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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水源保护攻坚战 确保饮水安全

问题严重亟需整治

依水而居，以水定城，饮用水水

源地是一个城市的命脉。然而，受工

农业生产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水源

地环境问题可谓形势严峻。

在对长江经济带县级、其它省份

地市级的水源地的排查整治中发

现，涉及31个省（区、市）276个地市

1586 个水源地的 6251 个环境违法

问题中，主要分为生活面源污染、农

业面源污染、旅游餐饮、工业企业、

交通穿越、非法排污口等几大类。

首都北京交通发达，但在某些区

域，发达的交通对水源地保护却构

成了一定的威胁。据北京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水源地整

治最难解决的是交通穿越问题。

2018 年北京整治的 45 个年度问题

中，有一类就是桥梁跨越水源地问

题，涉及50多座桥梁改造。桥梁上如

果出现危险化学品车辆倾翻、雨污

水流入水体等情况，就可能影响水

源地安全。

水资源分布不均以及污染问题，

让一些中国城市陷入缺水的困境。

“千湖之省”湖北是长江经济带沿江

岸线最长的省份，但据湖北水利厅

的数据，2017 年湖北省人均水资源

量并不很高。2018 年 6 月 19 日，审

计署发布《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

护审计结果》发现，截至 2017 年底，

9省份 56个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内存在排污口、养殖场等建设项

目；3省的 7个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和

71 个 乡 镇 饮 用 水 源 地 断 面 水 质

超标。

“目前水源地保护形势依然严

峻，一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

不清、边界不明、违法问题多见，环

境风险隐患突出。”生态环境部相关

负责人说。

保护向纵深推进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关系到千家

万户，一步也不能懈怠。全国的水源

地保卫之战从长江经济带展开。

2016 至 2017 年，国家开展了长

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环保执法专

项行动，对沿江 11省市对地级及以

上饮用水水源地开展排查整治。进

入 2018 年，更大规模的水源地督查

风暴在全国展开。2018 年 5 月 20

日，生态环境部对长江经济带 11省

县级、其他省份市级地表型饮用水

水源地展开督查。

生态环境部联合水利部在全国

开展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

护专项行动提出，水源地保护要从

“划、立、治”三个方面进行，即保护

区划定、设立地理界标警示标志、环

境违法问题整治，最终是要实现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得到保障。

两年的时间里，水源地保护攻坚

战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各地通过取

缔搬迁、工程建设、水源地迁建调整

等多种措施，开展精准整治，大量历

史遗留环境违法问题得到清理。

2017 年，中央环保督查组在山

东督察时发现，山东济南卧虎山水

库一级保护区内存在 46处别墅，别

墅均建设在水库边上，生活污水对

水源地污染严重，要求其立刻整改。

当年济南就加大投资，拆除了卧虎

山水库一级保护区内的别墅群，如

今 原 地 已 经 通 过 绿 化 实 现 景 观

改造。

据报道，2018年，四川省累计投

入资金35.48 亿元，取缔关闭工业企

业66家、旅游餐饮165家，整治排污

口及排洪沟等 72个；深圳市宝安区

需要完成一级水源保护区 493 栋建

筑物的清理处置，涉及麻布、径贝两

个整村搬迁；2018 年 11 月，北京市

与河北省签订了《密云水库上游潮

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协议》，以水量、水质、上游行为

管控三方面指标，对河北省承德市

和张家口市相关县区进行生态保护

补偿。

“2018 年已完成长江经济带 11

省份县级及以上水源地整治，2019

年需在此基础上完成其它20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县级及以

上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涉及

156 个地市 527 个县 899 个水源地

3626个环境问题。”

虽然如此，部分地区进度落后，

存在不能完成任务的风险。生态环

境部指出，按照“一个水源地、一套

整治方案、一抓到底”的原则，生态

环境部对水源地问题整治一抓到

底，加大督促整改力度，落实地方政

府水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确保群众

饮水安全。

生态治理还一方美丽

水源地保护是一项综合工程，需

要系统的生态修复和治理。在四川，

人们正在探索水源地生态保护的新

路径。

生态环境部科技财务司巡视员

朱广庆表示，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做好四川

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筑牢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是长江保护修复

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奔腾浩荡、蜿蜒曲折的岷江

水，滋养了四川的土地，这片土地上

的人民在此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

传承下去”，眉山地处岷江中段，境

内有多条支流汇入岷江，作为岷江

上游生态保护屏障的重要支点，将

保护与治理共同发力成为眉山市治

理的关键。专项计划实施以来，眉山

市加大治理力度，以境内小流域综

合治理为突破，同时保证水源地整

治达标。

思蒙河是青神县内重要河流，也

是境内岷江最大的支流。当地着重

打造生态景观带建设，建设以海棠

树为主题的林地景观。为了降低农

药化肥使用量，思蒙河沿岸原种植

蔬菜、油菜土地进行流转，构建沿河

生态缓冲带，有效地保护了水质安

全。思蒙河的治理实现了自然修复

与人工治理的有机统一，对于水生

态的保护至为重要。同时优美的环

境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众

多知名企业纷纷投资，带动了当地

经济的发展。

一些水源地所处风景秀美的地

方，是人们旅游度假的好去处。而按

照水源地保护的法律规定，禁止在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

养殖、旅游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

的活动。据报道，2018年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发现，吉林省四平市在

二龙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大

搞旅游开发建设,严重威胁水源水

质安全。到下半年，当地进行了整

改，清退了游船等旅游设施。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者按

水质安全与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连。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是水源地保护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直接影响着水源开发利用和配置、

水源地布置、水源地人类活动、饮用水源水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科学合理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对于保障饮用水安全和人民身

体健康极为重要。

据悉，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国家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等行政法规对饮用水水源保护进行了相关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卫生部、建设部、水利部、地矿部联合颁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

管理规定》，规定了饮用水地表和地下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和防护、保护区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以及奖励与惩罚等内容。各地方政府则针对

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订了专门的水源保护管理条例，如《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等，或在环境保护条例和水污染防治

条例中对水源地保护进行了相关规定，如《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水源地保护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随着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水源地保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开始凸显，来自水量和水质的双重挑战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如何全面深入地推进水源地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水源地保护多方共治，构建因地制宜的水源地保护可持续机制，是未来水源地保护

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本期，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应该如何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

视频监控、电子警察等报警系统

并不少见，可你见过连鸟飞过都能留

下“痕迹”的“水上天眼”吗？近日，江

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阳澄湖

水源地保护区正式启用技术防范系

统。“有了这个系统，水源地保护区有

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都能马上知道。”

唯亭街道综合执法大队阳澄湖水源

地保护办公室主任洪卫保说。

一根其貌不扬的长杆，最上端是

风力发电机，中间装着4块太阳能电

池板，最下端有 4块蓄电池。走进阳

澄湖水源地保护区，矗立着的一根

根“杆子”，就是新启用的技防系统。

以阳澄湖水厂为中心，水源地保护

区方圆500米内为一级保护区，一级

保护区外方圆2公里为二级保护区，

再往外 1公里为三级保护区。“整套

系统由实时监控系统和振动光纤周

界安防系统组成，这样的‘杆子’一

共有32根，一级保护区5根，二级保

护区 24 根，还有 3 根安装在移动执

法快艇上。”洪卫保说。

阳澄湖作为苏州战略备用水源，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禁止任何人或船

只进入。“任何试图进入一级保护区

的动作都会触发警报。我们在围栏

上安装了振动光纤周界安防系统，

连水鸟飞过都会拍照留痕。”洪卫保

告诉笔者，这套系统由园区国土环

保局出资330万元引进，能在苏州现

有的风力、日照气象条件下“自给自

足”，还能存储一定的电量，确保在

无风、无光照的情况下继续运转。

“摄像头每隔 25 分钟就能自动转换

拍摄角度，能识别现场异动情况自

动抓拍。”洪卫保说。

在水源地保护办公室，一面巨大

的监控墙让保护区 360 度无死角地

处于监控中。在技防系统的高清探

头下，画面可以自主放大、拉近，连

驳岸上的一棵水草都能看得清清楚

楚。洪卫保表示，目前采取轮班形

式，对二级保护区范围以内水域进

行 24 小时全天候监视。接到警报或

发现异常情况后，执法人员 10 分钟

就能到达。

（据《苏州日报》）

近年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全面

加强生态保护，把天然林保护和群

众饮用水安全作为改善生态、提高

群众生活水平的重要工作来抓，贯

彻落实饮用水源地森林保护法律法

规，积极推进饮用水源地森林保护

规划工作，建立健全饮用水源地森

林保护长效机制，饮用水源地森林

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目 前 ，全 州 共 有 饮 用 水 源 点

2260 个。三县市城区、32个乡镇（街

道办）、220 个村、1900 个村民小组

实现了集中式供水，供水人口 116.5

万人；分散式供水自然村25个，供水

人口7000余人。自来水普及率99%，

集中式供水率 99%，农村饮用水水

质合格率达 60%，全州城乡饮用自

来水问题基本解决。去年，景洪市、

勐海县、勐腊县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质优良，达到国家二类或三类水

质标准，满足水源地水质目标要求。

西双版纳州加强饮用水源地保

护，目前共区划水源林面积 32.06 万

公顷，划定饮用水水源 10.4 万公顷，

为用水安全和饮用水源地森林的可

持续利用提供保障。认真组织有关

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

和整治破坏饮用水源地违法违规行

为。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保

护专项行动，全面排查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保护区划分、立标定界情况

和保护区内工业、生活、畜禽养殖等

污染源、排污口情况，对保护区内的

船舶、码头、道路、桥梁、住宅等与供

水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筑物进行认

真整改。加大对毁林开荒、乱砍滥

伐、违法使用林地等破坏水源林违

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仅 2018 年

度，全州就查处破坏森林资源违法

案件1772起。

西双版纳州积极推进饮用水源

地森林保护规划工作，将引用水源

地森林保护纳入水利发展“十三五”

规划，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不断推进水源林保护规划，科学划

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严格按照公

益林划定界限的相关规定，将重要

水库周边、江河源头地块纳入公益

林建设。目前，全州各县市相继启动

了水源林保护规划，州政府也印发

了《西双版纳州水功能区划》《西双

版纳州水资源保护规划》，划定了全

州江河、水库水生态红线，将28个乡

镇集中式供水水源地纳入规划，建

立了江河、水库环境保护目标体系。

（据云南网）

汉丹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

要的水源供给地，陕西省占南水北

调中线水源地 66%的流域面积和

70%的入库水量，水源保护义不容

辞，任务也十分艰巨。近年来，陕西

省积极主动适应国家南水北调工作

从“保通水”向“保供水”转变的新形

式，积极推进汉丹江流域水源涵养

区保护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确

保中线安全稳定供水。

据悉，陕西省政府印发并组织实

施了《陕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以及年度工作方案，通过签订目标

责任书、及时研判预警通报、强化考

核约谈督办等一系列措施，系统推

进汉丹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同

时，陕西省严格执法监管，持续开展

了汉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工业园区等专项执

法检查和突出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

治行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

此外，陕西省积极贯彻落实“河

长制”，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

的原则，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和陕西

省委、省政府关于汉丹江流域水污

染防治决策部署，扎实实施国家和

陕西省“水十条”，通过加快环保基

础设施建设，确保污水处理厂高效

运行，充分发挥减污效益；积极开展

水污染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演练，提

高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完善

汉丹江流域水环境监测体系，积极

构建生态屏障，确保丹江库区上游

水质安全。

（据央广网）

● 阳澄湖水源地保护区启用“水上天眼”

水源地 如何干净又美丽
孙云洁

● 西双版纳州加强饮用水源地森林保护

进入炎热夏季，农业、工业、生活用水迅速增多，水质安全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为保护水源地，确保人们

拥有干净的“水缸子”，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饮用水水源地整治行动，也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七大标

志性战役之一，正从长江流域向全国纵深推进。来自生态环境部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 1586 个水源地问题

整改完成率达 99.9%，5.5 亿居民的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提升。从 2019 年 7 月份起，生态环境部将按月调度并公开

通报各地整治进展。今年年底前，全国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将完成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整治。

● 南水北调水源地汉丹江水质稳定保持优

地方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