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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上白鷺飛 清泉養魚價十倍
皖創跨省生態補償 六年試點水質漸優

港媒高層安徽行之三
大公報記者 趙臣合肥報道

新安江發源於黃山市休寧縣，是安徽省內僅次於長江、
淮河的第三大水系，而擁有該江上游支流橫江5.7公里江段，
位於黃山市休寧縣的橫江公園，是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試點
實施後，啟建的橫江水環境治理工程的重要成果。

兩省「約法」共護一江碧水
休寧縣橫江公園管理辦公室主任巴金足介紹，在他兒時

，新安江流域的生態很好，從農村到縣城，漁民在江面撐着
小船趕鸕鶿捕魚是最常見的景象。

但2010年前，這樣的畫面已不復存在，新安江一度污染
較為嚴重。巴金足回憶，2013年橫江公園剛建成時，每次漲
水，成片的垃圾會從上游漂浮過來，打撈後需用4、5輛大卡
車才能運走。

自從2014年啟動新安江源頭治理後，巴金足自豪地表示
： 「如今我們公園有30多種鳥類在棲息，其中白鷺對生存條
件要求非常苛刻，但我們公園那一片最多時能有2萬多隻」。

據了解，這些改變都得益於安徽和浙江共同開展的新安
江生態補償試點。2012年，新安江生態補償試點首輪啟動，
中央財政每年拿出3億元，安徽、浙江各拿1億元，兩省以水
質 「約法」，共同設立環境補償基金。首輪試點的三年間，
新安江水質保持為優，浙江千島湖富營養化問題得到改善。
目前，新安江治理模式已在全國其他五條流域和多個省份推
開。

安徽省環保廳副廳長羅宏介紹，今年皖浙兩省已啟動新
安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第三輪試點，其整體方案沿用前兩輪
模式，並對考核指標設置、補償資金用途、合作機制建設等
作了進一步完善拓展。

垃圾煙蒂可在超市換商品
休寧縣新安江保護局局長韓少俊表示，經過前兩輪試點

，新安江治理實現了末端治理向源頭保護轉變，同時實現了生
態資源向生態資本的轉變。利用作為新安江源頭的生態優勢，
休寧縣正努力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

他介紹，圍繞 「兩茶一花一魚」等特色產業，該縣2017年
新建茶葉、菊花等產業基地1.25萬畝，新建改建泉水魚池606
口。茶葉、茶乾、菊花和泉水漁產業綜合產值分別達28億元、
3.8億元、3.6億元和1.6億元。 「以前我們農民養的草魚賣8元
錢一斤，現在推廣泉水養殖，草魚賣到了80元一斤」，韓少俊
說， 「目前該縣有一半的鄉鎮都在推廣泉水魚養殖。」

據了解，休寧縣下一步的工作將是提升百姓環保理念。
目前，休寧縣正在推廣其首創的 「生態美」超市。 「生態美
」超市以前在該縣叫垃圾兌換超市，即百姓收集的廢棄塑料
袋、礦泉水瓶、廢舊電池，乃至抽煙後的煙蒂，均可拿到這
個超市兌換油鹽醬醋等生活用品。

韓少俊介紹，目前休寧縣已建成 「生態美」超市18家，
在建9家。黃山市亦正在全市推廣休寧縣的 「生態美」超市建
設模式。

跨越安徽、浙江兩省的新安江流域是中國生
態補償機制的先行探索地，經過六年兩輪的試點
，新安江目前已成為中國水質最好的河流之一，
30多種鳥類重現，其中白鷺超過兩萬隻。日前，
安徽省環保廳向香港媒體高層參訪團一行詳細介
紹了當地生態文明建設情況。據悉，生態環境的
改善不僅讓安徽恢復了 「青山綠水」 ，還改變了
老百姓的生活，原本農民養殖的草魚只賣8元（人
民幣，下同）一斤，如今經過推廣泉水養殖，草
魚的身價升至80元一斤。此外，為了提升百姓環
保理念，在當地市民可以拿廢棄塑料袋、煙蒂等
去超市換取生活用品。

【大公報訊】記者趙臣池州報道： 「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
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首晚
唐著名詩人杜牧所寫的《清明》詩，香港
很多小朋友都背得琅琅上口。原來詩中所
描述的杏花村就在安徽池州市。近日，香
港媒體高層參訪團走入杏花村，領略到了
安徽自然生態的秀美、古意盎然。

《清明》讓杏花村名揚天下，並被後
人譽為 「天下第一村」。曾經，這裏僅剩
幾個村落、工廠還有荒地。2012年，當地
政府對杏花村進行復建，搬遷了村內原有
的長崗建材廠、民生建材廠等8家企業，

拆除破舊的廠房，最大限度保持了生態系
統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樣性，並累計栽種各
種花草苗木140萬餘株。如今，這座古老
村落，已變身35平方公里的杏花村文化旅
遊區。

據悉，自杏花村2015年10月正式對外開
放以來，累計接待國內外遊客270萬人次，
旅遊總收入突破4億元。而原有農戶也從傳
統的養殖業、種植業、加工業中解放出來
，因地制宜發展農家樂經濟。杏花村帶動
周邊群眾實現了旅遊富民，截至目前已有
1200餘村民在景區就業，居民財產性收入
和工資性收入戶均年增收1.1餘萬元。

修復千年杏花村 還原古韻詩情
【大公報訊】記者趙臣合肥報道：

今年2月，安徽省政府明確在全省範圍內
建立省內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補償機制
，實現森林、濕地、水流、耕地、空氣
等重點領域和禁止開發區域、重點生態
功能區等重要區域生態保護補償全覆蓋
。據安徽省環保廳副廳長羅宏透露，目
前中央已同意安徽省作為全國的生態補
償試點省。

2017年12月30日，安徽省在全省建立
以市級橫向補償為主、省級縱向補償為
輔的地表水斷面生態補償機制，遵循原
則是 「誰超標、誰賠付，誰受益、誰補

償」，範圍涵蓋安徽淮河、長江幹流及
重要支流，以及重要湖泊。該補償機制
自今年1月1日實施以來，上半年安徽合
計產生污染賠付金9300萬元，生態補償
金1.2075億元，共計2.1375億元。

今年7月，安徽省政府又出台《安徽
省環境空氣質量生態補償暫行辦法》，
按照 「將生態環境質量逐年改善作為區
域發展的約束性要求」的原則，以各設
區市的細顆粒物（PM2.5）和可吸入顆粒
物（PM10）平均濃度季度同比變化情況
為考核指標，建立起考核獎懲和生態補
償機制。

皖實現生態保護補償全覆蓋

【大公報訊】記者趙臣合肥報道
：合肥市是安徽最早試點河長制的地
市之一，該市包河區大成村委會書記
方敏，從2004年開始便擔任河長，負
責的區域是巢湖支流十五里河大成村
的3.7公里河段。每周方敏至少要去河
邊巡查3、4次，控制河段沿岸不許種
養殖，不許有裸露的垃圾等。

自小在十五里河邊長大的方敏介
紹，該河污染最嚴重時是在2008年前
後，那時河的沿岸都是養殖場，上游

化肥廠等污水亦直接往河裏排放，一
靠近河岸就能聞到一股臭味。

2013年合肥率先推行河長制，
十五里河的污染問題開始逐步解決。
方敏回憶，當時區政府統一行動，僅
僅用了23天的時間，就關閉了十五
里河沿岸的34家養豬場；700多畝的
魚塘被全部收回，沿岸的煉油廠、
化工廠亦被關停。目前，大成村十
五里河河段正在建設生態公園。

今年57歲的休寧縣板橋鄉村民

程樹禮，也是新安江源頭水環境變
化的見證者。他回憶： 「過去河裏
的垃圾特別多，經常見到河面上漂
浮着死老鼠，河底長滿藻類。」板
橋鄉水環境的改變，始於2012年。
那年開始，板橋鄉全面禁漁，從那
之後，河道中河底的各種藻類開始
慢慢消失，河水開始變清。在鄉里
河道中，政府前幾年放養的娃娃魚
，現在大的已經長到2、3斤，都可
以自行繁殖了。

設河長治污 臭水變清渠

安徽環保舉措
創全國先河

▲遊客在安徽池州杏花村文化旅遊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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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支流十五里河大成村河段河長方敏
介紹河長制公示牌裏的內容

大公報記者趙臣攝

▲2012年起，皖浙兩省開展了新安江流
域上下游橫向生態補償兩輪試點，經過
共同保護，新安江是全國水質最好的河
流之一，吸引了白鷺在此棲息

受訪者供圖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單位生產總值能耗

下降23.1%

PM10年均濃度

下降11.1%

數讀安徽生態治理

（大公報整理）

大氣污染防治
在運煤電機組

全省20萬千瓦以上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共4273萬千瓦

水污染防治
全省建成污水處理廠

137座

日處理污水能力

626.74萬噸

▲清潔員正在橫江濕地公園江段
打撈垃圾 受訪者供圖

千島湖千島湖

跨皖浙兩省
新安江流域示意圖

（記者趙臣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