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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若雯

重庆水污染防治还有哪些难点？
应该如何解决？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和各区县（自
治县）人大常委会采取上下联动的方
式，对市政府水污染防治工作情况进行
评议。从6月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
各位副主任分别率队，带领7个调研组
下沉区县，开展扎实调研。与此同时，
调研组还将工业集聚区水污染防治、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的规划建
设管理、船舶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等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作为此次评议工作聚焦的重点，
开展专题调研。

记者跟随采访，对我市水污染防治
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难点及相关建议，进
行了梳理。

问题：管网缺失 雨污混流
建议：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管网规划建设要具前瞻性

“由于渝中区大部分管网建设年代
久远，排水管道时常出现老化、脱节、腐
蚀等情况，排水管网‘带病’运行问题较
突出，排水管网普查发现，还存在多处
污水管和雨水管错接现象。”这是市人
大常委会调研组在实地调研中收集到
的具体问题。

事实上，类似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
渝中区。调研组发现，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特别是管网建设仍存在较大短板，是
我市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一项共性问
题。

截至2017年底，全市建制乡镇修
建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厂821座，日处
理能力达到了89万余吨，基本实现建
制乡镇污水全覆盖。

但是，调研组了解到，污水处理设
施与配套管网并没有实现同步规划、同
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用，配套管网
建设一般要落后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
设，这就导致了一些地方污水没有得到
有效收集，而污水处理厂因管网不配套
或者缺失，收集不到污水或收水量不
足，设施不能正常运行而闲置“晒太
阳”。虽然近年来市级有关部门大力统
筹推进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在
2018年至2019年间新建了4000余公
里管网，但仍没有完全解决污水管网缺
失的问题。

针对雨污混流这个“老大难”问题，
调研组也开展了深入调研。“老城区生
活污水收集一直沿用雨污合流制管网，
暴雨天气存在污水溢流入江的问题。”
现场调研中，主城某区向调研组反映。

调研组了解到，由于历史原因，我
市老城区大部分为雨污合流排水体
制。排水体制采取分流制后，雨污合流
现象得到一定改善，但由于本底资料不
全、“接改沟”监管不严等原因，雨污管
网错接混接情况还比较严重，特别是
雨季时大量雨水混排进入污水处理厂，
导致水量激增，加重污水处理厂运行负
荷——污水处理厂“吃不消”，多余的水
量就会溢流。

上述问题被带到了今年7月底召开
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上。在《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草
案）》审议中，有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认为，已建成的污水管网经多年运行使
用后，出现破损和损坏，但管网维护主
要依靠区县或乡镇政府自行管理，缺乏
资金、技术和人员，“总体上管理水平和

效果不容乐观”。
此外，还有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提出，全市部分污水处理厂从建成之日
起就在超负荷运行，生活污水未能得到
充分处理，因此建议在相关条例的修订
中要求政府在规划建厂时要有前瞻性。

问题：重建轻管
建议：尽快摸清底数搭建信

息化管理平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我
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污水处理设施重建轻管的现象还是
客观存在，主要体现在建设主管部门
多、运营主体多、管理模式混乱、运营监
管责任不明确等方面。

例如，我市某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的单位有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委、住
房城乡建委、水利局等单位，还有区建
设投资公司等企业承建、自建。由于部
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时间早，实施建
设项目的主管部门多，具体的经办人员
调换频繁，因此，现在没有哪个部门能
提供出一个准确的建设数据。

据调研组了解，该区共建有各类污
水处理设施100余座，其中有35座移交
给市环投集团进行运营管理或由该集
团委托相关企业运营管理，有14座由
区建设集团的下属企业运营，有5座交
给乡镇运行管理，有19座由区级部门

“谁建谁运行”，有11座还没有落实运
行和管理单位。另外，还有部分污水处
理设施是区内企业自己建设自己使
用。由于全区污水处理设施没有实行
统一的运营管理，导致一些设施设备因

建设单位缺乏运维费用，出现运行不正
常或闲置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参加调研的市人大
代表建议，要尽快对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运行情况进行评估，搭建信息化管
理平台，充分利用在线监测数据加强对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监管，并将污
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纳入人大执法检
查的重点内容，不断提高污水处理设施
规范化管理水平。

问题：船舶生活污水转岸点不足
建议：统筹规划污染物转岸

设施建设

“目前，中心城区长江、嘉陵江长达
126公里水域范围内，具备船舶生活污
水接收能力的码头，绝大多数未与市政
管网实现联通，船舶生活污水需要转
运，沿江的市政污水管网只有1处船舶
污水转岸接入口，位于渝中区牛角沱。”
调研中，有关方面反映了“船舶生活污
水转岸点不足”这一突出问题。此外，
调研组还了解到，我市还有少数客货运
码头未按规定配置停靠船舶污水、垃圾
收集设施。

市环卫集团表示，随着“两江四岸”
治理提升的推进，中心城区大部分码头
完成了整合搬迁、转型升级，逐步停止
了船舶的装卸作业，因此，旅游船舶普
遍面临生活垃圾转岸难题。

“生活垃圾收运经费的问题也没有
落实。”有部门反映，为了提高船舶收运
污染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相关文
件多次明确相关经费由市财政负责解
决，但目前为止经费问题没有得到落

实。
因此，负责相关工作的重庆水域环

境有限公司只能根据《重庆市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中“船舶垃圾、粪便、污
水的收集和处理实行有偿服务”的规
定，向被服务企业收取服务费以支撑运
营，收费标准由公司和船方在各自可承
受范围内商谈确定。

“由于中心城区两江岸线狭长，又
只有一处生活污水转岸管网，高昂的污
水收运成本已经成为船舶运营企业的
负担。”有企业负责人在座谈会上表示。

市环卫集团建议，推进船舶污染物
接收收费方式改革，实现以财政投入为
主的船舶污染物收费管理机制，解决收
运企业长期亏损运营的问题。同时，统
筹规划污染物转岸设施建设，例如在鸡
冠石环卫专用码头推进相关转岸建设，
在鱼洞和郭家沱附近水域的沿江市政
污水管网上各新增一处船舶污水转岸
接口。

问题：养殖尾水随意排放
建议：加大水产养殖监管执法

“目前，水产养殖尾水直排严重影
响河流水质，群众对水产养殖尾水直排
环境的影响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高浓
度养殖尾水随意排放现象普遍。”这是
记者随调研组现场调研时了解到的情
况。

据了解，我市部分流域水产养殖密
度过大，大多数水产养殖户受经济利益
驱动，大量投用饵料、肥料和化学药品，
水体中氮、磷、抗生素等指标超标严
重。全市的水产养殖场配备有养殖尾

水处理设施的很少，不足全市总养殖面
积的2%，大量的养殖尾水未经处理直
排，有的养殖场排放的尾水中，化学需
氧量、总磷等污染物浓度远超过了《淡
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针对这一问题，参加调研的人大代
表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大水产养殖
监管执法力度，加强养殖投入品管理，
依法规范、限制使用抗生素等化学药
品，严厉查处利用化肥、粪便、动物源性
饲料开展渔业养殖等违法行为。

部分问题实现立行立改
相关建议纳入水污染防治条例

对于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市人大常
委会坚持问题导向，推动部分问题立行
立改。

市人大城环委主任委员屠锐介绍，
针对在调研中发现的船舶水污染防治
存在明显薄弱环节的问题，市人大城环
委在《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过
程中提出了“增加相关禁止要求和处罚
条款”的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重庆
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吸纳了这一建议，
对船舶污水收集、处置作了详细规定，
提出推进船舶污水收集上岸集中处
置，以及禁止船舶向水体直接排放未
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含油污水、生
活污水等，并设置了严厉的行政处罚
条款。

“我们还发现水污染防治工作涉及
很多专业指标，为使监督更有效，调研
组启动了第三方评估，邀请高校科研机
构的专家围绕工业集聚区水污染防治
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运行
两个专项开展评估，为水污染防治工作
提供智力支持。”屠锐表示。

今年9月底，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将对市政府水污染防治工作展
开专题询问。此后是为期半年的问题
整改期，市人大常委会将跟踪市政府对
评议意见的整改落实。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

重庆如何进一步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何星熠

9月23日，沙坪坝区回龙坝镇五云
山社区公园，一湖碧水吸引了众多村民
前来休闲散步。村民王廷荣就是这里
的常客，每天早晚都要来走几圈。

“以前大家缺少环保意识，谁家有
点洗衣、洗菜、洗碗的脏水都直接往外
泼。污水流到湖里，水自然就臭了。”王
廷荣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其实，五云山
社区产生的生活污水总量并不多，但因
缺少处理设备，造成了环境污染。

在社区居委会的协调下，辖区内13
家企业共同出资购置了一台日处理能
力150立方米的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解
决了生活污水直排的污染问题。

如今，五云山社区公园里的小湖水
清了，岸绿了，社区更加宜居宜业。

近年来，我市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聚焦大
气、水、土壤等关键领域，切实解决人民
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全面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

靶向治疗 精准施策
一江碧水向东流

“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跳磴河呀
笑开颜，陈年的污水变清泉，流域两岸
是大花园……”这是年过八旬的九龙坡
区居民张成远自己作词谱曲演唱的《跳
磴河之歌》。

正如歌词中所写，曾经沦为黑臭水
体的跳磴河九龙坡段，历经两年多、两
期综合整治后，再现水清岸绿，沿河许
多区域已成为鸟语花香、景色宜人的滨
河公园。

“黑臭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治水先
治岸，治岸先拆违。”诚如九龙坡区跳磴
河综合整治项目负责人谢照渝所言，深
挖“病因”精准“治疗”是水污染防治工
作的关键。

市生态环境局专门组建重点流域
监督指导组，全年累计组织超2000人
次开展重点流域巡查检查，并建立不达
标重点河流日分析、周评判、月调度工
作机制，每天分析自动站水质波动情
况，每周结合日常巡查评判流域水质变
化趋势，每月调度流域综合治理进展、
评估流域整治成效，针对性提出解决措
施。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以来，重庆持
续完善水污染防治管理系统，建立断面
水质预警预测模型，预判预报未来水质
变化趋势，及时开展临界超标断面预
警，同时完成河流体检数据入库对比分
析等工作，实现水质数据实时同步和污
染源定位导航，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提
高水环境监管水平。

如今，临江河、濑溪河等34条河流
上有了1568个加密监测点位，通过重
点河流的每月体检、每月通报、每月分
析，按流域、河段解剖超标原因，找准

“病灶”、深挖“病因”，靶向治疗、精准施
策。

截至目前，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总
体为优，长江流域重庆段未发生重、特
大水污染事件。

“四控两增” 智能监测
“重庆蓝”已成常态

早在2018年10月，北碚区就在全
市率先建成大气网格化智能监测预警
体系。

这套为北碚“量身定制”的系统，充
分结合了北碚城市布局、产业特点、地
形地貌、气象条件等实际，建立了专门
的数据模型，围绕重点区域、道路交通、
传输通道等重要领域和部位，按需设置
监测监控设备，准确掌握区内各点位污
染浓度实时变化情况。

北碚大气网格化智能监测预警体
系，其实是我市以大数据应用和污染溯
源为重点增强科研能力，完善大气环境
大数据管理系统，加快建设重点控制区
网格化监管系统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重庆大气环境大数据系
统已整合空气质量数据65万余条、污
染源数据10万余条，开展了污染因子
时空演进趋势分析、区县污染特征分
析、污染源相关性分析、达标形势预测
等。

为有效防治大气环境污染，重庆以
实施八项国家标准和柴油车整治为重
点控制交通污染，以工业废气深度治理
和发放臭氧告知书为重点控制工业污
染，以扬尘控制示范创建和落实十项规
定为重点控制扬尘污染，以餐饮业油烟

整治和烟花爆竹禁放为重点控制生活
污染。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淘汰治理老旧
柴油车5.5万余辆，发展新能源车2.2万
余辆，全市所有储油库、加油站、油罐车
完成油气回收治理，全面供应“国六”标
准车用汽、柴油，实现“三油并轨”。完
成1100余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工业
炉窑、烧结砖瓦、锅炉废气治理升级改
造。累计淘汰燃煤锅炉92台。完成19
台共802万千瓦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
放改造。督促各类施工工地严格落实

扬尘控制十项规定，实施“红黄绿”标志
分类管控，建设和巩固扬尘控制示范工
地、道路2200余处，主城区主要道路机
扫率达到93%。全面实施《餐饮业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DB 50/859-
2018），完成餐饮业和公共机构食堂油
烟治理7000余家，划定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3181平方公里。主城都市区城市
建成区全部划为烟花爆竹禁放区。

同时，重庆坚持以督导帮扶和污染
预警应急为重点增强监管能力。市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成立5个综合
巡查组、2个督导帮扶组和1个执法监
测组，实施空气质量日预警、周调度、月
通报、季约谈。2018年来，我市启动空
气污染应对预警32次，督导帮扶企业
2200余家，曝光重点污染源165个、会
商约谈36次、执法监测企业1500余家。

2019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16天，比率为86.6%，无重度及以上污
染。今年，截至9月22日，全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达到242天，同比增加15
天，“重庆蓝”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

风险管控 专业修复
土壤环境总体安全

9月底，重庆阴雨绵绵，湿冷的天气
却挡不住游客参观重庆工业博物馆的
热情。自去年国庆期间开馆以来，重庆
工业博物馆已吸引了许多市内外游客
前往参观。

然而，大部分人只知道重庆工业博
物馆是在重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搬迁
原址上兴建的，却不知道，在对该规划
用地地块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时，其
污染土壤总量达到了3万多立方米。

为整治这3万多立方米土壤，用地
单位作为责任主体，委托专业技术单位
进行土壤修复。历时8个月，使得土壤
环境质量满足了规划用地要求。

近年来，为确保三峡库区生态环境
安全，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重
庆持续推进实施“土十条”，全市土壤环
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市生态环境局土壤生态环境处负
责人介绍，在加强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
修复，保障人居环境安全方面，重庆市
建立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名录制度，将104块污染地块动态
更新至名录。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统一修订工作程序，
建立专家库，将部分评审备案工作下放
至区县。各区县均建立了疑似污染地
块清单，将地块纳入全国污染地块管理
系统进行监管。

在农用地方面，重庆在印发《重庆
市耕地土壤环境类别划分工作方案》、
编制《重庆市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
划分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明确了市级
统一组织划分、区县进行边界核实的工
作机制，下达了各区县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和严格管控具体任务。截至目前，
全市已完成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任务
量的95%以上。

目前，全市27个尾矿库已完成26
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25个污
染防治方案编制，基本完成23个尾矿
库环境整治，未发生因尾矿库引发的重
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系列报道②
重庆：聚焦突出环境问题精准攻坚

“智慧水务”系统助力跳磴河长治长清。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人大之窗

临江河、濑溪河等34
条河流上有了 1568个加
密监测点位，通过重点河
流的每月体检、每月通报、
每月分析，按流域、河段解
剖超标原因，找准“病灶”，
精准施策

目前全市 27个
尾矿库已完成 26个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编制、25个污染防
治方案编制，基本完
成 23个尾矿库环境
整治

2018年来，我市启
动空气污染应对预警
32次，督导帮扶企业
2200余家，曝光重点
污染源165个、会商约
谈 36次、执法监测企
业150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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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制图/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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