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已入秋，但天气依然闷热。漳浦县绥
安镇大亭路排污治理项目施工现场，道路
两侧建起了安全围挡，工人们或忙着开挖
路面，或忙着安放雨水管道，手脚麻利进度
不停。

这是漳浦县加快城区雨污分流管网建
设的一个缩影。

“我们通过城区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减少
污水直排、混排对内河水质的污染，从而起到
控源截污的作用。”漳浦县住建局城建股副股
长戴俊聪介绍，漳浦县城区污水管网历史旧
账较多，管网漏接错接问题突出，导致雨污分
流不彻底，加上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不足，生
活污水收集率低，致使污水溢流入河。

黑在水里，源在岸上，关键在排口，核心
在管网。控源截污是鹿溪水域治理的重中之
重。为此，漳浦县构建工程设施建设体系，通
过改造提升城区污水管网，完成城区绥东溪
污水主管、东线排洪渠污水主管、鹿溪北岸
污水主管等 3个排污管改造项目，提升了污
水处置能力。新建改造污水主干管 9.86 公
里，收集生活污水至新管运行，严控直排入
河，城区内河绥东溪最大污染源得到有效控
制。同时，着力加强污水处理能力，建成城镇
污水处理站 2座，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 1.25
万吨/日；加快推进县城污水处理厂4万吨/日

扩容工程及 7 万吨/日提升改造工程。项目
全部完成后，县城污水处理能力将达 11 万
吨/日，可满足城区生活污水处理需求。此
外，漳浦县还强化工业污染防治，完成对绥
安、黄仓和大南坂三家工业园 54.66公里雨
污管道的全面检测，共清淤 10公里，完成园
区企业雨污分流改造 19 家。在涉水企业相
对集中的大南坂工业园，专门配套建设一座
日处理 1万吨工业污水的处理厂，全力杜绝
工业污水“跑冒滴漏”等不确定因素出现。

据悉，漳浦县城区污水治理项目实施范
围涵盖绥东溪及黄仓溪流域，概算总投资约
14.78亿元。项目内容涵盖控源截污工程、内
河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活水提质工程、末
端保障工程、品质提升工程。目前，城区雨污
分流改造已完成管道安装28.8公里，管道清
淤检测 292公里。项目的实施减少了污水直
排、混排对内河水质的污染，减少了城区雨
天内涝现象，提高了旧污水厂进水浓度，截
污控源成效初显。

近日，在绥安镇草埔村，生猪退养户陈菊
英在自家已经去功能化的猪舍原址上搭盖起
了铁架菌菇房，准备转型发展菌菇种植。陈菊
英家的猪舍化身为菇房，得从漳浦近期的鹿溪
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攻坚专项行动说起。

过去，生猪养殖户将畜禽粪便随意排放
在地表。一下雨，这些粪便就会随着雨水排入
鹿溪流域，加剧了鹿溪流域水环境的污染。解
决畜禽粪便问题，整治的关键在于生猪退养。连
日来，漳浦县全面开展鹿溪流域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攻坚专项行动，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
环境局对鹿溪流域5个乡镇生猪养殖场开展专
项执法，共摸排出规模以上持证养猪场51家，

无证养殖场411户、生猪存栏52414头，总面积
约24万平方米，其中，无证养殖场约17万平方
米。摸清楚家底后，漳浦县组织镇村干部深入辖
区养殖现场，积极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并
入户排查存栏情况，加压推进。截至目前，累计
退养411户52414头，拆除禁养区67户12728
平方米，去功能化311户133960平方米。

退养后，生猪养殖户要靠什么发展，家庭
经济收入要从何而来？面对要产业还是要生
态的两难抉择，漳浦县委、县政府积极谋划探
索，为养殖户找到合适的替代产业。

“经过前期市场调研，我们鼓励生猪退
养户转型发展菌菇种植，这样既不损害生态
环境，又能保障经济收入。”绥安镇草埔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子如介绍，连日来，
草埔村“两委”干部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为
生猪养殖户讲解生猪退养的必要性、产业转
型的规划和前景，有效消除了村民的顾虑，
加快了生猪退养进度和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这次镇村带动指导改造 360平方米猪
舍为菇房，准备种植猪肚菇，按照测算，可年
产猪肚菇4万斤，年产值可达30万元。”采访
现场，退养户陈菊英兴奋地向笔者算了一笔
账，并对此次的产业转型信心满满。

产业转型迫在眉睫，这一问题也一直揪
着县、镇、村领导干部的心。一段时间以来，
绥安镇、村领导干部主动对接市、县有关部
门及相关企业，探讨交流转型思路，并组织
溪南村养殖大户代表、村干部等到漳浦部分
乡镇及芗城、南靖等周边县区取经，考察学
习花卉、生态养殖等产业发展的做法。此外，

为促进鹿溪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区域失
业人员就业，漳浦县人社局和绥安镇政府还
联合举办“2024年漳浦县溪南村金秋专场招
聘会”，促进失业人员与岗位的供需匹配对
接，解决牲畜养殖户的就业问题。

漳浦县农业农村局畜牧站站长林招和表
示，下阶段，漳浦县将以绥安镇猪舍变菇棚为
样板，逐步引导其他乡镇可改造猪舍推进产业
有效转型，通过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布局，结合种养加一体化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规
范持证养殖场入驻，
同时，引导生猪退
养户转向发展菌
菇种植、中草
药、花卉休闲
农业、农旅融
合等产业，打
造多样化的
产业新格局，
实现农牧循
环绿色发展。

“进入沉淀池里的尾水经过沉淀、曝
气、净化后可以灌溉自家的菜园，而沉淀的
底泥经过晾晒之后可以作为果园的肥料。”
近日，绥安镇后港村养殖户杨兰金在自家
养虾池旁边建了一个占总养殖面积 10%、
约 500 平方米的沉淀池，用于处理虾池排
放的养殖尾水。

漳浦县后港大桥断面上下游共有459户
养殖户，养殖面积共计5879.45亩。以往，养殖
户们大量取用河道水和地下水，且未配备“三
池两坝”尾水治理设施，养殖尾水和池塘底泥
直排鹿溪，造成鹿溪水质污染。

“针对养殖尾水的排放问题，我们主要采
用‘加深沟渠、就地消纳’‘集中划分、统一沉
淀’‘自行隔池、腾池沉淀’等方式，因地制宜，
将尾水先排入沉淀池沉淀消纳。”漳浦县海洋
与渔业局渔业股股长、水技站站长许智海介
绍，针对养殖尾水污染，漳浦县全面建立水产
养殖尾水“一户一档”台账，督促盘陀、大南
坂、南浦、长桥、石榴、绥安、旧镇等 7个乡镇
水产养殖户全部配套建设“三池两坝”尾水治
理设施，确保尾水全达标、底泥不入河。目前，
共有 459 户养殖户建成沉淀池 312 口，100%
完成治理任务。此外，因养殖户的尾水排放一
般是一年排放一次或两次，难以实现常规化
的管理，属地乡镇采取签订承诺书、完善村规
民约、排放备案等制度，落实包村包户责任，
建立网格化动态管理机制，强化捕捞收成后
重点时段管控，杜绝偷排现象发生。

生态的问题还是要通过生态的方式来解
决。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通过积极向上争取
增殖放流任务优化水质。近年来，该局年均放
流水生生物 20万尾（粒）以上。同时，在绥东
溪口、江滨公园等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清理工
作，共清理外来物种 9852斤。通过生物多样
性的增加，实现以渔控草、以渔抑藻、以渔净
水的生态效果，进一步改善水域生态环境，提
高河流水质，有效保护鹿溪流域的水环境。

鹿溪流域水质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必须注重监管，严格打击非法

排污，久久为功，常抓不懈。下阶
段，漳浦县将常态化落实河

长、河道专管员、环保网格
员等巡河查河工作机制，

定期开展河道巡逻、垃
圾打捞、保洁清淤疏通
等 工 作 ，对 标 美 丽 河
湖，统筹产业结构调
整、污染治理、生态保
护 ，形 成 监 管“ 一 张
图”，协同推进减污、扩
绿、增长，确保母亲河
鹿溪早日实现岸绿水
清、河畅景美，以实际成

效回应广大群众期盼。

生猪退养 引导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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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安镇大埔村村民在食用菌智
能大棚内采收猪肚菇 林素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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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母亲河治理母亲河 改变漳浦城改变漳浦城
——探寻鹿溪水域治理秘诀

截污纳管 破解污水处置问题
技术赋能

破解养殖尾水问题

入秋傍晚，微风轻拂。鹿
溪湖面波光粼粼，两岸鳞次
栉比的高楼大厦倒映在水
中，三五成群的白鹭在水中
觅食。清晨或傍晚，居住在附
近的居民漫步在鹿溪河畔，
享受优美环境带来的惬意。
这是漳浦县全面抓好鹿溪
“母亲河”流域水环境保护和
治理、让良好生态环境惠及
百姓的最直观体现。

鹿溪起于平和，过境漳
浦，流经漳浦5镇96村，哺
育了“梁鹿”31万百姓，是漳
浦的“母亲河”。近几年来，因
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农业污
水的排入，鹿溪水域生态环
境一度恶化，水污染问题日
益凸显，治理任务异常艰巨。

城市因水而兴。漳浦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鹿溪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狠抓流域水环
境治理。特别是今年以来，针
对断面水质不达标问题，漳
浦县委、县政府以“一竿子插
到底”的决心，通过控源截
污、疏堵结合、技术赋能等措
施，有力破解了污水处置、畜
禽粪污、养殖尾水等问题。

1-9月，鹿溪水质均值
达到Ⅲ类，生态多样性逐步
恢复。现有植物资源 725
种、野生动物164种，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13种。
这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漳
浦县全力抓好鹿溪流域水
环境保护和治理的信心和
决心。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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