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青山映天蓝 碧水惹人羡

在各地雾霾肆虐的今天，生活中的绿水蓝天何其珍贵。

当越来越多的城市让人习惯了“雾里看花”时，我们一年
有
300

多天对着蓝天微笑；当一些地方出现饮用水问题时，我
们可以自豪地吟诵“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
不少人逃离久居的污染之城寻找宜居之地时，信阳已经连续
六次摘夺“中国十佳宜居城市”的桂冠。

青山掩映，碧水相绕，信阳之美，美在山水。好山好水好
空气，得之容易守之难。面对经济底子弱，要上项目，建企业，

谋发展。曾经，豫南明珠“南湾湖”一度被笼罩在污染阴霾之
中；城区八条内河因污泥阻塞臭气袭人；工业城四周也一度
粉尘环绕、烟尘四起……

“绝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坚决不允许重污
染企业落户信阳”、“要保护好信阳的青山绿水”！信阳市决策
者的话语掷地有声。

搬迁污染企业、淘汰落后设备、开展扬尘治理……强力推
进“碧水工程”、“蓝天工程”、“乡村清洁工程”， 为守住碧水蓝
天，我市实施了一场又一场的环保战役，正书写新的山水诗篇。

碧水工程清源净流

最新的数据显示，南
湾湖饮用水水源取水口
2013

年水质能够稳定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Ⅲ

类（湖、库）标准，与
2012

年
相比，

Ⅰ

类水质湖区面积
增加了

4.8

平方公里，

Ⅱ

类
水质湖区面积增加了

1.2

平方公里，

Ⅲ

类水质湖区
面积减少了

6

平方公里。整
个湖区

Ⅲ

类水质达标率仍
为
100%

。随着试点项目的
推进，预计到

2014

年底，南
湾湖水质改善将会有大的
突破。

这让中心城区近百万
以南湾湖为饮用水水源地
的百姓松了一口气。 对于
许多人来说，

2008

年，“南
湾湖水体富营养化、 水质
急剧下降” 的警报声萦绕
在耳边，长久挥之不去。

饮水源水质下降的危
机扑面而来， 环境部门的
调查揪紧了市民的心：南
湾湖源头的污染物排放，

已大大超过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畜禽养殖。”市环保局局长梁继海
曾指着万顷碧波中的岛屿担心地说，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再过几十年，南湾湖的生态功能将要衰竭。

保护好全市人民的“大水缸”，成为市委、市政府的中心
工作。争项目、跑资金、定规划、促行动……一场整治南湾湖
的环境污染行动接连打响。

2009

年
9

月， 河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河南省信阳南湾湖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并
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为南湾湖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依据。

2011

年年底，南湾湖被纳入“国家重点湖泊生态环境保
护试点”， 成为全国

17

个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试点之
一，也是目前河南省唯一一个首批纳入试点的项目。为南湾
湖饮用水水源治理，为资金提供有力保障。

2012

年
11

月，在信阳召开的国家重点湖泊生态环境保护
项目南湾湖治理项目污染源搬迁动员大会上，制订出《南湾
湖生态环境保护试点项目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方案》。

2013

年初，市政府一号文件印发了《关于加强环境保护
促进魅力信阳建设的意见》， 其中专门对推进南湾湖试点项
目工作做出了详细部署，提出了整治目标要求。

畜禽养殖是南湾湖的第一大污染因素。由于长期以来的
无序养殖，到

2009

年，南湾湖上游养猪场发展到
700

余家，近
20

万头存栏生猪。要保住“大水缸”，畜禽养殖污染必须根治。

这是一场异常艰巨的攻坚战。市委、市政府下定铁的决
心，使出了铁的手腕。成立了高规格领导小组，市委书记郭瑞
民、市长乔新江亲自过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冯鸣统筹解
决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分别与河区、鸡公山管理区、南湾湖
风景管理区等

3

个区签订《南湾湖治理项目污染源搬迁目标

责任书》，把试点项目污染源搬迁纳入各区年度考核目标，考
核结果与市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安排以及市级其他
扶持资金安排挂钩，严格奖惩和责任追究。

这是一场行动迅速的致胜战。短短不到
3

个月，全市累计
裁减南湾湖上游生猪

15.6

万头，搬迁养殖户
756

户，拆除猪舍
面积近

50

万平方米。

养殖场拆迁后， 我市随即对河道河岸开展生态修复。

2012

年试点项目实施以来，已开工项目
20

余个，包括河区
谭家河流域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河区李家寨段
污染治理及河岸带修复工程等；新建

15

座生态拦截坝、沿河
景观生态带等。

在实施养殖场拆迁及工程技术治理的同时，我市多部门
联合持续集中开展“禁餐”、“禁泳”专项执法行动，更加全面
地清除库区环境风险源。

如今南湾湖及
5

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明显改善。 在河
区李家寨镇马河村， 以前猪粪堆积的河道如今已流淌着清
水，不时有白鹭在苇草间小憩，两岸还修筑了护栏，昔日让路
人掩鼻的地方已成为乡亲们散步遛弯的好去处。

治理南湾湖只是信阳治理水环境的一个缩影，自
2011

年
起，城区内河综合治理工程连续多年被纳入信阳市的“十件

实事”，清淤、硬化河床、铺设排污管道、建造沿河景观带，
河重焕新颜、城区水环境日趋优良。

蓝天工程治污除霾

日赏蓝天白云，夜观满天星斗。纯净透明的空气一直是
信阳人引以为豪的最大生态优势。然而从去年开始，受雾霾
影响，人们普遍感觉灰蒙蒙的天气明显变多，空气也不总是
那么新鲜了。

来自省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按照环境
空气质量老标准（

API

）评价，

2013

年信阳市的优良天数为
313

天，尽管环境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全省第一，但
PM10

（可吸入
颗粒物）、 二氧化硫平均浓度较上年分别上升

22.8%

和
20%

。

今年上半年，信阳市
PM10

平均浓度继续上升，比去年同期上
升
42%

。

大气污染源何在？我市组织环保专家对大气污染成因进
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判断出工业烟粉尘、汽车尾气、燃煤锅
炉、建筑工地和道路扬尘、餐饮烧烤、高污染排放的黄标车等
对雾霾“贡献”最大。

“用最坚决的态度，下最大的决心，以铁的手腕、用最严
厉的办法、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切实保护好信阳的青山绿水、

蓝天白云。”市政府第十八次、第十九次常务会议发出综合治
理大气污染的最强音。

我市随后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暨环保专项行动动员大会，

市政府出台《信阳市蓝天行动计划》和
2014

年度实施方案，正
式向大气污染宣战

!

围绕治理城市扬尘、淘汰燃煤锅炉和黄标车、油气回收、

工业大气污染排放、油气回收油气回收综合治理、治理餐饮
油烟和露天烧烤等六个方面，豫南大地上迅猛刮起一场以治
理大气污染为核心的“环保风暴”。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气污染整治风暴中，许
多企业都切切实实感到：治理大气污染，信阳动
真格了。

10

月
31

日，平桥区信阳强能新型墙材有限公
司厂区内，一台

4

吨的燃煤锅炉的操作台，在市大
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督查组执法人员的指挥下，

轰然被拆除。 还未等操作台残留的线路清除，该
公司董事长熊爽生已经接到限期拆改公司另一
台
6

吨燃煤锅炉的任务书。

“如果在限期内完成不了， 不仅没了拆改补
贴，还要被罚款、勒令‘亮相’于报纸电视。”熊爽
生倍感压力地告诉记者，这样公司的声誉、经营
都会受到损失，我们只能全力配合污染治理。

更多的企业把治污压力变为发展动力。河南
同源制药有限公司、豫花园大酒店等通过投入空
气能和风冷模块，提前实现了清洁生产的治理目
标，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企业结构的调整和

产业的提升。

与此同时，淘汰黄标车、管控建筑扬尘、取缔无证烧烤摊
等行动也在进行中。近日，记者从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市住
建局、市城管执法局等蓝天工程行动重点牵头单位获悉各项
行动的最新进展：

排查出需要拆改的
20

蒸吨
/

时及以下燃煤锅炉
108

台
;

淘
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1.5

万辆， 到今年年底前完成淘汰
1.74

万
辆
;

加强对市区
126

处建筑工地的扬尘防治督导
;

取缔部分路
段和区域无证烧烤摊点

138

户，并在沿街空闲、废弃院落建立
烧烤区，设置“烧烤大院”

4

个……

到
2017

年， 全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15%

，

细颗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10%

，优良天数逐年增加，重污
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全市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力争再用

5

年
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目标已定，行动必果。正如市长乔新江所言：“将大气污
染防治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一项紧迫的民心工程、一
项重要的发展举措，增强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坚决打赢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清洁工程扮靓乡村

田间地头的垃圾不
见了，崭新的垃圾桶四处
可见；屋前屋后的臭水沟
不见了，雅俗共赏的文化
墙独具风格……行走在
信阳的乡间村落，如今展
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幅人
勤户洁、街净村美的乡村
美图。

长期以来，“脏、 乱、

差”是人们形容农村时的
常用词语组合。 但如今，

在信阳市的众多村庄，随
着“乡村清洁工程”的深
入开展，村容村貌和居民
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近日，记者前往商城
县的部分村庄进行走访，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幅
动静相宜的乡村美景图。

伴随着两侧延绵的
青山，记者来到商城县伏
山乡里罗城，一栋栋白墙
灰瓦的小楼如散落在青
山绿水间的明珠。

去年，村里开展了清
洁家园活动，大力“拆三

废”：废圈舍、废厕所、废墙墟，“治四堆”：柴草堆、土堆、粪堆、

垃圾堆，总共拆除废旧牛栏、猪圈、简易厕所
120

个，转移柴草
垛
300

余处，垃圾堆全部清理干净。

“一经卫生整治，俺们村里大变样，垃圾不见了，污水也没
了，你看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在这居住的村民告诉记者。

行走在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 沿途看到的不仅有美不
胜收的自然风光，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整洁的村容村貌，青砖
黛瓦、飞檐翘角的民居错落有致，村道宽敞洁净，休闲广场设施
齐全，村民们在这里下棋、锻炼，“农家书屋”功能完善……

“但就在几年前，这里的环境还是脏、乱、差，垃圾漂浮在
池塘，猪圈、厕所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商城县宣传部长周天
明说，

2012

年以来， 以伏山乡为代表， 商城县农村广泛开展
“美丽乡村、清洁田园”的环境整治，罗城村建起了两个垃圾
屋，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垃圾箱，方便村民倾倒垃圾。

“里罗城村的可喜变化得益于美丽乡村创建活动， 道路
硬化、绿化美化、民居改建、景观塑造、改水改厕、电网改造等
10

余项美丽乡村创建工程，总投资
1200

多万元。现在道路硬
化了，村庄绿化了，自来水通了，沼气池建好了。”伏山乡负责
人告诉记者。

来到在商城县七里冲村时， 记者同样看到道路整洁、园
林小区式的村落、 秀丽的石凉亭等建筑构成了环境优美、生
态宜居的村落。这是河南省首批筹资筹劳、以奖代补美丽乡
村建设试点村。

“村里环境没有治理时，随处可见乱扔的垃圾，蚊子、苍
蝇到处乱飞。现在不一样了，垃圾入‘屋’了，蚊子、苍蝇也少
了，大家对居住环境也有了深刻认识，谁都不能破坏我们的
村子，谁都不能弄脏我们的环境。”村里的老人感慨地说。

近年来，围绕生态系列创建工作，信阳深化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积极落实“以奖代补”和“以奖促治政策”，共对

50

个
行政村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初步建立了“户分类、村收
集、乡运输、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和农村卫
生保洁制度。

城乡面貌得到较大改善， 村民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得到改
变。截至目前，全市已创建

23

个国家级生态乡镇，

55

个省级生态
乡镇，

137

个省级生态村，

1

个省级生态县，

700

多个市级生态村。

随着“三大工程”地深入推进，一场场攻坚战、持久战的
相续展开，天蓝、水清、路畅、宜居、宜业，这令人向往、令人流
连的信阳模样正日渐清晰；山水养城，人和城和谐共处的愿
景正臻佳境。

“大力实施‘蓝天工程’、‘碧水工程’、‘乡村清洁工程’，

加强
PM2.5

监测治理， 继续推进南湾湖国家重点湖泊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 加强农村水源污染治理和土地污染治理，进
一步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 在信阳

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里又提出了新的目标。

为了绿水青山，守护信阳生态，我们责无旁贷，唯有坚持
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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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是信阳最具竞争力
的优势，必须倍加呵护。”市委、市
政府不但是这样讲的， 更是这样
做的。打响蓝天保卫战、防治水污
染、 建设美丽乡村……解决损害
百姓生活的突出环境问题， 信阳
的生态优势日益提升， 赢得了社
会各界的喝彩。

守护绿水青山， 是一个重大
的经济命题。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绝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
展” 是信阳决策者作出的承诺。

如今，白鹭飞回、董家河再现桃
花水母、信阳连续六年获得“中
国十佳宜居城市” ……这样的成
绩便是信阳人守护绿水青山最生
动的诠释。

守护绿水青山， 也是一项重
要的民生工程。生态环境的优劣，

不仅左右经济发展的进程， 更关
乎百姓的幸福指数。 每天能呼吸
新鲜的空气、喝着洁净的自来水、

吃上无公害粮食和果蔬， 这便是
百姓幸福生活最真切的感受。向污染宣战，打造宜居之
城，就是对信阳市百姓的幸福负责。

守护绿水青山，更是一场持之以恒的攻坚战。尽管
重点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进展，但与“十二五”计划目
标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水污染虽趋于下降，但氧
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工业粉尘等排放量明显上升，市
区八条内河、 县区内淮河各级支流水体仍有污染比较
严重的流段， 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农村面临结
构调整任务依然艰巨。

当前， 信阳正处于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的关键时
期，百姓对良好环境质量的期望越来越高。面对治理污
染这项“民生工程”，身处其中每一位信阳人，都应该积
极配合和参与到政府的环境综合治理中来，而不只是让
政府来唱独角戏。唯有全民支持和参与，我们才能守护
好家园的碧水青山。

“家住河岸边就是福”

沿着河岸边溜达，快到河公园南门的时候，远远地
就能听到悦耳的二胡声， 随之而来的是几声豫剧的经典唱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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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张阿姨经常在此溜达，她说，自己住在河岸
边已经快二十年了。

闲暇时，张阿姨总会沿着滨河南路，朝河岸转上一圈，

再到河公园游玩，生活过得很是惬意。相比没经过治理的
河，张阿姨感受颇深：“过去沿着河岸走，一到西关大桥
河北岸附近， 就能闻到阵阵腥臭味， 只见河面被水藻覆
盖，河水浑浊，再往下走垃圾也多起来。”

“短短几年间，河两岸旧貌换新颜，现在河岸建设得
比河公园还漂亮。”张阿姨告诉记者，远的不说，就说我现
在住的经典花园，白天打开窗子往外看，那是水色一线，还
有满眼的翠柳， 夜晚彩灯下的河五光十色， 真是漂亮极
了。”

“依我看，家住在河岸边就是福。”张阿姨自信满满。

从河公园转到河北路， 记者又来到河管理处综
合管理站，遇到正在值勤的打捞师傅老徐。谈起河，他一
脸的自豪：“河是信阳人的‘母亲河’，来过这里的人，哪个
不说咱河美！”“结合创卫要求，我们每天都要到河两岸
巡视，打捞河面漂浮物、水草、清除河床淤泥等，保护河的
自然美丽。”

回想起多年前，徐师傅话锋一转，不由感叹道：“昔日的
河，曾污水横流、浊气冲天，是信阳人的心中之痛。十多年
来，市里对河的脏、乱、差进行了重点治理，开展河床清淤
与疏浚工程、岸坡护砌、河道清障，河两岸的的环境才越
变越好。环境变好了，就是全市人民最大的福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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