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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和神农架林区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破坏生态
2024 年 5 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湖北省发现，部分地区建筑垃圾

处置设施规划统筹不够、监督管理不严，乱

堆乱倒问题多发。

湖北省近年来年均产生建筑垃圾近亿

吨，但全省 13 个市州、3 个省直管市及神农

架林区中，有 15 个未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要求，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

工作规划。督察进驻期间，建筑垃圾随意倾

倒成为信访举报热点，群众反映十分强烈。

主要问题

一是消纳场所布局不够。武汉市近 3 年

年均产生建筑弃土约 2130 万吨，部分进入

建筑弃土消纳场处理。市内原有建筑弃土

消纳场 10 座，其中 7 座先后于 2020~2021
年停止使用，剩余 3 座仅对口接收武汉市

所辖 16 个区（含开发区）中 6 个区的建筑

弃土，其他区域由于距离远、成本高实际难

以覆盖。

2020 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

施行后，神农架林区未按要求制定建筑垃圾

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目前，仅建成 1 座处

置能力 2.8 万立方米的松柏镇建筑垃圾堆放

场。大九湖镇、木鱼镇开发建设强度较大，建

筑垃圾产生较多，神农架林区至今未对建筑

垃圾去向作出规划。督察组仅在这两个镇就

发现随意倾倒的建筑垃圾 38 万余吨。

二是规范处置监管不力。建立消纳管理

台账是落实建筑垃圾处置全过程监管的重

要手段，《武汉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对此有

明确要求。督察发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

管部门提供台账显示，豹澥还建房一期项目

从外拉运 15 万吨建筑弃土用于回填，现场

督察时渣土承运人指使项目管理人员向督

察组提供与城管部门台账一致的数据，但经

核实仅拉运 2.8 万余吨用于回填。城管部门

掌握的数据与实际数据相差 12.2 万吨，监

督检查不力。黄陂区城管部门提供的台账显

示，2023 年 1~11 月区内无工地进、出土情

况，但该区城管部门执法记录显示，在此期

间查处多起违规转运渣土行为，台账记录明

显不实。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工程施

工单位应当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并备案。

督察发现，2021 年以来，神农架林区开展工

程施工的 102 个项目，仅有 1 家单位编制方

案并备案，并且都未建立管理台账。荣盛置

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位于神农

架林区木鱼镇，2021 年 8 月以来，将 4 万余

吨建筑垃圾在路旁散乱堆放；松柏镇盘水生

态产业园区、白莲村等多处堆放建筑垃圾，

其中 2 处堆放点距离正规建筑垃圾堆放场

不足 3 公里，堆放量约 0.8 万吨。

三是生态破坏问题凸显。湖北省神农架

生态保护有关规划明确，设立严格保护区、

生态保育区等 4 个功能分区，其中生态保育

区只允许建设保护、科研监测类型的建筑

物、构筑物，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

源或自然景观的生产设施。督察发现，神农

架林区大九湖镇将约 4 万吨建筑垃圾倾倒

在坪阡水库管理范围内，侵占生态保育区约

24 亩。木鱼镇违法设置小湾建筑垃圾临时

填埋场，混合堆放各类建筑垃圾总计约 30
万吨，侵占生态保育区约 32.4 亩，现场督察

时还有建筑垃圾陆续倾倒在生态保育区内。

武汉市部分区域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现

象多发。督察发现，2021 年以来，黄陂区三

店村陈家岗违规堆存建筑垃圾 6.5 万余吨，

距离后湖最近仅 150 米左右。2018~2020
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宗黄村以每亩 3000
元的价格，擅自同意武汉创发生态发展有限

公司将 11 万余吨建筑垃圾倾倒在该村，占

用基本农田约 100 亩。

原因分析

武汉市、神农架林区对建筑垃圾污染防

治工作重视不够，规划滞后，责任落实不到

位；有关部门管理粗放，监管不力，建筑垃圾

随意倾倒问题多发。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

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图文来源：生态环境部

2024 年 5 月 10 日，督察组现场督察发现，武汉市黄陂区三店村陈家岗违规堆

存大量建筑垃圾

白云度汾水，黄河绕晋关。千百年前，唐

朝诗人李峤用一首《又送别》同框汾水与黄

河。

汾河，三晋儿女的母亲河，也是黄河的

第二大支流。“一泓清水入黄河”是习近平总

书记寄予山西的殷切期盼，也是山西深入贯

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

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

观汾河之变，可知山西贯彻黄河重大国

家战略之效。10 月 18 日上午，笔者来到汾

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附近，听那些共同守护

汾河的人，讲述他们与汾河的故事……

汾河的“体检医生”

秋雨迷蒙，水汽氤氲，汾河河面看起来

更加宽广。

上午 9 时，汾河等来了它的“每日体检

医生”———太原市汾管委水质维护技术负责

人汤振华。没打伞、没戴帽，身着蓝色的工作

服马甲，左手拿着量杯、水温计，右手提着一

个圆盘形工具，他快步向笔者走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早有会，来晚

了。”36 岁的汤振华中等个头，皮肤黝黑、身

形结实。他说，平时都是一早就来监测水质。

“上午的会议主要是讨论转入秋冬季后，如

何更有针对性地维护汾河水体水质，很重

要。”

近年来，通过对汾河及“九河”（太原的

9 条边山支流）综合治理、流域生态修复，汾

河水质不断提升。改善水体生态环境、维护

景区水体水质，是当下主要任务之一。“监测

水质指标，是为了警惕水华，而高温易发生

水华。”汤振华说。

汤振华一边提醒大家小心岸边草地湿

滑，一边来到汾河边，开始当日的“晨检三

项”第一项———测水温。只见他从河中取出

一量杯水，将水温计放入其中，水温计数字

闪烁，最后定格在 11.5益。

汤振华放心地点点头，将水温记录在手

机备忘录上：“根据长期监测的经验和有关

数据支持，水温高于 15益，就要警惕水华出

现了。”

水华是什么？“如果平裂藻、假鱼腥藻等

藻类异常增殖，河水开始泛绿，这就说明发

生了水华。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治理，以防

汾河自身稳定的水体生态环境被破坏。”汤

振华说。

每到夏季，汾河水温平均在 25益以上，

这为水华发生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为此，汤

振华和同事们白天几乎“住”在了岸边，持续

监测河水的健康状态。“我们会根据监测结

果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投放一些菌剂和药

剂，来抑制水华的产生、分解河面有机物等。

此外，我们还会采取及时清理东、西岸沿线

各边山支沟入汾河口的淤泥，定期投放鱼

苗，种植水生植物，及时打捞水草、水面垃圾

等措施，全力保障景区水体生态持续稳定向

好。”汤振华说。

上午 10 时 30 分，雨下得更密了。测完

水温，向北走了 2 公里，汤振华来到另一处

测水点。他将黑白相间的圆盘形工具缓缓放

入河中。“这是水质透明度测定仪。我们把它

放到水中，当达到一定深度，就会看不清黑

白相间的颜色。那个深度就是水质透明度的

数值。”汤振华一边介绍，一边开始“晨检”第

二项———测河水的透明度。“现在这个时节，

水质透明度的要求是 45 公分，而此时河水

的透明度已经达到了 80 多公分。”

“为什么不在同一个地方测这三个数值？”

面对疑问，汤振华带着笔者前往下一个 2 公

里处———测河水的酸碱度。“三处取水，三个

数值，既可以横向比较，又可以纵向对比。”

他说，“这一处水温适宜，但下一处透明度不

够高，我就再测下水温，辅以这个指标再检

验下。这样既可以多掌握不同位置的水质情

况，又能相对节省时间，从而更‘广’地了解

水质情况。”

“兼职”导游的河长

沿河向北，一位身材高瘦的大叔打着花

伞迎面而来，汤振华热情地打起招呼：“苏河

长，下雨天还出来巡河呀！”

“是啊。正好今天村里不忙，吃了午饭，

我来看看。”苏河长是距离汾河 2 公里处的

小店区小店街道贾家寨村村委会主任苏建

新。

汾河巡查保护，是苏河长的重要职责。

自 2017 年开始，山西建立河长制、湖长制，

如今已构建“河湖长+河湖长助理+巡河湖

员”工作模式，所有河流湖泊实现巡河湖员

全覆盖。

目前，山西有五级河湖长 18240 人、河

湖长助理 1013 人、河湖警长 3022 名、巡河

湖员 11036 人。这支庞大的护河队伍中，就

有苏建新。

以晋阳桥为界，往南 400 米，“这一段就

是我的责任区，每周巡河两到三回。”苏建新

说，别看距离不长，但人流量特别大。“晋阳

桥是古典艺术和现代风格的融合，主桥东西

矗立着两个高大的对称式桥头堡，上面浮雕

有菊花、天龙山石窟等元素。菊花是我们太

原市的市花，天龙山石窟是重要的文化遗

产。水上运动中心也在这段。所以来旅游打

卡的人，特别多。”

“谈起晋阳桥，您说得头头是道。河长还

兼任导游吗？”笔者打趣道。

苏建新笑着说，巡河的主要任务是常规

检查，比如水面有无漂浮物，遇到游客戏水

及时制止等，“也常遇见初到汾河的游客，他

们问起来汾河的情况，我就自发‘变身’导

游，给他们好好推介一下我们的母亲河。”

苏建新从小在汾河岸边长大，亲眼目睹

了汾河之变。“一段时期里，由于流域内开采

过度、采砂排污，汾河生态遭到破坏。后来，

经过长期治理与修复，汾河慢慢好了起来。

环境好了，人气旺了，我们村建起的无公害

蔬菜生产基地生意越来越火，大家收入都跟

着多了起来。”苏建新说。

“事关汾河，我自然记在了心里。我要把

汾河之变、汾河之美，介绍给更多朋友，让大

家和我们一同欣赏美景、感受汾河治理之

效。”作为这变化的受益者，苏建新郑重其事

地说。

“飞驰”的皮划艇教练

中午 12 时许，一场皮划艇比赛正在汾

河水面上进行。“注意髋部动作！”突然而来

的一声吼叫，引起了笔者注意。紧接着，一个

红色的身影从眼前闪过。此刻，皮划艇运动

员划得更起劲了。

“刚才飞过去的，是太原市皮划艇教练

员许显飞。从 10 月 14 日开始，山西省皮划

艇静水锦标赛在这举行，今天结束。”汤振华

说，因为“办公室”都在汾河岸边，大家几乎

天天碰到，也就认识了。

汤振华说，汾河水质好不好，皮划艇运

动员“最知道”。“他们几乎天天在水上训练，

汾河水有什么异常，他们会第一时间发现并

告诉我们。”

许显飞介绍，前几年由于没有合适的水

上运动场所，队员们每年大部分时间都要

“漂泊”在外地训练。如今，太原有了自己的

水上运动中心，队员们终于可以留在家乡训

练了。

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于 2019 年建设完

成。“这里的赛道水深在 4 米至 7 米，长度 2
公里，两岸视线开阔、郁郁葱葱，可以说是世

界级的比赛训练场地。”许显飞骄傲地说。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家门口进行

皮划艇训练，来这附近散步、游玩的市民，自

然而然就‘看见’了。这是很宝贵、很直观的

宣传皮划艇运动的窗口和平台。”许显飞说，

皮划艇运动相对小众，随着关注的人越多，

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就会越好。

一声枪响，新的一场比赛开始。汾河上，

奋楫而起，水花飞舞。深入贯彻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山西儿

女正携手奋进，力保“一泓清水入黄河”。

刘一颖 丁园 位鲁江 孙来彬 任继子

汾河岸绿 清水入黄
10 月 31 日，秋雨绵绵。笔者一行

驱车来到太原市南沙河上游生态治理

工程现场。河道里没有污水的痕迹，两

侧边坡布设了生态框，栽种着各种绿

植。周边山体植被繁茂、高低错落，一派

郁郁葱葱的景象。

据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南沙河

一标项目负责人张恒介绍，他们对河道

进行了清障和疏浚；在河道两侧边坡布

设了生态框，覆土种植保土保水植物；

在沟道里布设了谷坊群，在河道里布设

了跌水堰，实现了“有水则清、无水则

绿”的良好生态。

行至南沙河干流小山岩段，机器的

隆隆声不绝于耳。河道里，一辆挖掘机正

在作业，把大粒径的石料破碎成需要的

尺寸。张恒解释说：“这是正在建造跌水

堰，其作用是拦截雨水，沉淀水中的泥沙

并涵养地下水。我们建造了 10 余个跌水

堰，山里流出来的水和雨水经过跌水堰

层层过滤，最终变成清水，流入汾河。”

党的十八大以来，太原市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彻落

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治水思路，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目

前，汾河太原段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周边生态环境有了很

大提高，但是由于上游水土流失等原因，市区内的一级支

流仍存在雨后含沙量大等问题，直接影响汾河水质。为

此，太原市于近年启动了“九河”上游生态治理工程。

一水中分，九河环绕。若说汾河是主动脉，北涧河、北

沙河、南沙河、北排洪沟、玉门河、虎峪河、九院沙河、冶峪

河、风峪河 9 条从太原东西山流入汾河的边山支流便是

毛细血管。作为我省“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之

一，太原市“九河”上游生态治理工程聚焦有河有水、人水

和谐目标，一体推进九河支流源头水源涵养、污染治理、

河道清淤、河道蓄水、生态堤防等工程，通过对源头的水

环境进行治理和植树造林涵养水源，保障河道恢复生态

基流，促进河流恢复生态功能，进一步改善汾河水质。太

原市水务局规划计划科张强说道：“我们在南沙河上游全

流域的各个支沟沟口，根据立地条件不同，布设了 110 多

处谷坊和滚水坝，主要目的是减少沟道的侵蚀，起到拦泥

拦沙、缓洪滞洪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涵养水源，加大地下

水补给量，使地下水位逐步回升。”

眼下，太原市“九河”上游生态治理工程正在有序推

进，已完成全部建设任务的 40%。其中，南沙河上游生态

堤防、生态廊道、跌水堰等生态治理工程建设的主体已完

工，虎峪河、玉门河、风峪河、冶峪河治理工程已开工，北

排洪沟和九院沙河工程也已具备了开工条件。“工程完工

后，‘九河’上游流域年蓄水量将达到 1390 万立方米，水

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0%以上，林草覆盖率达到 85%以上，

对改善水生态环境，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具有重要意

义。”张强说。

不仅如此，南沙河上游生态治理工程还对沿线 13 个

村庄实施了厕所粪污治理以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通过

雨污分流系统，使污水入管、雨水入河，污水经过处理达

标后再排入河道，真正实现了“源头截污，雨污分流”，避

免了污水直排汾河。

做足“水文章”，答好“生态卷”。通过高标准实施“九

河”上游生态治理工程，太原水更清了、岸更绿了、景更美

了，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更近了。 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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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11 月 1 日，为推进全国碳市场第三个履

约周期配额清缴工作，晋中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全国

碳市场第三个履约周期发电企业履约清缴推进会，晋中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贺中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大气科、相关

分局、2023 年度参与履约的发电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大气科对生态环境部新的履约政策进行了解读，并

对照上一年度履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要求。相关分

局和企业就做好履约清缴工作进行了表态发言。

会议强调，一是大气科、各分局要提高责任意识，熟

知政策要求、履约程序、时间节点，按时督促企业完成碳

市场履约工作。对履约缺口企业精准施策，争取高标准提

前完成足额履约清缴任务。二是履约完成率已纳入考核，

企业要高度重视履约工作，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履约计

划，尽早安排、尽早谋划，把未按时足额履约锻造成企业

不可逾越的高压线。熟知处罚政策不仅涉及罚款、停产整

治，还会等量核减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处罚信息也将纳

入有关信用信息系统。三是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单价

持续上涨，市场流通碳配额数量紧缺，企业要提前筹备好

充足的履约资金，尽早履约，防止配额价格上涨造成不必

要的高额支出，确保“百分百”履约。四是进一步激励企业

探索市场化减污降碳新方式，倒逼生产方式实现绿色转

型、减污增益，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经济效益多赢，

推动企业多维度高质量发展。 王梅

激励企业探索减污降碳新方式

晋中市生态环境局

科学导报讯 11 月 1 日上午，忻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平

分局分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相关同志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了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举办的 2024 年度网

络安全应急演练暨网络安全培训视频会。

网络安全培训从网络安全案例出发，分析当前网络

安全形势，总结日常可能发生的网络安全行为，普及相关

网络安全防护知识。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忻州市生态

环境局原平分局干部职工对网络安全、数据泄露事件的

防范意识，增强了应对安全风险的应急处置能力，学到了

实用的防范技巧，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为该分局相关网络

安全工作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邵康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平分局

参加 2024 年度网络安全应急

演练暨网络安全培训视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