

来自成都金堂的胡小平是工地上的一
名推土机驾驶员，2 日中午，他正蹲在工地
上吃盒饭。胡小平用长满老茧的左手指着
一辆推土机说，他一天要工作 12 小时。这
个元旦假日不休息，可能农历春节也不会

回家。“我是中国水电五局的职工，在工地上
过年有十几年了，毕竟工期很紧。”

尽管胡小平是个“老水电”，但到海拔
3000 米的高寒地区施工还是第一次。“去年 9
月份到工地时，爬坡上坎上气不接下气，后
来我就走慢一点。”胡小平说，再大的困难都
要克服，毕竟大家都是为了藏区水电开发，

造福藏区群众。
两河口建设管理局总工程师张贵科在

施工现场说，工地上冰天雪地，地形复杂，施
工难度大，但工人们建设的热情高涨。两河
口水电站工程已全面进入施工高峰期，工地
上每天都有上万人在紧张施工。这个工程是
目前我国藏区开工建设规模和投资规模最
大的基建项目，大坝总填筑方量约 4244 万
立方米，为目前国内已建或在建的填筑方量
最大的土石坝。“如果砌成 1 米高 1 米宽的
墙，可以绕地球一圈，还多出 2000 公里。”张
贵科说。

两河口水电站工程于 2015 年 11 月实
现大江截流，计划 2023 年 12 月完工。

北京市环保局：

空气改善过程

是循序渐进的

▲ 1 月 2 日，两河口建设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张鹏（右）在查看项目进展情况。 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新办法” 新华社发 翟桂溪作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记者倪元锦、王迪迩)北京
市环保局 3 日发布 2016 年空气质量状况，PM2 . 5 年均浓
度 73 微克/立方米，同比降 9 . 9%，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198
天(指 AQI 指数为 1 级优、2 级良)，较 2015 年增加 12 天，
2016 年“重污染”39 天(指 AQI 指数为 5 级重度污染、6 级
严重污染)，较 2015 年减少 7 天。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介绍，与 2015 年相
比，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 . 5 年平均浓度分别
同比下降 28 . 6%、4 . 0%、9 . 8%、9 . 9%，同比均有所改善。

空气质量 AQI 指数为 5 级、6 级的“重污染过程”对
PM2 . 5 年均浓度贡献达 3 成。PM2 . 5 主要来自燃煤、机动
车等的一次排放和二次转化。

据了解，2016 年，北京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 10 微克/
立方米，远优于国家标准(60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均
浓度为 48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 20%；PM10 年均
浓度为 92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 31%；PM2 . 5 年均
浓度为 73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 109%。

据分析，多种污染源中，机动车仍为“心肺之患”。张大
伟说，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机动车等污染排放，二氧化氮
正成为北京市非采暖季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空间分布特
征为“城区和南部地区浓度较高”，且“交通监测站”的二氧
化氮平均浓度为“城市环境站”的 1 . 5 倍，反映了机动车排
放对二氧化氮抬升的贡献。

“从‘交通监测站’一天的变化规律看，二氧化氮值呈现
两个波峰 6-9 点、17-20 点，印证了机动车是北京市二氧化
氮最主要来源之一。”张大伟说。

北京市环保科学院副院长石爱军介绍，二氧化硫主要
来自燃煤一次排放，得益于减煤措施、清洁能源替代燃煤，
北京市目前年燃煤消费量控制在 1000 万吨，能源占比约
为 14%，人均燃煤消费量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6。

“2016 年北京市采暖季、非采暖季二氧化硫平均浓度
分别为 17 微克/立方米、7 微克/立方米，与南方非采暖城
市相当。”石爱军说，北京市天然气消费增加明显，人均消费
600-700 立方米，是全国水平的 6-7 倍，但与发达国家人均
2000 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费量仍有距离。

从北京市大气污染物多年变化趋势来看，“在波动中下
降”是空气质量改善的基本形态，趋势是明显的，但气象地理
条件、能源消费、人口数量，使得改善过程又是循序渐进的。

北京市环保局总工程师于建华指出，全年极端有利、
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占比天数，分别约为 10%、共计 20%，
这部分属于“看天吃饭”。2016 年 PM2 . 5 年均浓度 73 微克
/立方米，刨去“看天吃饭”11 微克/立方米，日常减排会针
对 62 微克/立方米下苦功夫，改善程度是缓慢的，从量变到
质变是漫长的过程。

张大伟说，彻底消灭空气重污染，根本在于大范围区
域内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

据新华社杭州 1 月 1
日电(记者王俊禄)岁末年
初，记者在浙江温州瑞安
看到，因微博而“扬名”的
金光堡河已是绿波荡漾。

金光堡河全长仅有
500 米，是一条不能再小
的小河了。但它却因 2013
年瑞安市民金增敏愤而发
的一条“20 万元邀请环保
局长下‘黑臭河’游泳 20 分
钟”的微博而名噪天下。

当地干部说，即将开
展的生态调水将使这条小
河真正变“活”，金光堡河
离“可以游泳”的目标渐行
渐近。

2013 年，浙江提出
“五水共治”思路。“焦点河”
金光堡河自然成了首批治
理重点。

金光堡河的管辖地仙
降街道党工委书记金华明
说，他们多次对金光堡河
开展整治，清除淤泥 2 . 2
万立方米，清运垃圾 8000
吨，将其从“臭水沟”恢复
成河道。同时拆除沿岸违
章建筑 1 . 7 万平方米。

另一方面，基本完成
全街道范围内截污纳管工
程。为防止部分企业偷排
污水，街道在金光堡河附
近安装了 6 个摄像头，发
现乱排偷排现象，一律从
严处理。

“金光堡河通过治理，虽然已经消除了
黑臭，水质也变清不少，但离治理目标还
有一定距离。”瑞安市治水办常务副主任池
志刚说，为彻底改善河道水质，2016 年 7
月，当地对金光堡河启动了新一轮的河道
治理，通过河道生态护岸、生态修复、生态
调水等工程项目，进一步改善河道水质。
现在生态护岸工程已进场施工，预计 2017
年上半年完成。

同时，金光堡河已启动修建三座浮动
闸门，将对河道进行生态调水，金光堡河
正朝着真正“可以游泳的河道”不断努力。

金光堡河的变迁是当地治水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瑞安市政府和民间共投资
近 90 亿元，完成垃圾河黑臭河整治提升
241 条；“两大网、四小网”污水收集处理体
系基本建成，日处理污水量达 15 万吨。同
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取缔非法加工点
1428 个，查处环境刑事案件 5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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