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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意浅浅、绿荫冉冉、青山隐隐、碧水
潺潺。茶余饭后，徜徉安顺虹山湖畔，观鸟
翱蓝天、赏鱼翔浅底，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美卷。

与美丽风光印证的则是我市生态环境
保护的优异答卷：2023年我市中心城区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2%，全市环
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率为99.3%，PM2.5等
六项监测指标平均值均优于国家二级标准；
12个国控、省控主要河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
率达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水质达标率100%；无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
发生。全年共计完成营造林12.87万亩，义
务植树 405万株，治理石漠化 62.89平方公
里，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

这是一份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更
是一份写在全市人民心中的答卷。一组组
数据、一项项荣誉的背后凝聚着安顺市生
态环境保护的决心和干劲。

精准施策 守护一片蓝天

“安顺的天越来越蓝，怎么拍都有最美
的天空底色。”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变化20
余年，安顺摄影爱好者张韬由衷地感叹，镜
头里的安顺蓝天白云越来越多，把身边的
自然景观衬托得越来越美。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中之重是打赢
蓝天保卫战。近年来，我市聚焦环境质量改
善，紧盯目标任务，突出抓重点、强弱项，精准
施策，扎实推进蓝天保卫战各项任务落地。

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负责人严锐
说：“安顺持续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既
出雷霆之举，又下绣花功夫，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把

‘知道’和‘做到’的答卷写在大地上。”
近日，西秀区轿子山镇虹龙村的贵州

志成三合牧草有限公司厂房内机械轰鸣，
一堆堆油菜秸秆经过机器处理后成为了价
值可观的复合饲料。

“公司收购油菜、玉米等农作物秸秆来
生产复合饲料，实现变废为宝。”该公司董
事长龙中福说，积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有
效解决了秸秆焚烧难题，为农业可持续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注入了新动力。

西秀区轿子山镇秸秆综合利用让“生
态包袱”彻底变身“绿色财富”，是我市迎

“蓝”而上，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举措之一。

近年来，我市坚持“治污、管车、降尘、
禁烧”四措并举，按季度下达环境空气质量
目标任务，特别是在秋冬季按月明确污染
防控重点和措施，严格按照省生态环境厅

要求的监管检查频次，细化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责任，落实落细监管责任，进行清单化
台账化管理。

同时，制定实施《安顺市中心城区2023
年环境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安顺市深入打
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等工作
方案，累计发出中心城市空气污染提示等
调度指令文件25份，启动9次轻、中度污染
天气应急管控；组成督查组，对相关部门、
县区落实调度安排情况开展 27次督查，秸
秆焚烧管控巡查97余次，下发《安顺市秸秆
焚烧管控的通报》5次。

一系列政策“拳拳到肉”，一项项措施
“寸寸如骨”。如今，扎实推进我市环境空
气质量管控，全域行动、上下联动，一幅幅
蓝天常驻、空气常新的美好画卷正在黔中
大地徐徐展开。

攻坚治理 守护一汪碧水

安顺市一直把水污染防治摆在突出位
置。近年来，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及生态
保护修复攻坚战，我市坚持以改善水环境
质量为核心，狠抓工作落实，制定实施《安
顺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实施方案》《安顺
市主要河流入河排污口整治销号工作流程》
等工作方案，明确销号标准、销号资料及销
号流程，进一步规范主要河流入河排污口整
治销号工作，统一了销号标准。

打好碧水保卫战，水源地保护首当其
冲。全面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溯源，
建立了“一口一档”，并进行分类、命名、编
码。按照“能测尽测、应溯皆溯”原则，对达
到取水条件的 90个排口进行了取样监测；
投入资金1550余万元，通过采取雨污分流、
纳管截污、修建污水处理设施等整治措施，
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珠江流域完
成 101个疑似入河排污口点位现场排查工
作，认定入河排污口12个，已纳入日常监管。

“持续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成为安顺生态
环境人的使命。”安顺市水务局副局长汪健
介绍，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中心城区黑臭
水体治理，2020年安顺成功获批第二批全
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中心城区 13个
黑臭水体已消除，2023年第二、三季度各开
展3次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未出现返黑返臭
现象，达到长治久清的效果。

重拳整治。2023年以来，我市以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总抓手，成立争资
争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争资争项工
作，谋划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46个，总投
资10.49亿元，进入项目储备库24个。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安顺的水更清，
岸更绿。如今，漫步在安顺贯城河河畔，一
幅碧波荡漾、风光旖旎的画面展现在眼前，
极大地提升了安顺城市品质。

严管严查 爱护一方沃土

农家少闲田，五月人倍忙。在平坝区
羊昌乡稻香村千亩高标准农田水稻种植基
地，一行行秧苗整齐挺立，长势喜人，为万
亩大坝铺上了一层淡淡的新绿。

“在农用地防污染方面，平坝区农业农
村局对农用地周边企业，针对农药、化肥、
农膜等农资进行了源头管控，减少土壤污
染隐患。”平坝区农业农村局农村能源工作
站负责人张浩说，平坝区针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督促指导整改，全力保障农用地安全。

万物土中生，寸土如寸金。土壤，事关
家家户户的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事关
国家生态安全，事关美丽安顺建设。然而，
相比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其隐
蔽性、潜伏性、长期性、不均匀性和不可逆
转性，成为了污染防治攻坚战中最难缠的

“看不见的敌人”。
如何破解治土困局?
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土壤防治工作，

抓住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的“牛鼻子”，
从源头杜绝污染物与土壤的接触，有效降
低重点行业污染土壤风险，切断土壤污染
途径，用心爱护一方沃土。

齐抓共管。土壤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必须要打好组合拳，形成联动效
应。近年来，我市坚持农用地、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三地齐抓共管，以定期体检的方

式有效防控土壤污染风险，保障辖区内生
态环境安全。

严格要求。督促指导土地使用权人对
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地块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推进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

认真摸排。2023年，我市积极开展有
色金属等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堆存场所
排查，争取上级资金用于开展摸底排查工
作，通过开展重点排查单元、一般排查单
元、简单排查单元现场调查，采集分析土
壤、灌溉水、河道底泥、固体废物等样品，形
成固体废物及河道底泥排查统计台账，相
关成果报告通过专家验收评审。同时，完
成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回头
看”，对辖区内13家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
企业开展排查整治。

治污有力，整治显效。2023年以来，我
市未发生因耕地土壤污染和疑似污染地块
或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不当造成不良社会
影响的事件，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污染防治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接
下来，我市将继续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
有效管控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让老百姓吃得
放心、住得安心。

青山不语花含笑，绿水无声鸟作歌。
在绿色发展的新征程上，安顺将厚植高质
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奋楫争先、逐浪前行，
以督促治、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推动生态文
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制度更加健
全完善、生态文化品牌更加靓丽响亮，不断
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不负绿水青山 尽展生态画卷
——安顺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综述

早报记者 伍水清 詹艳 文/图

安顺市夜郎湖饮用水水源地风光安顺市夜郎湖饮用水水源地风光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季节，紫
云自治县各乡镇（街道）正抢抓有利时
节，秉承“快插秧、插好秧”的原则，人机
齐上阵，各地稻田里一派忙碌的景象。

5月27日，在火花镇懂桑村，插秧机穿
梭田间，给农田均匀地添上了新绿。山腰
的梯田里，有的村民利用微耕机耕田，有的
村民正在插秧。

“俗话说‘秧早插一天，谷就多收一
成’，时下正是打田插秧好时节，我们正

组织群众赶时节打田插秧。”火花镇农业
服务中心主任韦文沛说，今年，火花镇水
稻种植面积 3万余亩，目前已栽插面积约
2万亩，预计 6月初完成水稻秧苗栽插。

同样，在猫营镇龙场村田坝里，10多台微
耕机穿梭田间，将收割后的油菜田变成水田；
另一边，不少村民在忙碌着拔秧苗、搬秧苗、
插秧苗，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插秧景象。

“结合各乡镇（街道）村寨实际，我们
在坝羊镇红院坝区、猫营镇牛场坡坝区、

火花镇江纳坝区等有条件的地方，大力推
行全程机械化耕作方法种植水稻，采取机
械化插秧。对欠缺条件的地方，动员群众
用微耕机耕田、人工插秧。”紫云农业农村

局农推站负责人陈运良说，今年，紫云全
县计划种植水稻 12.77万亩，其中，机械化
插秧面积 6000亩。目前，已栽插秧苗 8万
余亩，力争 6月初完成全县水稻秧苗栽插。

紫云：

农田添新绿 农机绘“丰”景
早报记者姚福进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