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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湖南成就权威发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提出了“生态
强省”发展目标，相继出台了《湖南省重大
环境问题（事件）责任追究办法》、《中共湖
南省委关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
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大力推动湖南
高质量发展的决议》、《湖南省污染防治攻
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等生态环境规章制度
和政策，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治理，
实施全方位、全地域和全过程整治，共同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以空前的力度持续推进湘江保护和
治理“一号重点工程”。2013年9月，我省确
定把湘江保护与治理作为省政府“一号重
点工程”。连续实施三个“三年行动计划”，
全流域推进治矿、治砂、治污，全面推进农
村面源污染整治和畜禽养殖退养。到目前
为止， 湘江流域实施重点治理项目3068
个， 株洲清水塘区域261家企业和湘潭竹
埠港区域28家企业全部关停。 三十六湾、
锡矿山等一度沦为濯濯童山的百年老矿，
如今已是绿意盎然。

致力保护好洞庭湖这个“长江之肾”。

近几年湖南大力实施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规划，推动黑臭水体治理、畜禽养殖粪污处理、
沟渠塘坝清淤、 湿地功能修复等“四个全覆
盖”，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污水处理、采砂等
方面出台“十条禁止性措施”。在洞庭湖全部拆
除矮围网围， 全面清理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黑
杨， 全面建设并投运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岳阳视察时，看到
了白鹭翱翔、麋鹿嬉戏、江豚腾跃的美丽画面。

致力保护好长江岸线，加大湖南境内163
公里长江岸线的保护力度， 建设清洁美丽的
万里长江。 抓沿江岸线整治， 抓码头乱象整
顿，抓沿江环湖污染问题整改。严格清理非法
侵占水域岸线建设项目； 关闭了42个非法砂
石码头，整合沿江码头，推进集约化发展；开
展排污口、化工污染、固体废物等专项治理。

致力长株潭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近年来，
建立完善了长株潭联防联控机制， 大力推进
蓝天保卫战。2018年，长株潭区域PM2.5平均
浓度较2015年下降17.9%；PM10平均浓度较
2015年下降20.3%； 优良天数比例较2015年
上升3.0个百分点。

水更清、天更蓝、地更净，生态底色绘就新画卷
2018年，全省省控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占94.5%；二级空气环境质量城市达5个，空气质量优良率85.4%

山水是湖南最靓的名片， 生态是湖
南最大的资源。北临长江，怀抱洞庭，湘资
沅澧，山水江河，是湖南人民赖以生存的
生态家园，润泽出湖南的多姿多彩。

在70年风云激荡， 波澜壮阔的发
展历程中，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跨
越式提升。“七十年代淘米洗菜，八十年
代水质变坏，九十年代鱼虾绝代，00年
代洗不净马桶盖，10年代末重回水清
岸绿。”这首民谣，生动展现了新中国成
立70年以来， 我省生态环境质量呈现
由好变坏、再由坏到好的演变曲线。

2018年， 全省省控断面Ⅰ～Ⅲ类
水质断面占94.5%；全省二级空气环境
质量城市5个，空气质量优良率85.4%；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新增100万
亩， 濯濯童山如今绿意盎然……在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湖南以“钉钉
子” 精神持之以恒地抓好生态建设，誓
为子孙万代留下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在美丽中国建设的蓝图中绘就秀美的
湖南篇章。

9月24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
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
布会第十场，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全省生
态文明建设成就。

■记者 和婷婷

守护好一江碧水，看鱼翔浅底、水清岸绿

位于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三江口区域，有着
430米岸线的天欣码头。 放眼望去， 只见江水清
清、滩涂平整，一江春水轻柔地拍打着堤岸。

而在去年，这里还是一幅作业繁忙的图景。2
个3000吨级直立式泊位、2个码头岸吊、4个水泥
储罐，以及堆成小山的砂石堆，让天欣码头常常
是一片尘沙飞扬，周边居民苦不堪言，岳阳楼上
不见碧波万顷，但见砂石船只密密匝匝。

为了守护“长江的肾”，截至2018年6月30日，
岳阳市长江岸线42个泊位全部关闭，设施设备的
拆除清理工作基本结束， 码头泊位关闭率达到
52%，共退还长江岸线7.24公里，当前正在进行复
绿工作。

湖南素以山清水秀著称， 毛泽东主席留下
写有“漫江碧透”“鱼翔浅底”的《沁园春·长沙》，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讲话中多处
引述古今文学作品中对潇湘胜景的描写。然
而，上个世纪末，我省达标水质断面不足30%，
经济发展居全国中游，但废水排放总量和重金属
排放量均居全国第三。湘江成为全国重金属污染
最为严重的河流，流域内形成三十六湾、水口山、
清水塘、竹埠港、锡矿山等重点污染区。

我省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高度统一到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发展理念上来，
以“一湖四水”为重点，把治理水污染、保障水生态
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头等大事。 尤其是对湘江与
洞庭湖保护，开展专门立法，出台行政规章和专项
计划，成立高规格的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湘江
流域为全国重金属污染治理作出了示范。

此外， 加快推进城乡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县级城镇生活污水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全
覆盖，建成县以上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157座，地
级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5.53%，县级城市污水处
理率达到92.67%。建成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场109座，总设计日处理能力4.89万吨。加快推动
有色、化工等重点行业实施清洁化改造，144处省
级工业园区全部建成或配套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 全省省控断面
Ⅰ～Ⅲ类水质断面占94.5%； 今年上半年生态
环境部组织全国地表水考核， 我省张家界、常
德、湘西州、永州4个市州进入前30名。

“世界锑都”锡矿山，正在经历百年
老矿的绿色涅槃。 作为湖南最早的工
业基地，锡矿山经过长年的开采，植被
荒芜、水体污染、采空区陷落，留下砷碱
渣达2万吨。2010年以来， 冷水江市对
涉锑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专项整治，开展
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 成片建设防污
林，久违的绿色正被一点一点唤回。

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和农业大
省，历史遗留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整治任
务繁重。对此，我省把土壤环境质量作
为“米袋子”和“菜篮子”的关键要素，开
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省把实施湘江保护和治理“一
号重点工程”作为清还旧账 、解决历
史环境问题的重大机遇 ， 把三十六
湾、水口山、清水塘、锡矿山和竹埠
港重点工业区域土壤环境污染治理
纳入“一号重点工程”重要内容 ，并
带动其他矿山和污染农田治理，坚
持“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 ”，
坚持山水林田湖系统工程思维 ，治

理和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的土壤
环境污染， 消除一大批重大土壤环
境污染隐患。

对土壤污染严重的常德石门雄黄
矿区、 矿山环境污染的花垣县等地区
实施整治；关注重点，建立883个涉重
金属行业企业的全口径统计清单 、
1325家企业的涉镉污染源排查清单和
365家企业的整治清单；严格准入，建
立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和污染地块名
录 ， 即将发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治理名录； 强化管理，
动态更新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先
行先试，在常德成为全国六个土壤污
染综合防治先行区之一的基础上，将
湘潭、衡阳 、郴州、娄底4个市列为省
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开展试点
工作。

2018年我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
积新增100万亩， 完成1.1万个行政村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占总任务数的
84.6%。

“1只鸬鹚，12只斑嘴鸭……”2019年4月1日，在长江君山段东洞庭
湖国家自然保护区林阁老巡护监测点， 君山后湖管理站站长周洁一
边用望远镜远眺，一边在巡护管理监测记录表上记录观测到的鸟类。

谁能想到，这个水草丰茂的湿地附近是曾经的君山华龙码头，每年砂
石产出达40多万吨。砂砾成堆、土地硬化、噪音隆隆，江豚、麋鹿等生物避
之不及。“砂石码头机器轰鸣、沙堆林立，鸟儿、鱼类都没了栖身之所。”周
洁介绍，以前环境不好，只能零星看到6至8种鸟类，数量不超过20只。

2017年底，长江岸线湖南段拆除了39个非法砂石码头，并完成生态
复绿，洞庭湖全面禁止河道采砂行为，周围80多处砂场全部关停。曾经
码头林立、沙堆如山、垃圾遍地的长江湖南段岸线如今有了很大改善。

数据显示，2018年，洞庭湖越冬候鸟达到22.64万只，野生麋鹿由
2012年的65头增加到2017年的164头， 长江江豚监测记录数量也达到
220头，稳定栖息种群达120头。水有江豚，陆有麋鹿，君山华龙码头湿
地重新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天堂。

整治重金属污染，现沃野千里、润如油膏 推进“一号重点工程”、保护“长江之肾”

1971年

■制图 高原

数说 我省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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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次对湘江
水质污染状况进行全
面调查， 湘江各河段
水质呈现污染； 首次
在株洲市清水塘开展
大气环境监测。

湘江污染综合
防治的研究列入全
国重大科研项目。

我省出台第一部
环境保护地方立法《湖
南省环境保护暂行条
例》； 下达第一批环境
污染限期治理项目。

环境保护工作首次
纳入湖南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年度计划。

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我
省实施“封山育林退田还
湖”等生态治理工程。

实施《洞庭湖4350
还湖工程规划》。

我省启动实施环境保
护三年行动计划，在花垣县
实施“锰三角”污染整治。

我省实施洞庭湖区
造纸企业污染专项整治，
关闭造纸企业234家。

省政府印发《湘江
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
实施方案》。

湘江保护与治理
列为省政府“一号重点
工程”。

省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生
态强省发展目标。

我省印发《关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大
力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决议》、《湖南
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净土 铁腕

2018年5月28日，湘潭市岳塘区竹埠港，搬迁后的厂区披上了绿装。记者 童迪 摄9月4日，湘潭荪湖公园，绿林绕堤，鱼栖清流。该公园所在地原是竹埠港化工片区
内常年受污染的一片臭水沟。现已变身为一座以水为主题的城市公园。 记者 田超 摄

7月30日，蓝天白云下的长沙，清澈透亮。 记者 郭立亮 摄

岳阳君山华龙码头湿地成动物天堂

蓝天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让繁星闪烁、蓝天重现

夜晚，一束激光射向茫茫大气层，即可监
测到空气中颗粒物的立体分布，通过区域扫描
和走航并行的方式，方圆几公里内的污染源分
布尽收眼底。从去年开始，长沙市开福区蓝天
保卫战查污“神器”———走航车投入应用。

打赢蓝天保卫战，长沙市开福区创新环
保监管方式，采取“技防+人防”双线管控。技
防上， 充分利用中科院激光雷达走航车查
污、多功能抑尘车治霾、第三方无人机巡查、
智慧渣管平台等先进技术设备功能。 人防
上，以党员为表率，以社区网格、居民小组为
依托，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对大气污染源实
行“多点包抄”，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开福区对大气的治理只是湖南的一个
缩影。据悉，我省大气环境质量问题从1958
年起出现， 主要污染源是工业废气和粉尘。
随着经济社会、城市规模快速发展，到2010
年前后全国性雾霾出现，我省大气环境质量
降至历史最低点。

与之相应的，我省大气环境治理历程也
是从工业污染的初期治理， 到废气综合利
用，并逐步过渡到目前重点污染物治理和区
域环境综合整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大
气环境质量改善明显。

我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
改进运输结构、改善用地结构，全面推进绿色
发展。出台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的规划， 通过一系列工程减排和
结构减排，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下
降，2018年全省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
较2010年累计分别削减了38.0%和30.7%。

数据显示，2018年，全省已有5个城市空
气质量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实现了我省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零突破。与2015年相
比，全省14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PM2.5平
均浓度下降了24.1%；PM10平均浓度下降
了20.5%；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增加了7.6个百
分点，优良天数累计增加433天，重污染天数
累计减少20天， 实现了PM2.5浓度明显降
低、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大气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