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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只争朝夕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绥阳县严格落实河长制各
项工作要求，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
持续加强水生态、水环境保护治理，切实保障全
县水环境安全。

“我们通过前期排查、监测，发现你们的水质
是达标的，但是养殖场有两个入河排污口，建议
你们把它合并成一个……”在绥阳县枧坝镇的一
家鲟鱼养殖场外，遵义市生态环境局绥阳分局（以
下简称“绥阳分局”）一中队中队长卢前勇正在和
养殖场负责人彭锋就养殖场相关事宜进行交谈。

“执法人员态度非常好，监测也很到位。我
们针对提出的问题及时整改、规范，既保护了生
态，又提升了生产效益。”彭锋说。

入河排污口是指直接或通过管道、沟、渠等
排污通道向环境水体排放污水的口门，涵盖工
业、农业、生活等多个领域。绥阳县针对《贵州
省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提出的要在

“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全省八大水系排污口整
治工作”的目标，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监
测、溯源、治理、监管，建立和完善排污口长效监
管机制，确保实现条条清水入大江。

从今年6月初开始，绥阳分局全员动员、制定
实施方案，按照“查、测、溯、治、管”原则，以河渠水
系图为底图，通过人工徒步排查方式，对交办的绥
阳县境内乌江流域重要支流110个入河排污口疑
似点位开展人工排查、监测、溯源，有效管控入河
污染物排放，不断提升水污染防治能力和水平。

“今年，省生态环境厅分两批次向我县交办
疑似入河排污口 110个，经过现场排查、监测，最
终确定入河排污口 18个，目前正在开展溯源工
作。”卢前勇说，他们还对辖区内入河排污口底数
进行全面摸排，建立台账，确保入河排污口“查清
楚”“数明白”。“在排查中新增了 14个入河排污
口，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应查尽查、有口皆查的原
则，动态新增、动态管理，进一步做好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工作。”

同时，执法人员还对全县河流环境污染开展
排查，对违法行为开展警示教育形成威慑，编制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等，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今年上半年，绥阳县出
境断面水质达标率为10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保持在100%。

在温泉镇朱老村，100平方米左右的水质自
动监测站立于芙蓉江畔。水质自动监测站主要
是对河流的水温、pH值、溶解氧、电导率、浊度等
9个指标进行连续自动监测。在绥阳县，这样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有 4
个。“水质自动监测点每4小时进行一次水质监测，数据上传至贵州省水
质自动综合监管平台。我们每月还对6个市控以上河流断面进行一次手
工监测，这样就能更精准掌握水质状况。”绥阳分局监测站站长洪福说，自
动加手工监测能够进一步提升水环境的监控、管理能力，有利于及时掌握
水质环境状况和水质变化规律，及时发现水质安全隐患，为区域水污染防
治提供决策支撑。

“我们对全县新建高污染、高浓度废水项目进行严格把关、严格审
查、严控准入；坚持以整治入河排污口为导向，加大河流岸线排污企业的
管理，针对河流岸线的污水处理厂、畜牧养殖场企业进行定期巡查和暗
访，发现问题及时责成整改；对无证排污违法排污行为严厉打击，对前期
我县违法生产的白酒企业均进行了立案处罚、关停，制止了高浓度废水的
偷排行为。”绥阳分局副局长苟朝祥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强水环境监督
管理，着力抓好绥阳县水生态环境工作。

据悉，截至目前，该县已完成全县29个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前三季度水质监测、完成76条河流溪沟的水质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显
示，全县76条河流溪沟、2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所有监测指标均
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以上标准，达标率100％。（陈贤琴 徐进）

绥
阳
县

筑
牢
生
态
屏
障

守
护
碧
水
长
流

余庆河畔，白鹭翩翩起舞，干
川水库旁树苗迎风成长，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自余庆推行“河长
制”“林长制”以来，城区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率 99.7%，全县林地面积
147.4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62.81%，生态改善和绿色发展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愈加明显。

以绿为墨绘制“绿色梦”

“开门即见绿，醒来听鸟鸣。”
这样的场景对余庆人来说再寻常
不过。余庆以生态保护修复、森林
质量提升、绿色产业惠民为目标，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林长制”
促“林长治”，全面构建起县、乡、
村三级护林组织体系，将全县生
态护林员、国有林护林员共 1007
名护林员实行深度融合、并轨运
行、梯次管理，落实源头管理责
任，分地域、分图斑开展定点巡山
护林工作，及时发现、制止各类破
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实现天
然林管护率达100%。

“全面推行‘林长制’为我县森
林资源织起了一道管护网，今年生
态护林员巡护 APP 上线率达到
85%以上，设置森林防火执勤卡点

65个，目前未发生重大林业行政、
刑事案件，实现了‘林长制’向‘林
长治’的跨越式转变。”余庆县林长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3年，余庆县完成营造林
0.7万亩、森林抚育 1.2万亩、退耕
还林补植补造 3.81万亩。重点实
施乡村绿化面积 800亩，不断推进
城区森林化、乡镇园林化、乡村林
果化、全域景观化建设。

以水为媒做活“水文章”

“走，去观光园看烟花秀去。”
市民王阿姨邀约好友一起前往余
庆河边看烟花秀。随着烟花在天
空中绚烂开放，大伙看烟花、乘船
夜游余庆河、享美食……近年来，
余庆以水为媒，做活“水文章”，成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亮点。

余庆县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狠抓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切
实保护好水域生态环境，全力推进
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全面推行“河
长制”管理机制，组建巡河员持续
开展清河行动，对河道进行清理、
巡回保洁。强力开展生态环境领
域“打非治违”“执法大练兵”“清水
行动”等专项行动，持续不断排查

整治生态环境隐患和解决群众身
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截至目
前，该县空气优良率为 99.5%；水
环境质量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
标率 100%，县域内未发生环境污
染事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
明显。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余庆市民
的幸福“密码”。近年来，该县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筑牢长
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全力
打造绿色水生态环境，确保“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2022 年
11月，余庆县荣获生态环境部第
六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023年 7月，该县参加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主题论坛，与国
内外有关专家学者访谈对话，向各
界分享余庆经验，以生态余庆建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林生金盘活“聚宝盆”

在龙溪镇苏羊村，返乡创业青
年龙家炽正带着村民们在他的林
下中药材基地种植茯苓。“我们利
用采伐后的伐桩在林下发展中药
材茯苓种植，种植面积现在已有

1000余亩，带动了80余户当地村民
参与，一年可增收 30余万元，预计
可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10万余元。”
龙家炽说。

既要“绿”，也要“富”，余庆县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采取多种模
式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初步形
成以林药、林茶、林鸡、林蜂、林旅
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把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实现农民增收致
富。2021年至今，全县累计完成林
下经济新增林地利用面积21.77万
亩，累计产值达6.93亿元。

“今年我们利用农闲时节到山
上采菌卖了 2万元。现在生态好
了，我们在林子下面采菌、采野菜
和中药材都可以赚到钱，还真是靠
山吃山呀。”刚从山上背着菌来市
场卖的何大妈笑眯眯地说。

随着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森
林生态管护效益日益凸显。如今，
余庆县林下采集林地利用面积达
8.63万亩，森林景观林地利用面积
达 4.73万亩，生态休闲游、乡镇民
宿游等的兴起，不断推动资源变资
产，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
银山“成色”更足。

（穆明飞 龙琼艳）

余庆县

“着墨”绿水青山 绘就美丽画卷

本报讯 走进道真自治县大
磏镇大磏社区积分超市，只见道真
文创产品、日用品、学习用品等琳
琅满目，前来兑换物品的群众或精
心挑选、或排队等候兑换。“我参与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获得了
100分，换到了一盒彩色铅笔。”居

民江永利说。
近年来，道真自治县积极探

索，创新推行“党建引领+积分超
市”模式，建立乡风文明积分奖励
兑换制度，让群众在参与社会治
理、乡村建设、社会公德、家庭美
德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获取

的积分，以兑换商品的方式转化
为物质奖励，引导广大群众用行
动得积分、以积分转习惯、以习
惯化新风，有效激发了乡村治理
新动能。

截至目前，全县共建有“积分
超市”3家，设积分兑换点 72个，

群众已兑换商品 48次。在“党建
引领+积分超市”模式推动下，广
大群众累计参与环境卫生整治
200 余次、开展志愿服务 500 余
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00
余个。

（向阳）

道真自治县

“积分超市”激发乡村治理动能

近日，由正安县委宣传部主
办，遵义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
司正安分公司承办的“2023年农
家书屋送书下乡”活动举行。据
了解，此次活动共涉及该县20个
乡镇（街道）148 个农家书屋点，
共赠送图书 11692 册。图为11
月 20 日，“农家书屋送书下乡活
动”送书到正安县市坪乡。

（记者 李婷婷 摄）

送书下乡

本报讯 （记者 胡雪 陆邱珊）在新蒲新区新中街道文化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楼下，社区书法和诗词爱好者们创作的作品在诗书展览
栏展出，提升了社区文化品位，促进了书香社区建设。

11月 21日 9时许，文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诗书班的学员们
正在上课。老师结合学员的作品，对书法技巧、诗词写作进行讲解。

诗书班的学员多是辖区退休赋闲的老年人，在他们看来，诗书班更
像是一个大家庭。“我在诗书班学习了近一年，对诗词有了更深的了解，
陶冶了我的情趣，让我老有所学，收获很大。”文化社区居民令狐昌群说。

据了解，文化社区诗书班于 2021年 5月成立，以“文化服务 书香社
区”为发展理念，旨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社区诗书班通过招募志愿者担任老师，从服务居民的角度出发，链
接社区内外资源，丰富了课堂的内容和形式。”文化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
张石伟说，下一步，社区将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增强社区文化
底蕴和文明素养，打造文化书香社区。

文化社区

诗书风采
涵养社区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