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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聚焦绿色聚焦··

■ 本报通讯员 程烈光
本报记者 吴江海

歙县雄村镇卖花渔村，是徽派盆景的发源地。近年

来，卖花渔村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主线，大力

发展“盆景+”旅游产业，全村盆景销售额超 2500 万元，

外来游客超 10 万人次，旅游收入近 400 万元，户均年收

入超 10 万元。当地村民形象地说：“这里的青山就是我

们的绿色存折。”

卖花渔村是黄山市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10 年来，

黄山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改善并巩固生

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让绿

水青山成为黄山人民的“幸福靠山”。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徽州区循环经济园是黄山市两个省级化工园区之

一，黄山市投入近 60 亿元打造循环经济园区，实现供热、

脱盐、治污“三集中”。目前，该园区谋划建设企业挥发

性有机物集中治理“绿岛”示范项目，实现废气高效治

理，解决了单个企业低浓度废气治理难度大和治理成本

高的难题。

数据显示，2022 年，黄山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 19 微

克/立方米，较 2015 年下降了 45.7%，达到有监测记录以

来历史最优。此外，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指标分别比 10 年前下降 40%、60%、

35.3%，达到国家环境质量一级标准，优良天数比例稳定

在 95%以上，全面消除重度和中度污染天气。自 2018 年

生态环境部对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以来，

黄山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连续 5 年排名前五，名列长三

角前茅。

水环境质量稳步向好。

2022 年 9 月，黄山市与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农夫山泉投资 12.5 亿元在黄山市建设先

进的天然饮用水生产基地。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钟睒睒表示，黄山是千岛湖的上游，上游保护好了，

才带来了下游水质的改善提升，将把黄山项目当成家乡

项目来办，为黄山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10 年来，黄山市地表水断面水质达标率、饮用水水

源地达标率稳定达到 100%，主要指标浓度优于地表水

Ⅰ类标准。自生态环境部水质指数排名以来，黄山市地

表水环境质量稳定保持全省首位。

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之所以选择在黄山市建超级工厂，主要是看中了

这里得天独厚的环境，为小罐茶提供了优质的茶叶原料

和优越的加工场地。”小罐茶创始人、董事长杜国楹说。

去年，黄山小罐茶实现产值 7 亿元、税收 4900 万元，居黄

山市工业纳税贡献前十强。

近年来，黄山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农药集中配送，全

域推行“粘虫黄板+生物农药+生态农艺”的茶园绿色防

控模式，全市有机茶园、绿色食品茶园和无公害茶园“三

茶”认证率 98%，促进了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年来，黄山市累计实施生态环境治理项目 325

个，完成投资 200 余亿元，关停污染企业 220 多家，整体

搬入循环经济园区企业 110 多家，拒绝污染项目 190 多

个，优化升级项目 510 多个，拆除水面网箱养鱼约 2.6 万

只 ，新 安 江 黄 山 段 建 设 了 42 座 高 标 准 水 质 自 动 监 测

站。全面淘汰 35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全面实施机

动车国六排放标准，注销淘汰老旧车 24.7 万余辆，治理

重点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 100 余家，建成全市大气

精细化监管平台，实现控气、控车、控尘、控烧一体智能

化监管。

一江清水出新安，百转千回下钱塘。10 年来，新安

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去年是新安江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10 周

年。试点以来，新安江上游跨省断面水环境生态补偿

指数 P 值由 0.83 改善至 0.61，改善幅度 26.5%，连续 10

年达到两省协定的生态保护补偿考核要求，每年向千

岛湖输送近 70 亿立方米优质水，带动千岛湖水质实现

同步改善。

目 前 ，黄 山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77.4%提 高 到 82.9%，

以遍地青山涵养一江清水。“新安江模式”在全国 13 个

流域、18 个省份推广，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的重大

创新，新安江（黄山段）上榜全国首批 9 个美丽河湖优

秀案例。

十年数据
看黄山蓝天碧水

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分别公布 2022 年度全省县（市）、

市辖区 PM2.5浓度排名。浓度相同的以并列计。

县（市）“前十”榜：旌德县、歙县、黟县、祁门县、绩溪

县、石台县、休宁县、青阳县、桐城市、岳西县。

市辖区“前十”榜：黄山市黄山区、屯溪区、徽州区，

滁州市南谯区，六安市裕安区，马鞍山市博望区，滁州市

琅琊区，安庆市大观区，合肥市瑶海区、蜀山区、庐阳区，

宣城市宣州区。

（夏胜为）

县区PM2.5浓度年度排名公布

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公布 1 月地级城市集中式生活饮

用水水源水质状况。

1 月，全省 16 个地级城市共监测 44 个在用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水源，其中地表水水源 29 个、地下水水源 15

个。监测显示，全省地级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取

水总量为 14169.42万吨，达标水量 14080.13万吨，达标率

99.4%。 （夏胜为）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水质达标率99.4%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水是生命之源。人水和谐，是美好生

活的重要体现。如果家门口的河塘沟渠颜

色发黑、臭味难闻，势必影响生活环境，让

人掩鼻而行、绕道而走。

治 理 黑 臭 水 体 ，直 接 关 系 人 们 的 环

境 获 得 感 。 继 城 市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之 后 ，

我 省 正 下 大 气 力 治 理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并

提 出 目 标 —— 到 2025 年 ，全 面 消 除 农 村

黑臭水体。

全面排查，治理任务艰巨

农村什么样的水体会被判定为黑臭水

体？可以靠感官，对于感官判断有争议的

则通过水质监测判定。

省生态环境厅土壤处处长胡峰介绍，

农村黑臭水体是指各县（市、区）行政村（社

区）等范围内颜色明显异常或散发浓烈（难

闻）气味的水体。

农村黑臭水体的判定可以通过感官判

定、水质监测两种方式。感官判定，如果某

水体有异味或颜色明显异常，有任意一种

情况，即视为黑臭水体。水质监测，对于感

官判断有争议的农村水体，通过水质监测

判 定 是 否 黑 臭 。 水 质 监 测 指 标 包 括 透 明

度、溶解氧、氨氮 3 项指标，有任意 1 项不达

标即为黑臭水体。

“ 安 徽 是 农 业 大 省 ，有 1.47 万 个 行 政

村，乡村人口有 5000 多万人，农村环境问题

点多面广、区域差异大。”省生态环境厅总

工程师贾良清坦言，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

水体治理任务艰巨。

判断基于全面排查结果。去年 5 月，省

生态环境厅部署在全省开展农村黑臭水体

全面排查，组织各地以乡镇政府驻地、农村

居民居住地周边河塘沟渠为重点，开展全

面排查；发挥社会监督及公众参与作用，通

过官网、微信公众号、信箱、电话举报等方

式征集农村黑臭水体线索。

经排查，全省共有 3600 个农村黑臭水

体。从分布的位置看，呈北多南少态势，皖

北农村黑臭水体明显多于其他区域，淮北、

亳 州 、阜 阳 等 皖 北 六 市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共

3074 个，占全省黑臭水体总数的 85%。

“随着排查深入开展，黑臭水体清单动

态调整。”贾良清说。

目标引领，逐年深入攻坚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近期印发《安

徽省农村净水攻坚行动方案》。方案聚焦

农村水体黑臭突出环境问题，要求从设施

建设、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体净化等方

面采取措施，系统治理、精准施策、多元共

治；针对农村黑臭水体的形成原因和水质

现状，提出了“五治两清一连通”八项治理

措施。

方 案 对 制 定 治 理 计 划 等 提 出 具 体 要

求，要求各地对照 2025 年的目标要求，逐年

分解整治任务，制定治理实施计划。各县

（市、区）按照 2023 年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数

量不低于 45%、2024 年不低于 70%、2025 年

全面消除的进度要求，制定治理计划，在深

入调查、充分溯源的基础上，编制“一水一

策”整治方案。

根据方案，我省将建立“县验收、市复

核 、省 评 估 ”机 制 ，按 照 不 少 于 5%的 比 例

组织抽查评估，抽查评估结果作为各市政

府 目 标 管 理 绩 效 考 核 的 重 要 依 据 。 为 做

好黑臭水体的常态化管护，方案要求对完

成整治的农村黑臭水体，每年三、四季度

分别开展至少 1 次水质监测，并定期开展

巡查管护。

真金白银投入，省级财政统筹安排资

金支持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我省

对试点以外地区，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考

核后，择优给予奖补；支持各地申报中央财

政专项资金项目，支持引进社会资本用于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考核推动责任落实，我省明确，把农村

净水攻坚行动成效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成

效考核、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和各市政

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并作为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的重要内容；同时，对治理工作进

展缓慢的将进行通报和约谈，对工作中敷

衍应付、弄虚作假、验收把关不严的将按有

关规定追究责任。

系统治理，实施八项措施

农村黑臭水体，如何深入推进治理？

贾良清表示，针对问题，将坚持精准、

科学、依法治污，深入实施农村净水攻坚行

动，加大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力

度，持续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治理农村黑臭水体，将全面开展农村

净水攻坚行动，针对农村黑臭水体形成原

因和现状，实施“五治两清一连通”系统治

理八项措施。

“五治”是治理生活污水、治理畜禽养

殖废水、治理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工业和服

务业废水、治理种植业面源污染。“两清”是

清理各类垃圾、清理淤积底泥。“一连通”是

打通连接农村水系。

今年，省财政将统筹 5 亿元资金支持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其中，拿出 3 亿元采取

竞 争 性 评 审 的 方 式 选 择 8 个 至 10 个 有 基

础、有条件的县（市、区）开展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试点。

治理黑臭水体，要解决好农村生活污

水的去向。我省明确，梯次推进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

根 据 村 庄 地 形 地 貌 、经 济 基 础 、人 口

分布、施工条件等情况，通过纳厂处理（即

对城镇周边村庄的生活污水，优先纳入邻

近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集中处理

（即对不能纳厂处理的常住人口大于 200

人或日污水产生量大于 20 吨的村民集中

居住区，鼓励采用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进

行处理）、分散处理（即对人口较少、居住

分散、污水难以收集的村庄，以卫生厕所

改造为重点推进污水治理，就地就近实现

资源化利用）等方式不断提升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

贾良清表示，将健全相关政策制度体

系，坚持以目标为导向，制定出台省级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指引、运维指引等指

导性文件，规范统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计算统计方法，指导各地开展工作。探索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模式，建立健全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

向农村黑臭水体向农村黑臭水体““宣战宣战””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省生态环境厅近日

公布 2022 年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方面，2022 年，全省

194 个 地 表 水 国 考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为

86.1%，同 比 上 升 2.6 个 百 分 点 ；无 劣Ⅴ类 断

面。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

数和总磷。

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比例为 94.8%，同比上

升 2.1 个 百 分 点 ；淮 河 流 域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为

75.6%，同比上升 3.4 个百分点；新安江流域水

质优良比例保持为 100%。

地表水省考断面水质方面，2022 年，全省

207 个 地 表 水 省 考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为

87.0%，无劣Ⅴ类断面。长江、淮河、新安江流

域 省 考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分 别 为 92.1% 、

76.1%、100%。

重点湖库水质及营养状态方面，2022 年，

巢湖全湖及东、西半湖水质均为轻度污染，同

比均无明显变化，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其中

全湖及东半湖为轻度富营养状态，西半湖为中

度富营养状态。

监测的其他 72 个湖库中，水质优良湖库

个数占比 79.2%，无劣Ⅴ类湖库，主要污染指

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中度

富营养的 1个，占 1.4%，轻度富营养的 23个，占

31.9%，其余为中营养或贫营养。

去年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布

本报讯（记者 何珂）近日，中国气象

局发布《关于 2022 年气候生态品牌创建示

范活动评审结果的公告》。记者注意到，

在 2022 年授予“中国天然氧吧”称号的 65

个地区中，我省有 4 个县区上榜，分别是祁

门县、歙县、泾县、黄山市徽州区。

据悉，“中国天然氧吧”评价对象为我

国境内气候舒适，生态环境质量优良，配

套完善，适宜旅游、休闲、度假、养生的区

域，包括县（县级市、区）行政区或规模以

上旅游区（旅游区面积不小于 200 平方公

里）。申报“中国天然氧吧”应具备气候条

件优越，生态旅游气候资源特色突出，一

年中气候舒适时长不少于 3 个月；空气质

量好，负氧离子含量较高，年平均浓度不

低于 1000 个/立方厘米；旅游配套齐全，生

态保护措施得当，2 年内没有生态文明建

设重大负面事件发生等条件。

“中国天然氧吧”是中国气象局国家

气候标志首批品牌之一，自 2016 年启动以

来，每年评选 1 次。我省已有石台县、绩溪

县、霍山县、金寨县、潜山市、广德市、枞阳

县、黟县、旌德县、郎溪县、宁国市、宣城市

宣州区、岳西县等地获此殊荣。随着 2022

年“中国天然氧吧”评价结果的揭晓，我省

境内“中国天然氧吧”地区增至 17个。

四地获评“中国天然氧吧”

省委农村工作领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近期印发导小组近期印发《《安徽省农村净水攻坚行动方案安徽省农村净水攻坚行动方案》，》，

提出到提出到20252025年全面消年全面消除农村黑臭水体除农村黑臭水体——

·绿色广角·

·绿色看台·

·绿色短波·

2 月 12 日，歙县霞坑镇石潭村

漫山遍野的梅花绽放，吸引游客前

来赏梅、拍照。连日来，春雨绵绵，

在石潭村的山坡上，依山就势的梅

花层层叠叠、竞相争艳、暗香浮动，

与朦胧的山川、壮阔的云海和徽派

民居相互衬托，汇成一幅春色满园

的壮美画卷。

本报通讯员 郑宏 摄

春雨催花开
梅香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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