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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下渚湖有哪些德清下渚湖有哪些““治水经治水经”？”？
◆◆本报见习记者王雯本报见习记者王雯

发展生态养殖，“颜值”、产值齐头并进

天微微亮，下渚湖街道的青
虾养殖户们就开始了当天的捕
捞。一辆辆水产运输车穿梭在下
渚湖街道的各个乡镇，不多时，

“水精灵”青虾综合服务中心便热
闹起来，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

与此同时，下渚湖街道和睦
村坝斗港渔业养殖尾水治理点的
工作人员也忙活开了，一艘塑料
船来回穿梭，工作人员正清理水
中漂浮物。在这里，青虾养殖户
的尾水被排入污水池，通过提升
泵污水被抽入沉淀池，再经过过
滤吸附坝、曝气池、生物净化池、
人工湿地等层层处理，最终排出
的水已达到Ⅲ类水标准。

下 渚 湖 ，素 有“ 中 国 青 虾 之
乡”的美名。作为当地支柱产业，
高峰时期从事青虾养殖的农户一

度高达 800 多户。然而，小且散
乱的养殖模式、过高的养殖密度，
再加上养殖尾水直接排放造成周
边水域富营养化，使得蓝绿藻泛
滥成灾、青虾品质下降、养殖效益
低下，严重影响当地的水生态环
境以及青虾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2017 年，下渚湖街道在全域
范围内打响尾水养殖治理攻坚
战，开始探索水产养殖的绿色发
展模式。

“我们采取了‘四池三/二坝
式’（沉淀池、曝气池、生物净化
池、湿地洁水池、过滤坝）渔业养
殖尾水净化模式，确定了以村为
治理主体，分片分区域集中治理
的模式，并通过智能实时监控系
统，实现养殖尾水全程监管。目
前全街道 1 万亩左右的青虾养殖

共建设尾水治理点 43 个，实现全
覆盖。”下渚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沈全播告诉记者。

设施建造好了，发挥效用是
关键。为此，下渚湖街道设立联
村干部、村具体分管干部和日常
管理员三级田长联动机制，专人
专管，确保治理点长效运营。

“好山好水育好虾”，水质改
善给养殖户带来了利好。下渚湖
拓展青虾文创、旅游等多种业态，
延长青虾产业链，成立青虾产业
农合联、打造“水精灵”青虾综合
服务中心等，实现青虾主导产业
链延伸、产业经营模式优化，从苗
场到卖场提供一站式服务，每日
青虾交易量超 4000 斤、每日交易
额 逾 20 万 元 ，带 动 村 民 致 富
增收。

从“水下森林”生态治水到“健康体检”保养水体

临近傍晚，下渚湖街道塘家
琪村的亲水步道陆续热闹了起
来。“难闻的气味没了，出门就是
景，茶余饭后来走走真是惬意。”
村民们边散步，边享受着家门口
的亲水时光。沿途一个个焕然一
新的小池塘清澈如镜，水面下藻
荇交横，鱼虾戏石，宛如一个生机
盎然的“水下森林”。

“这片水域面积近 4000 平方
米，原本是劣Ⅴ类水质的水塘，经
过水生态环境修复和水岸整体环
境打造，如今已成为村里的一处
生态湿地公园，是附近村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沈全播介绍说。

8943 亩水域面积，53 条河道
纵 横 交 错 ，水 道 如 巷 、河 汊 如
网.......这些穿城过村的河湖港汊
是下渚湖街道最大的资源优势。

如何让这些水体活起来、清
起来、净起来、美起来？

下渚湖在持续优化水质的基

础上，不断推进水环境生态修复，
针对湖泊类型湿地，通过“水下森
林”纯生态治水技术手段，构建以

“沉水植物、微生物、底栖生物、浮
游生物和鱼虾类”为食物链结构
的水生态平衡系统，实现水环境
自身循环净化功能。

目前，已建设环湖 10 万平方
米的“水下森林”，经检测，各项污
染物指标显著降低，水质透明度
明显提高，主要指标均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以上，部
分时间段已稳定在Ⅱ类水，水体
及周边景观效果也大幅提升。

作为下渚湖“做美全域大环
境”的创新项目之一，“水下森林”
如今已成为生态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在下渚湖二都小镇，一个郁
郁葱葱的水下世界正在不断壮
大。依托“水下森林”，二都小镇
打造“湖色森鲜”夜市，游客数量
比往年同期翻 3 番，带动农户农

产品销售和民宿业、餐饮业发展。
如何确保治理好的水环境不

反弹？
在下渚湖，一份健康体检档

案，就可以对水环境状况进行综
合 评 价 ，给 出“ 个 性 化 ”治 疗 方
案。“河湖健康评价达到非常健康
等级，但个别指标，例如富营养化
状况、岸线生态指数、土著鱼类保
有指数、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群
落组成、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和
公 众 满 意 度 等 指 标 存 在 问 题
……”，打开《2021 年度下渚湖健
康评价报告》，“体检”结果和改进
建议一目了然。

“从 2019 年开始，我们就在
全国率先实施‘河湖健康体检’，
对环湖 60 个水体以基础、水文、
水质、生态、管理、病史 6 大类 18
个指标对河湖进行全面体检，今
年将对指标进行扩展，打通水体
保养‘最后一公里’。”沈全播说。

发放“生态绿币”，共享治水红利

记者来到浙江省德清县政府设立的“生态绿币”兑换
驿站，村民们正拿着累积的“生态绿币”兑换大米、食用
油、牙膏、香皂、毛巾等生活用品。“二都村居民张先生，参
加并完成垃圾分类，获得绿币 3 枚”“八字桥村居民沈女
士，参加并成功完成分享宣传，获得绿币 10 枚”……兑换
点门口的下渚湖街道生态绿币系统数据展示平台上，实
时滚动着辖区居民获取“生态绿币”的信息。

近年来，下渚湖街道在治水过程中发现，部分村民存
在把河边、塘边当成天然垃圾箱随意丢弃垃圾等不良
习惯。如何探索建立全民治水长效机制？

下渚湖街道在全省率先实施“护水 E 站”，随后更新
升级成“公众护水平台”，公众可以通过该平台注册成为
河长，通过巡河任务抢单、赢生态绿币等方式参与到护水
工作中。2019 年，当地成立“生态绿币”基金会，建立“生
态绿币系统”，并纳入大数据平台管理，以“一图感知”的
方式实时掌握生产、生活和生态变化情况，并对接“五水
共治”、垃圾分类等数据接口，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实现
数字化管理，助力实现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

“目前，获取‘生态绿币’的形式主要有分享宣传、参
与活动、垃圾分类和‘五水共治’4 种，以后将逐步推广至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平安综治等。”沈全播介绍说。

“生态绿币”不仅可以换取日常生活用品，还能换“真
金白银”。在下渚湖街道，持有一定数量“生态绿币”的居
民，就可以向银行申请 5 万元到 50 万元不等的低利率生
态绿币贷款。

一早，德清县下渚湖街道朱家村村民陈福亮和往常
一样，打开手机，领到巡河任务，按照路线完成巡河，拍照
上传提交巡河报告。巡河完成，陈福亮获得了 20 枚“生
态绿币”。几年下来，他总共累积了六万九千多枚绿币，
不仅获得了“公众护水奖”，还获得了德清农商行 50 万元
的绿色贷款。“我用贷款承包了 100 亩水面用来养鱼和种
莲藕，最低基准利率只有 4.5 个百分点，这笔贷款可帮了
大忙。”陈福亮说。

截至目前，德清县已依据“生态绿币”发放贷款 185
万元，发放“生态绿币”420 万枚，涉及村户 8500 余家。为
了让“生态绿币”的货币化成色更足，去年以来，下渚湖街
道与吴越水产、旺旺超市等联手形成“绿色联盟”，共募集

“ 生 态 绿 币 ”基 金 134.4 万 元 ，折 合“ 生 态 绿 币 ”1344 万
枚。这些绿币可通过“兑换点+加盟商”的方式，线上线
下无缝对接，实现快捷兑换。

图为下渚湖街道中穿城过村、纵横交错
的河湖港汊。

德清下渚湖街道（管委会）供图

资讯速递

近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市民中心楼顶，
出现了一个格外“吸睛”的装置。只见它头顶一个
方圆“脑袋”，红白相间的长方体“躯壳”，外形小
巧，科技感十足，细细观察，隐约能见到一束光线
从“眼里”射出。

这 是 浦 口 区 新 添 置 的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神
器”——气溶胶通量探测激光雷达。通过激光探
测，可对辖区大气环境污染源进行有效排查，建立

“点、线、面”立体化数字监管网络，实现大气污染
管控“不留死角”，让颗粒物“无处藏身”。

治气“黑科技”助力大气监管

“气溶胶通量探测激光雷达又被称为‘颗粒物
天眼专家’，是一种更智慧化、精准化的大气污染防
治新科技。”浦口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海洋介绍。

近年来，PM2.5、PM10 等大气颗粒物污染是影
响环境空气质量的一大“杀手”。过去，对大气颗
粒物的管控主要是采取人工巡查，不仅耗费人力，
执法效率也有待提高。

相比传统“人防”的监管方式，气溶胶通量探
测激光雷达更加精准高效便捷，通过激光探测，不
仅可以“看”到哪里有污染，还可以追溯污染源头，
为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污染预警、防治和排查等工
作提供全面数据支撑。

“气溶胶通量探测雷达监测‘走马上任’犹如为
生态环境部门添上‘千里眼’，通过‘技防’的辅助为大
气污染监管提供更精准的科学依据。”陈海洋说。

“天眼专家”给大气做“CT”

那么，“天眼专家”是如何运作的呢？
“气溶胶通量探测激光雷达采用的是极限灵

敏度探测技术，以循环水平扫描方式将激光束射
向空中。”在市民中心楼顶，一台激光雷达监测仪
正呈 1.5度角“巡视”着天空。“激光照到不同浓度、
直径、形状的颗粒后，会形成不同的回波信号，实
时计算探测范围内的污染物分布及风场信息。”陈
海洋介绍。

对大气质量进行“逐层扫描”，只
是监测系统运行的第一步。

当雷达系统收集到扫描信号后，
便会进行快速自动分析，随后将空气质
量数据按不同色彩远程传输到电脑终
端，执法人员在手机 APP或电脑上就
能成功接收，通 过 数 据 与 图 像 的 结
合，让污染来源“尽收眼底”。

目前气溶胶通量探测激光雷达
可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半径 10km 范
围内高空及近地面的污染分布、变化
规律情况，3-5 分钟完成一圈 360 度
水平扫描，基本上能够对浦口区的重
点管控区域进行全面覆盖。

“立体监测大气中细颗粒物和气
溶胶的浓度情况，相当于给空气中的
污染物做了一个‘CT’扫描诊断，精
准快速定位‘病灶’。”陈海洋说，“利
用这种新式‘武器’，能直观地对城市
污染源进行监测与追踪，真正做到了
环境监管执法‘眼疾手快’，促进实现

‘监、管、治’联动。”

精准溯源让执法“有的
放矢”

3 月 24 日空气质量指数显示，浦
口区大气环境整体优良，但 PM10 相

对偏高。通过对气溶胶通量探测激
光雷达数据分析，发现探测点位范围
内存在污染浓度升高情况，这可能就
是导致当日 PM10升高的原因。

经过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在探
测点西北部 1.3 公里发现一处工地
存在较大范围裸土，防尘布覆盖不
完 全 情 况 。 通 过 结 合 雷 达 探 测 的
风向，白天的偏南风正好将施工的
尘土吹至空中，从而扩散影响到工
地北部的小区。经研判，这是造成
本 次 小 范 围 污 染 的 最 可 疑 污 染
源。随后执法人员通知相关街道、
部门进行整改。

这仅是依靠激光雷达精准治气
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大气污染溯
源工作期间共标记 12 处大气环境污
染源，经排查后都精准发现可疑污染
排放点，主要涉及建筑施工、道路扬
尘、餐饮油烟等问题，均已交办整改
到位。

科技创新是治污利器。下一步，
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将进一步利用
科技手段，引进天空地一体化、精准
溯源技术，通过科学治污、精准治污，
推动辖区环境空气质量不断改善。

记者近日走进湖北省十堰市郧西
县土门镇关帝庙村，村民王阿姨感慨
地说：“农村环境现在不比城里差。”

近年来，十堰市大刀阔斧整治农
村环境，奏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
用、管”三部曲，过去污水横流的场景
一去不复返。

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达2000余套

一汩汩清水流入鹅卵石垒成的水
池中，鱼儿正在池中畅游。在十堰市
武当山特区元和观村一体化生活污水
处理站，十堰市生态环境局武当山分
局局长姚万军指着一个箱体式污水处
理设施介绍说；“针对元和观村的农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我 们 采 取 了 CBC 工
艺，模块化设计，出水水质达一级 A 标
准，可作为农村杂用水回用。”

为确保一库净水永续北送，多年
来，十堰市积极争取、投入资金 12.27
亿元，在全市 10 个县（市、区）1641 个
行政村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重点
整治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等。行
政村治理覆盖率达到 87.5%，整治力
度及成效位居全省前列。

十堰市近年来在开展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过程中，累计在 1641 个行政村
建 成 各 类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2000 多套。

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方面，十堰

累 计 建 设 庭 院 式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550
座，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1527 座，水
肥一体化设施 507 座，配套建设污水
收集管网 1550 千米，基本满足了全市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需求。

用：政府购买，第三方专
业化运维

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十堰市农治
办工作人员贺娴介绍说：“除十堰白浪
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城乡一体化，污
水进入城区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
外，十堰其他 9 个县（市、区）均已采取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农村生活污
水第三方专业化运维。”

为便于大量农村污水处理设备后
期运行维护，十堰各县（市、区）均因地
制宜选择 1~2 种工艺作为主要工艺，
并明确 3~5 年不等的免费运营期，由
建设单位提供免费运营服务 3~5 年，
以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
可正常运行。

随着各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免费运营服务到期，为防止污水处理
设施“晒太阳”，十堰多次召开会议，推
进各地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
效运营机制。十堰各县（市、区）通过
招投标等方式，选择有实力、有技术、
有经验的队伍，对全市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进行专业运维，运营费用由
政府承担。

据统计，2021 年十堰市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设施运维资金合计 2888.58
万元，有效保障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

管：按季考核，推进标
准化运维

“茅箭区 93.63 分，第 1 名；郧西县
90.32 分，第 2 名……”在十堰市农治
办下发的全市 2021 年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通报中，茅箭
区和郧西县考核成绩在全市各县市区
中名列前茅。

为了强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运维管理，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标准化运维，十堰市制定了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考核细则。
这一细则包括运维管理、专业运维、设
施运行等考核项目，明确了管理制度、
考核监管、监督性监测、运维能力、运
维档案、站容站貌、污水管网、终端设
施、水质达标等具体考核内容。

“规模大于 100t/d（含）的污水处
理设施，每季度监测 1 次；规模 20t/d

（含）~100t/d 的污水处理设施，每半年
监测 1 次；规模 5t/d（含）~20t/d 的污水
处理设施，每年至少监测 1 次。”据贺
娴介绍说，“就拿监督性监测来说，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考核细
则中明确了量化评分细则，以便于实
施实际考核。”

十堰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用管”齐头并进
配套建设污水收集管网 1550 千米

◆本报通讯员叶相成

因露天焚烧秸秆及根茬残余物

黑龙江省约谈
3县（区）政府

本报讯《南宁市土壤污染防治
“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日
前印发，要求到 2025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
总体保持稳定，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
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进一步巩固提
升，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风险得到进一
步管控。

《规划》指出，以宾阳县为试点，
实施化肥减量增效示范项目，减少不
合理化肥投入，稳步提高化肥利用效
率，并实施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试点。

推进农药使用量逐步降低，全市
粮食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和
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
达到自治区下达的任务要求。农药
生产者、经营者应当按照“谁生产、经
营，谁回收”的原则，履行相应的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
到 2025 年，南宁市化肥农药使

用量持续减少，农膜回收率达 85%以
上，废弃农资包装物回收率达 85％
以上，回收废弃农资包装物无害化处
置率达 100%。

《规划》要求，到 2022 年危险废
物 安 全 处 置 率 稳 定 达 到 100% ；到
2025 年，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
显减少，替代产品开发应用水平得到
提升，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评估方面，
实施“双源”周边地下水环境状况调
查评估项目。2023 年年底前，完成
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实施地
下水环境分区管理、分级防治，明确
环境准入、隐患排查、风险管控、修复
等环境管理要求，建立地下水污染防
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刘茜

本报讯 记者从黑龙江省有效解决
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获悉，因 4 月 19 日巴彦县、双城区、呼
兰区露天焚烧秸秆及根茬残余物，4 月
20 日，黑龙江省对上述 3 县（区）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

经核实调查，巴彦县松花江乡露天
焚 烧 秸 秆 及 根 茬 残 余 物 ，过 火 面 积 为
150 亩左右；双城区幸福街道、农丰镇、
五家镇露天焚烧秸秆及根茬残余物，过
火面积分别为 50 亩、100 亩、120 亩左右；
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街道、双井街道也
存在露天焚烧火点。

约谈要求坚决落实黑龙江省委省政
府秸秆“全域、全时段、全面禁烧”工作，
针对秸秆离田还田及根茬残余物清理面
临的客观问题，要积极寻求解决方法。

巴彦县、双城区、呼兰区政府有关负
责同志在约谈中表示，将深刻检讨，以此
为鉴，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大管
控力度，启动问责程序，打好秸秆露天禁
烧攻坚战。同时，将积极发动镇村力量，
抢抓时间，组织人力和机械设备，加快对
耕地内秸秆残留物收集外运和深翻整
理，确保春耕生产有序推进。

下一步，黑龙江省将压实各级网格
单位主体责任，持续开展省级督查和各
地辖区内自查，坚决管控秸秆及根茬残
余物露天焚烧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决不姑息。 李明哲

春风拂面，泛舟在浙江德清湖州的国家湿地公园下渚湖上，湖面或开阔
如漾，水天一色；或狭窄如港，汊道曲折，水草丰腴，白鹭点点，不时还有“东
方宝石”朱鹮翩翔而过，美不胜收。

这片近7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湿地，也曾有过另一番景象。上世纪90
年代，这里存在大量无序的农业养殖和农家乐，使得下渚湖成为垃圾湖和大
型水产养殖场，珍珠、龟鳖等水产养殖和生猪等畜禽养殖污水直排入湖，下
渚湖水质长期为劣Ⅴ类。2013年起，下渚湖实施“五水共治”，打好“截、清、
治、修、管”五大“组合拳”，在完成污染源治理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适合湿
地生态修复和两山转化的路径，江南水乡美景也因此翩翩入画来。

聚焦农业农村治污攻坚聚焦农业农村治污攻坚

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
让水清岸绿让水清岸绿，，鱼翔浅底鱼翔浅底

4 月以来，随着天气不断增温，山东省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提
前谋划，打响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昌乐分局开展臭氧污染综合执法行
动，利用 22 天时间随机抽取 36 家涉 VOCS企业进行检查。图为执法人员
在现场排查问题。 付聪 董若义摄

南宁市土壤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印发

到2025年农膜回收率达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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