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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废增绿清废增绿 岸阔水清岸阔水清
刁星彤

岸绿让人民安居，

河清让人民乐业。神州

大地，大到流域治理、

小到溪水整治，一条条

经清理修复后的碧水欢

快 地 奔 流 向 东 。 从

2018 年开始，长江进

行了为期三年的“清废

行动”，目前，流域及

周边地区已是水清岸

绿，一片生机。黄河流

域清废增绿行动也即将

拉开大幕，国家将在九

省开展固体废物倾倒排

查整治工作，用 2 年时

间完成黄河流域“清废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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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苏镇江市段，机械在拆除裸
露浅滩的网具。

陈 岗摄 （人民图片）

在河南省兰考县黄河湾风景区拍摄的黄河。 李金雷摄 （新华社发）

“这条河现在水清了，过去工
业、生活污水直排入河，水质常年黑
臭，夏天不敢开窗。”提起家门口河
流环境的变化，江苏连云港海州区锦
屏镇东山社区居民陈余恩感慨良多。
河流环境持续向好，得益于该区推动
的环境公益保护与修复的探索。

海州区河湖众多，水网密布，新沭
河、通榆河等 14 条骨干河道穿城而
过，85 条镇级河道及 477 条村级河道
遍布全境，另有 6 座水库、8 座塘坝。

“河长制”、“点位长制”是海州区建立
的水、空气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机制。
各“河长”、“点位长”对所属的镇街园
区的河流和空气生态环境负责。

为实现河流保护长治久清，当地
区检察院的班子成员作为联系检察

长，对接全区18个点位长和16个区级
河长，构建起检察机关在河长制和点
位长制工作中的司法接入和助推机
制。区检察院还建立起“河长+检察
长”、“点位长+检察长”机制，为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作为“河长+检察长”、“点位
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落实主体，
海州区检察院与区生态环境局、区农
业农村局三部门通过建立联合巡查、
联合督查、联席会议“三联”机制，

对全流域水、空气和资源进行保护，
做到了重要情况及时通报，重大案件
及时研究，重点环节及时协商。通过
上下联动、多方协调、常规巡查和专
项督查等方式，协同整治涉大气污染
违法、违规行为，确保行政执法和刑
事司法无缝衔接。

据了解，“河长+检察长”、“点
位长+检察长”机制实施以来，海州
区检察院协同海州生态环境局、区农
业农村局推动全区湿地受保护面积

341.57公顷，保护率达60.84%；推动
区 生 态 环 境 、 住 建 局 等 部 门 投 资
2678 万元建成污水整治设施，用于
改造污水管网、收集生活污水、改善
周边群众人居环境。

“一个检察长对接一条或两条
河，联系2个点位，下一步还将建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
接机制，形成生态环境与司法保护的
闭环管理。”该区检察院检察长唐张
表示。

与 长 江 流 域 相 比 ，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相对
滞后，沿河带高风险产
业聚集，有色金属、煤
炭、化工等重工业企业
所带来的污染影响着黄
河流域的生态，重塑和
谐的“人河关系”是黄
河生态保护的首要目标。

1999年，国家授权黄
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水
量进行统一调配，改变上
游任意截流的状况，合理
配置水资源。此后，黄河
干流基本无断流，黄河三
角洲湿地逐渐恢复。2003
年2月15日，时任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
李国英，在全球水伙伴中
国地区委员会治水高级
圆桌会议上提出了“河流
生命”的概念，呼吁“维持
河流生命的基本水量”。

像 其 他 生 物 一 样 ，
河流也有其自然生命，

“流动”是其最主要的特
征。“流动”给黄河带来
了活力，造就了河流与
生物多样性的共存，维
持了生态环境和能量交
换的平衡。保持黄河的
基本水量，维持黄河生
命，才能保证人与河流
的和谐相处。这是河流
伦理的基本原则。

在 这 一 理 念 指 导
下，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水资源进行
统一管理，对黄河流域进行统一整治。
20 年过去了，黄河逐渐恢复了它的样
貌：河水不再断流，排污逐渐减少，沿
岸绿洲、湖泊重现，植被恢复……

除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
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外，还要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和弘扬黄河
文化是当今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重要方面。对此，笔者建议：

进行全流域文化和生态的规划、管
理和协调。黄河横贯青海、甘肃、四
川、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
南、山东九省区，各省区自然地理及文
化发展差别较大，必须从国家层面进行
统一规划，制定流域内大遗址保护计
划、大遗址展示体系及重点园区建设规
划。各省区要围绕国家出台的黄河文化
遗产保护战略，结合地方特点，制定出
区域保护规划及方案，将文化遗产保护
落到实处。

打造全方位、立体式黄河文化遗产
展示区。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相呼应，
将黄河流域的壶口瀑布、乾坤湾、老牛
湾、小浪底、香炉寺、白马寺、少林
寺、龙门石窟等自然人文景观与秦始皇
陵、大明宫、蒲津渡、洛阳古城等遗址
公园以及花儿、安塞腰鼓、黄河祭祀、
黄河号子、河洛大鼓、元宵节九曲黄河
阵灯俗、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串联起来，同时，
将古村落保护与传统农耕技术及水利工
程保护结合起来，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黄
河文化遗产综合展示区。

挖掘遗产资源，创新展示模式。黄
河流域自然环境复杂多变，景观遗产以
沿河线性分布为主。因此，需要对景
观、遗产进行多源梳理。特别要重视反
映黄河历史变迁以及与黄河水利遗产相
关的黄河大堤、黄河故道、黄河渡口、
治黄遗址、水利工程建筑遗存及沿岸石
刻、修堤碑刻的挖掘整理。通过专项调
查评估，建立黄河文化遗产数据库和黄
河数字博物馆。改变过去单一的博物馆
文 物 和 图 片 展 示 方 式 ， 利 用 “ 互 联
网＋”等技术及抖音、微信、微博等新
媒体对遗产进行全方位展示，让黄河文
化活起来。

文旅融合，打造黄河文化生态旅游
精品线路。黄河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充
分发挥黄河文化遗产在黄河旅游中的作
用，需设计一系列富有黄河元素的旅游
产品，精心打造一批旅游线路。通过参
观大型景观遗址公园和体验非遗项目，
黄河文化元素会对游客产生深远的影
响，增强游客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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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江苏省南通如皋市长江镇的老
赵现在越来越喜欢出门遛弯了，逢人就

爱邀请去他家那边走走。他家门口就是
镇里的堤防外滩地，“现在政府治理了河
水，岸边搞了绿化，可漂亮了”！老赵家
门口河边一大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终
于被清理走了，取而代之的是 520 棵大
叶女贞。“你说每天出门周围都是绿油油
的，连空气都好了不少，还不允许我显
摆显摆吗！”老张骄傲地说。

自从 2018 年生态环境部启动长江
“清废行动”后，长江流域岸边多了无数
个“老张”。他们看着以前的黑臭水体、
荒地、矿山、垃圾场摇身一变，成了波
光粼粼、清澈见底的河流，以及草木茂
盛、风景优美的绿地，心里有说不出的
高兴。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的王阿姨提起

“清废行动”也非常激动。她说：“国家
这个政策好啊，以前一刮风就到处飞沙
走石的荒山，现在种上了草和树，终于
不用怕大风天了！放眼一看，绿草如
茵，多好啊！”

生态环境部从全国抽调执法骨干力
量组成 150个组，对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
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整治，排查长江周
边省市共11个，分别是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约103万平方公里。

如此巨大的工程背后少不了工作人
员的辛苦付出：一旦接到民众举报，他
们就要立刻奔赴相关点位；如果查实点

位确实存在固体废弃物，他们要及时并
且科学地追踪溯源、问责处置、听取专
家意见，并统筹安排后续的清理事宜。

“固体废弃物是我们在生产、消费、
生活中产生的固态、半固态废弃物质，
通俗说就是垃圾，”一位安徽省安庆市参
与“清废行动”的志愿者说，“大家不要
觉得这个行动离我们很远，每个人都可
以是参与者。”

清废工作有时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固体废物不只包括生活垃圾和建筑废料，
一些化工厂的危料，如废酸、废碱和废有
机溶剂也是“清废行动”的重中之重。由于
这些废料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专业人
士尽快妥善处理，工作人员有时要在 24
小时甚至是12小时内完成这项工作。

长江：全面排查整治

黄河：九省增绿在即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事关重大，其固体废物处置情况一直是
区域发展的一个难题。业内人士指出，由
于黄河流域城镇化进程较其他地区落
后，存在流域及周边居民生活垃圾处置
不合理，在河边堆放杂物、倾倒生活垃圾
等情况；黄河流域煤炭、石油等化工业集
聚，一些企业存在煤渣和灰渣堆置不规
范、固体废弃物违法倾倒或转移的现象。

长期关注工业污染防治议题的环保
组织“空气侠”的负责人赵亮说：“在
我们进行专题调研时，发现黄河流域一
些企业对尾渣的处置较为粗放，以露天
堆放或不科学填埋居多。长此以往，这
种处理方式会破坏周边生态环境。黄河
流域中上游地区风大干旱，露天堆放尾
渣，扬尘时会影响空气质量；而长期堆
放，固废会污染水源和土壤。这不是一
个小问题，固废的合理处置对整个生态
系统都有影响。”同时，赵亮也提到，
黄河流域废渣废料的来源问题比长江流
域更为复杂，除了涉及到早年在区域内

“安家落户”的大部分当地企业，还要
关注跨区域转移来的搬迁企业。“‘源
头追踪’应该是这次行动的重点之一。
同时，黄河流域‘清废行动’需要上下
游、左右岸、跨区域加强联防联控。”

为严厉打击黄河流域固体废物非法
转移和倾倒等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消除
环境安全隐患，保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安全，生态环境部日前表示，将开展黄
河流域固体废物倾倒排查整治工作。

在巩固好长江经济带“清废行动”
成果基础上，今年起，生态环境部将用
2年时间完成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其
中，预计 2021 年排查整治内蒙古、四
川、甘肃、青海、宁夏 5 省 （自治区）
黄河干流沿岸、渭河甘肃段沿岸和湟水

河 沿 岸 ， 覆 盖 面 积 74872 平 方 公 里 ；
2022年排查整治陕西、山西、河南、山
东 4 省黄河干流沿岸、渭河陕西段沿
岸、汾河山西段沿岸和石川河沿岸，覆
盖面积56875平方公里。

对于即将开展的黄河流域“清废行
动”，赵亮表示，生态环境部公告里提
到，要让此次清废行动“结合群众信访
举报线索开展黄河流域固体废物倾倒排
查整治工作”，这让他非常期待。“这不
仅是国家自上而下的一项长远、宏观的
战略，也让群众和民间组织能够积极地
参与进来，形成良性互动。”

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长王必斗
认为，清废增绿行动将促使周边企业使
用清洁能源以降低污染和废渣废料的排
放，同时加大科技要素在生产要素中的
占比，更高效环保地处理生产、加工环
节中的废渣废料，所以可以预计，该行
动将带动黄河流域周边企业新一轮的产
业结构升级。

题图：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古黄河
湿地公园内，专业化除草机器正清理水
草。 裴 成摄 （人民图片）

长江黄河：科技助力监管

清废行动工程巨大，科技在其
中大显威力。

2020年，“长江清废行动”开展
一些收尾清理工作和最后的复查工
作“回头看”时，一场疫情打破了
这场行动的节奏。相关机构当机立
断，抽调大批卫星遥感和无人机代
替人工进行扫描。在湖北省武汉
市，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帮助武
汉市克服了疫情和汛情的双重压
力，对生态环境部按批次交办武汉

市的130余个疑似问题点位及时、仔
细地开展了核查，其中 39 个确认为
问题的点位均已完成整改。

长江流域“清废行动”以遥感
技术为主要技术手段，共排查长江
经济带 11 省 （市） 129 个地级市约
103 万平方公里，排查点位 9839 个，
确认问题点位 3252 个。据生态环境

部最新发布，截至目前，共整改完成
3221个，整改完成率99%，清理各类固
体废物 5676.1 万吨，新增复绿面积
99.4万平方米。通过整治，基本消除了
沿江、沿河违规倾倒、堆存固体废物
的环境安全隐患，有效预防了长江沿
线生态环境安全风险。

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将继续
充分利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影像，
推动非现场监管执法。生态环境部
指出，要延用“遥感排查—分批交
办—地方整改—专家帮扶—遥感再
看”的成熟工作模式，针对各地的

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的具体情况，
对相关整改点进行建设或复绿。对
此，王必斗认为，黄河中游尤其是
陕西山西等以石油化工企业为主的
地区，应以清废为重点；而上游和
下游，应把重点放在水源涵养和治
理土地盐碱化等生态保护和生态恢
复上。

连云港：“河长+检察长”携手护水
郑海英 赵 静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执法
中队拆除黄河滩区内违法建筑。

宫钟华 王美江摄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滩镇罾潭村河道清漂人员在阿蓬江上
清理垃圾。 邱洪斌摄 （人民图片）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滩镇罾潭村河道清漂人员在阿蓬江上
清理垃圾。 邱洪斌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