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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治土”首创多剂“良方”
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面积达到9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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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方案》，到2020年，
我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1%左右，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达到90%以上。

通过详查，2018年底前查明
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 分布及
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2019年
底前掌握有色金属冶炼、化工、危
险废物经营等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中的污染地块分布及其环境风险
情况。2018年底前，实现全省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所有县市区全
覆盖。

此外， 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方面，年底前，编制完成湖南省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实施方案，
明确重点任务、责任单位。同时，
并有序开展治理与修复， 到2020
年， 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面积
达到91万亩。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何媚
通讯员 黄昌华

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
“生态文明”， 这一关键词也
在朋友圈频繁刷屏，其中“强
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也
备受关注。

我省素以“有色金属之
乡”“鱼米之乡”著称，为加强
土壤污染防治， 保障农产品
质量和居住环境安全，近来，
湖南全面实施《湖南省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简称
《工作方案》），并采取了多种
措施， 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
绩。

根据 《工作方案》，到
2020年，我省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率达91%左右， 受污
染耕地治理与修复面积达到
91万亩。

近年来，湖南有步骤、有
计划地开展土壤治理与修
复。今年1月，我省发布《工作
方案》，为全省土壤污染防治
制定了时间表、 路线图和任
务书。截至目前，怀化、郴州、
长沙等十二个市州相继出台
并发布本辖区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衡阳、益阳两市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也即将
发布。

为有效推动《工作方案》
实施， 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办公室于6月29日印
发《〈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 重点工作任务分
工》，将任务详细分解。同时
建立月调度机制， 自7月开
始，每月5日前各重点任务牵
头省直单位、 市州向湖南省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报告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
作进展情况。

同时，根据“土十条”推
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有关
要求，湖南省人大已将《湖南
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列入
2017年重点立法调研计划，8
月31日省人大环资委专门前
往省环保厅进行调研论证。
另外，常德市编制完成《湖南
常德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
区建设方案》，并开展了常德
市安乡县土壤优先保护项目
试点，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地
方立法等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湖
南省环保厅启动了全省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 目前已开展
全省疑似污染地块筛查工
作， 共调查疑似污染地块
1783块。 湖南省土壤修复与
治理工作也在有序开展，目
前， 共获得土壤污染防治中
央专项资金两批， 共计13亿
余元。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经过诸多举措的落地实施， 我省
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成绩亮眼。

防治土壤污染，签责任状

2017年6月5日，在湖南省人
民政府组织召开的全省环境治理
战役“夏季攻势”动员大会上，各
市州提交了《土壤污染防治目标
责任书》（简称《责任书》）。湖南省
成为全国第一个签订省市两级土
壤污染防治责任状的省份。

《责任书》确定了“辖区内土
壤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坏；
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不得增加，
污染地块数量不得增加” 的总体
工作目标， 并明确各市州政府为
实施主体。 每年评估上年度目标
任务完成情况，2020年上半年进
行考核， 评估和考核结果将作为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
评价的重要依据。

建“项目库”，动态管理

2016年，湖南省率先出台了
《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储备
库建设工作方案》。我省作为全国
唯一土壤项目库建设试点省份，

在环保部环科院的指导和支持
下，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有关土壤
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内容。

《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项目
储备库建设工作方案》明确，需根
据项目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遵循
统筹规划、动态管理、激励约束三
个原则开展工作， 项目储备库建
设成效将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
确定专项资金安排、监督检查、绩
效评价等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按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
查总体方案》等的要求，我省全面
启动了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
已编制完成《湖南省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实施方案》，已上报省人民
政府，通过批准实施。

截至目前， 湖南已率先完成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
设工作，并于8月17日-18日通过环
保部、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等数十
位专家的技术审核，湖南成为全国
首个通过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
查点位布设成果审核省份，点位布
设成果为全国其他省份农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方案的
审核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参考。

【案例】
雄黄矿区变脸，蜈蚣草吃掉“砒霜”

蓝天白云下， 山头青翠
如黛，流水清澈见底，空气中
也弥漫着青草味。经过近5年
的矿区污染综合治理， 常德
石门县雄黄矿区已经焕然一
新，生机盎然。

作为药用雄黄的产地，
该矿区多年开采和冶炼产生
的废气、 废水以及废渣对矿
区周边约35平方公里的区域
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

2009年，该地区环境污
染治理被纳入国家和湖南
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
划。2012年9月，《石门雄黄
矿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
“十二五”规划》正式启动，
规划内容包括对矿区周边

污染农田进行治理修复等。
其中， 蜈蚣草修复技术成为
治污的一大亮点。“蜈蚣草对
重金属有很强的吸收能力，
它最高含砷量比普通植物
高20万倍。”工作人员介绍，
从2013年开始试种蜈蚣草工
作， 目前已完成土壤修复示
范面积200亩。

据了解， 国家对雄黄矿
区污染治理累计投入资金2
亿元，安全填埋砷渣、砷泥27
万立方米。2017年监测数据
显示， 污水处理站出口砷含
量为0.014毫克/升。矿区黄水
溪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已基
本达到国家地表水Ⅲ类标
准。

【行动】
已调查疑似污染地块1783块

治污亮点

我省土壤污染防治 多项创新在全国首开先河

数据

2020年治理修复面积91万亩

经过多年治理，曾经黄野茫茫的雄黄矿区如今已是绿草青青。

相关新闻

湖南颁发全国首批
有色行业排污许可证

本报10月27日讯 今
天，五矿铜业（湖南）有限公
司、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获得衡阳市环
保局、郴州市环保局颁发的
由环保部统一印发的排污
许可证，这也是全国有色行
业首次颁发排污许可证。此
次许可证的发放，对有色冶
炼行业排污许可工作的全
面铺开起到了引领和示范
作用。

据介绍， 排污许可证制
度作为固定污染源管理核心
制度， 对衔接整合相关环境
管理制度， 理顺企事业单位
的责任体系， 具有深远的意
义。

成立排污许可证实施小组

作为“有色金属之乡”，
湖南有色冶炼历史悠久。今
年3月，环保部布置湖南承担
全国有色行业排污许可试
点， 开展该行业排污许可参
数验证、成本测算、平台测试
等试点工作。

为确保试点任务顺利完
成，湖南省环保厅成立了以
王一鸥厅长为组长的排污
许可证实施工作小组，制定
《湖南省排污许可工作方
案》， 确定衡阳五矿铜业有
限公司和郴州市金贵银业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省第
一批有色行业排污许可证
核发试点企业，要求两市环
保局率先完成试点企业的
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同时
指定长沙环保学院作为有
色行业的技术支持单位，对
申报质量严格把关。

将落实排污企业主体责任

经过环保部、 湖南省环
保厅、 市县环保局等十余次
反复修改、审核，10月27日，
两家试点企业正式领取新版
排污许可证。

据悉， 下一步我省将以
排污许可为环境管理核心制
度， 全面落实排污企业主体
责任，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
持续提升环境治理水平，严
厉打击“无证”、“超证”等环
境违法行为， 加快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何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