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家观点：

江西省森林覆盖率和水环境质量
位居全国前列，“十三五”期间，目标
导向与问题导向双向发力，生态文明
建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积极进
展和成效”。“十四五”期间，应按照
科学、精准、系统治污的思路，“突出
问题导向、兼顾目标导向”，科学确定

“十四五”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思路
和目标。重点突出农业面源污染，尤
其是化肥减量和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
理；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
城市管网改造提升、管网配套、雨污
分流，县级黑臭水体治理、乡镇及农

户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园区
环境管理提升，尤其是有色化工园区
管理及环保管家第三方服务。兼顾鄱
阳湖总磷稳定达标，部分支流断面和
内湖达标。

着力加大畜禽水产养殖污染防治
力度，尤其要重视消除50—500头生猪
养殖治理盲区、制定有机肥补贴政
策；大力发展生态渔业，尤其是调整
优化渔业养殖布局和品种结构；积极
推进精养鱼塘高浓度养殖尾水的生态
化治理，尤其是要严控养殖尾水冬季
干塘外排鄱阳湖和天然水体。

民进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特邀专家、民进湖南

省委会主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

关注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的问
题。要研究制定管网地下水和雨水入渗
入流的评估方法，修复漏损管道、实施
雨污分流改造，纠正混接错接，减少外
水（地下水和雨水）入渗入流量；将城
镇生活污水应收尽收，输送至污水处理
厂处理，最大限度发挥污水处理厂作为
污染物最终受纳、处理或资源回收设施
的基础作用；大力发展绿色基础设施，
建设海绵城市。

长江大保护，江西的重点是鄱阳

湖。鄱阳湖流域90%在江西省境内，实
施流域治理对于保护好鄱阳湖生态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鄱阳湖是长江的重要生态
屏障，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长江大保护
的成效，建议开展鄱阳湖健康评价。

江西是我国重要的种植业和淡水养
殖业基地。要切实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工作，严格控制化肥农药施用量，有
效实行测土配方施肥，制定水产养殖业
废水排放标准，推动水产养殖业废水的
资源化利用。

民进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特邀专家、上海市环

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林卫青：

9月15日至16日，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刘新成在江西南昌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实地调研。

9月16日，民进中央主席、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达峰，率民
进中央调研组在江西九江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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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岸边察看长江排水口污水综合治理，
深入厂区考察污水处理净化情况，步入公园等
地踏察黑臭水体整治成效……9月15至1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
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刘新成分别率民进中央调研组在江西九江、南
昌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考察调研并
召开调研座谈会。9月17日下午，民进中央对
口江西省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
启动会在江西南昌召开。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是按照中共
中央统一部署，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从
今年起开展的为期5年的专项民主监督工作，
其中民进中央对口江西省。

“调研中深刻感受到江西围绕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做了大量务实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
效。”蔡达峰表示，希望江西以更高标准打造美
丽中国“江西样板”，确保中共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在江西落地落实。

■长江岸线，需“治”更需“美”

从景观石上流出的水形成喷雾，水汽飘飘，
如梦如幻，步道、绿化一应俱全……走进九江市
濂溪区九柴社区南侧的两河地下污水处理厂，
犹如走进被河流环抱的一片绿岛。一个被树木、
草地围绕的高塔上赫然写着“双溪公园”，这是
污水处理厂的地面景观公园，而被混凝土立柱
撑起的宽敞地下空间内，隐藏着处理污水的格
栅、滤池等设备。

“整个污水处理厂的设备都在地下巨坑里，
全封闭的环境加上微负压处理系统，让臭气无处
可逃。”九江三峡水务公司两河地下污水处理厂
负责人向民进中央调研组介绍，这座“全地下+花
园式”两河水质净化厂，采用“土地节约型、资源利
用型、环境友好型”地埋式污水处理先进技术，日
处理能力3万吨。出水经消毒后，作为生态补水外
排至十里河及濂溪河，再汇入长江。

调研组对污水处理厂将处理后的“中水回
用”作为地上双溪公园用水，以改善河流的水动
力条件，增强水中污物净化的做法表示赞许。

地处长江之滨、庐山脚下、鄱阳湖畔的九
江，拥有152公里长江岸线和鄱阳湖三分之二水
面，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首批创建城
市之一。近年来，九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这座智慧污水处
理厂，就是该市在生态环境变好的同时，经济社
会发展质量更高、人民生活更幸福的一个缩影。

为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依水而兴的九江同
步打响一场前所未有的“治水战”。实行“一江一
策”“同湖同策”稳步推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
捕退捕，共完成7247户1.79万名渔民退捕，对
退捕渔民分批分类落实社保政策，让退捕渔民
转产就业无忧；与三峡集团开展战略合作，推进
中心城区水污染、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新
建改建管网140公里，城市污水处理厂全部实
现一级A排放标准，全市16个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厂全部执行一级B及以上排放标准。

长江岸线，需要“治”，更需要“美”。152公
里长江单边岸线，是九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命脉”。瑞昌市共拆除24个码头27个泊位，并
将原来的10多个“小、散”码头整合成1个矿产
品码头；彭泽县在老城区沿江建设40万平方米
长江湿地公园、滨江休闲公园，打造了5公里绿
色城镇带和11公里绿色产业带。一条条集“生
态保护、景观体验、休闲运动、文化展示”于一体
的绿色景观带，串联起152公里“绿色岸线”，成
为长江中下游南岸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幅“绿
满江岸”的生态画卷已徐徐展开。

■生态“水都”迎来“微笑天使”

江中，数十只江豚在水中起伏游弋、嬉戏觅
食，不时欢快地跃出江面，掀起阵阵浪花；岸边，
随处可见举着手机的市民和架起“长枪短炮”的
摄影爱好者，用欢呼声迎接着它们的每一次跃
出水面。

一段时间以来，在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镇
境内的赣江水域，阔别多年难得一见的“微笑天
使”——江豚组团出现的消息，成为网络热点，
吸引了无数摄影爱好者聚集江边整日驻守拍摄
这一难得的盛景。

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江豚畅游赣
江，是对南昌市生态环境最好的肯定。“再往上
游游十来公里，就到八一大桥了。能在离城市这
么近的地方看到这么多江豚，实属难得。”南昌
市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着赣江沿线码头
整治以及环境治理，赣江生态环境逐步好转，已
经阔别赣江扬子洲流域的江豚逐年增多，且呈
现多种群、多头数的汇聚，数量之多为历年来
罕见。

南昌临江倚湖，是长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
要组成部分。南昌把共抓长江大保护、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禁捕退捕、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作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水都”，南昌仅老城
区内就有东湖、南湖、北湖、西湖、青山湖及贤士
湖等10个湖泊。近年来，持续抓好水环境综合
治理，防止黑臭水体反弹，是南昌市进一步做好
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水岸
线文章的重点之一。

9月15日下午，民进中央调研组来到东湖
区贤士湖公园，现场体验南昌治理内湖水质的
成效。

走近湖边，透过清澈见底的湖水，可见密密麻
麻、绿意盎然的水草。湖中心三五成群的野鸭，时
而在水面游弋，时而沉入水中啄食水草。周边居民
三三两两漫步湖边，或临湖而坐，尽情享受湖光美
景。置身其中，恍若步入梦幻世界，妙不可言。

贤士湖水域面积达48亩，平均水深2米，是
重要的城市景观水体。但由于其无源头活水，水质
逐年恶化，一度成了绿树掩映下的黑水塘，影响了
公园整体景观及周边居民生活环境。东湖区有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区试点治理贤士湖水体，
借鉴杭州等城市成功治理内湖的案例，运用市场
手段，引入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构建“食藻虫—
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群落”共生系统，对
贤士湖水环境实施立体生态修复。经过治理，湖水
已回归自然的清水状态，湖底种植的水草也长势
良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污水处理是保障
绿水青山的重要一环。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污水处
理厂（设施）建设运营情况是这次调研的重点
之一。

9月16日，民进中央调研组在南昌红谷滩污
水处理厂看到，生活污水从粗格栅到污水提升泵
房，再从泵房到细格栅，然后经过曝气沉砂池、生
物池、二沉池、高效沉淀池、过滤器、紫外线与次氯
酸钠联合消毒后，最终变成清水。

“去年年底，红谷滩污水处理厂、青山湖污水
处理厂扩建工程均已竣工试通水，可新增污水日
处理量40万立方米/日，服务人口近300万人，出
水水质均达到国家一级A标准。”红谷滩污水处
理厂负责人介绍，通过实施扩建工程，可以有效提
升污水收集率，消除黑臭水体，保护赣江水质，实
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环境治理目标，进一
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

南昌高新区作为雨污分流区，在局部存在混
流现象的雨水管内实施了临时溢流措施，完成雨
污分流改造后可有效提升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
并提升排涝能力。

雨污分流能提高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避免
污水对河道、地下水造成污染，明显改善城市水环
境，降低污水处理成本，同时也便于雨水收集利用
和集中管理排放，降低水量对污水处理厂的冲击，
保证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效率。

“进水浓度是多少？”这是调研组在南昌市红
谷滩污水处理厂和白水湖污水处理厂关心的问题
之一。民进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
特邀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水污染
控制实验室主任魏源送长期关注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工作。针对这一问题，今年8月，他的团队
选择南昌朝阳污水处理厂为对象开展成因调查。

调研组了解到，在长江排污口整治、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和污水管网改造上面临一些深层次困难
和问题。调研组专家建议，以污水处理厂为核心，
系统梳理城市排水管网。从排水管网的关键节点
入手，加强对住宅小区至污水提升泵站之间的排
水管网和泵站的排查改造，大幅减少外水混入，提
升污水厂进水浓度。

水生态之于南昌，是不能割舍的命脉。通过实
施城市河湖水环境治理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升级
改造，南昌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3.5%，全
面完成10处黑臭水体整治、6处劣V类水质断面
整治；通过整治城市排污排水口，有效实施青山湖
区、红谷滩区等城市污水处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
和扩容工程建设，前湖、乌沙河、西湖、蓑衣夹、青
山闸排水口水质明显改善。今年1至6月，南昌12
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
达100%，赣江干流10个断面中7个断面达Ⅱ类
水质，国考断面优良率达90.9%。

调研组认为，南昌大力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将
会大大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城市品位和管理水
平，切实改善广大市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

“我们的污水处理质量优于国家标准，2021
年外排废水达标率100%。”中石化九江分公司负
责人介绍说，公司投资近20亿元建设环保设施，
高标准实施炼油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等水污染防
治项目。

在彭泽县矶山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从
长江排水口处打出一桶处理后的工业废水向调研
组成员介绍说，“目前，园区所有涉及污水排放的企
业污水通过‘一企一管’全部送入污水处理厂”。

工业园区所有企业工业废水经企业预处理达
到三级标准后，统一收集到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原来采取高级催化氧化+两级A/O生化处理方式
达到一级B标准后统一排放。2019年，污水处理厂
启动了提标改造工程，2020年1月投入运行，目前
日处理污水1.3万吨，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标准。

在连日考察中，调研组也发现一些污水处理
厂存在进水COD浓度偏低问题，民进中央长江生
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特邀专家、上海市环境
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林卫青认为，要综合考虑污水
处理厂、污水收集管网以及受纳河流之间的密切
联系，最大限度发挥污水处理厂作为污染物最终
受纳、处理或资源回收设施的基础作用。

■目标导向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今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双溪公园正成为九江
的城市“新名片”，在这个景观公园的地下，还“隐
藏”了一个污水处理厂。地下治污，地上造绿，正是
两河（十里河、濂溪河）地下污水处理厂的独特之
处。两河地下污水处理厂是两河流域综合整治工
程子项之一，厂区污水处理工艺采用AAO/AO+
高密沉淀池+深床滤池处理工艺，一部分净化出
水经消毒后外排至十里河及濂溪河补水，一部分
处理后作为地上双溪公园用水。

调研组专家、江西省人居环境研究院副院长

王滢表示，这种建厂方式给河道补充了生态基流，
同时也给居民提供了非常好的休闲场地。

值得注意的是，九江构建了“厂网”运维一体
化机制，将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全部交由三峡集
团统一运行和维护，提升了河湖管理效益。

道路平坦、干净整洁、绿树成荫，填埋库区的垃
圾被一层绿色的HDPE膜覆盖，没有闻到明显的异
味，在南昌市麦园生活垃圾填埋场,民进中央调研组
认真察看填埋库区封场项目施工建设、异味治理、雨
污分流、渗滤液处理等情况，详细询问项目建设、技
术工艺、工程进度有关问题。大家对麦园生活垃圾填
埋场前期问题整改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

麦园生活垃圾填埋场是南昌市唯一的生活垃
圾填埋场，于1997年建成并投入运营，占地面积
约1600亩，其中填埋库区占地约980余亩。“麦园
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整治，既是当地群众反映多
年的老大难问题，也是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交办的重要任务。”麦园生活垃圾填埋场异味整治
工程负责人介绍，2016年以来，南昌市累计投入
335.3亿元，实施一系列管理和工程措施，麦园生
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来这
里也将会打造成景观公园。

麦园垃圾焚烧发电厂——南昌固废处理循环
经济产业园也是调研组考察的一站。

“南昌 70%的生活垃圾将被运送到这里焚
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垃圾处理得以实
现。”麦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方江西洪城康恒
环境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麦园垃圾焚烧发
电厂采用当前最成熟最先进的焚烧系统，处理后
的各项残留排放都符合国标，满足环评要求，部分
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欧盟标准。

“经过处理后，二噁英在高温下充分分解，垃
圾烧完之后减量成约20%的废渣，经过资源综合
利用，可以用来制造环保砖、脱水砖。渗滤液经过
处理用于制作冷却水。”该负责人介绍说，麦园垃
圾焚烧发电厂年处理生活垃圾近100万吨，可发
电3.6亿度，满足11万人的生活用电需求。

随着麦园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投入运行，南昌
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达到99.5%，在全国省会
城市中率先实现城乡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生活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大量未分类
垃圾进入焚烧发电，导致焚烧发电项目燃烧值超
过设计指标，使垃圾处理量处于饱和状态，不利于
从源头上进行减污降碳。调研组专家建议，进一步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既能从源头上减量，又能将垃
圾变废为宝，资源再生利用。

■共同发力保一湖碧水入长江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调研组建议，还要紧盯可
能存在的问题，深入研讨当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点难点。

每年经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水
量约占长江径流量的七分之一，保障着长江中下
游的水生态安全。

“鄱阳湖流域90%在江西省境内，长江大保
护，江西的重点是鄱阳湖保护。”林卫青建议，实施

“全域治理”，提升鄱阳湖流域的污染治理能力，重
点是要加大城镇生活污水、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
圾处理、工业园区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力度。

在几天的考察行程中，调研组切实感受到江
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显著
成效。

民进中央根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
工作实施方案的重点内容，结合中共中央对江西
省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
战略定位、地方实际情况和民进优势，有侧重地
选择监督方向和调研重点，将今年的重点调研选
题确定为水污染防治情况，包括污水管网改造、
黑臭水体整治、长江排污口整治等，同时关注保
护法规落实情况和水生态考核机制、保护补偿机
制等相关问题，以及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教育文
化等领域的问题。

民进中央将把对口江西省开展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民主监督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帮助江西做
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
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
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新成说，“要发挥民主监
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的作用，落实‘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要求，还要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
特优势，把制度优势和参政党人才荟萃、智力密集、
联系广泛的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

据了解，围绕监督重点内容和年度重点选题，
民进中央制定和实施年度计划，采取听取汇报和
实地考察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明察与暗访相结
合，开展集中调研、定点调研、随机调研、问卷调
研、联合调研等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力争把情况
摸清、问题看准、建议提实。

民进中央副主席、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
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永
新说，“要建立健全知情明政、定点调研和干部挂
职交流等机制，完善办公室工作制度。加强上下联
动，发挥沿江民进组织、专门委员会、会内外专家
作用，形成全会合力，发挥整体优势。”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要准确把握
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和工作原则。在民进中央对
口江西省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启
动会上，蔡达峰表示，面对共同的目标任务，民进
将与中共江西省委合作共事，与江西各方共同奋
斗，支持和帮助党委、政府开展工作，做诤友挚友，
不当过客看客。要坚持双向发力，既切实履行民主
监督职能，又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成员的作用，在监
督中广泛宣传政策法规，增进思想共识。

保护母亲河保护母亲河 净化长江水净化长江水
——民进中央对口江西省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启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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