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辽河，辽源的母亲河、
生命之河。

她在辽源人的心目中有
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承载着
几代辽源人的美好记忆。

仙人河作为东辽河一级
支流，因多年来的水质污染变
黑变臭，成了城市形象的一道
疤，辽源人心里的一种痛。

2018年 11月 14日，仙人
河黑臭水体治理问题被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组通报。

面对通报，辽源怎么
看？辽源应该怎么办？

抚平母亲河污染之痛，
这一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这
届领导班子的肩上。

治理东辽河，辽源到了
该下“猛药”的时候了！

以整改为题
环境欠账如何还？

数九寒冬，辽源大地滴
水成冰。

在辽源职业技术学院校
区院内及围墙边、彩悦城门
前的黑臭水体整治施工现
场，数十名工人不畏严寒，鼓
足干劲，冒着刺骨寒风在深
七八米的沉降井中紧张作
业，任凭泥浆打湿衣服……

施工队长赵庆林说：“由
于辽源地质结构复杂，岩石
多和地下水位浅等原因，顶
管施工进度较慢。但不管条
件多艰苦、地势多复杂，我们
一定会想办法克服困难，使
施工顺利推进。”

仙城大街在施工……
人民大街在施工……
隆基宝典小区附近在施

工……
老报社门前、铁路小

区、火车站广场前等地在施
工……

施工现场遍地开花，一
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不破楼兰终不还。自
2018年 11月 14日至 12月 12
日，整整 672个小时，辽源人
枕戈待旦，夜以继日，立下了

“不把仙人河整治好誓不收
兵”的军令状。

这考验着辽源人的勇气
和智慧。

对于环保欠账，辽源不
躲、不推、不辩解，痛定思痛,
按下整改“快进键”，全面推
进整改，举全市之力打响仙
人河黑臭水体整治攻坚战。

11月 23日，市委书记柴
伟到任辽源后，第一时间实
地踏察工程现场，查实情、摸
底数、找问题症结；多次连夜
召开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专
题会议，听汇报、提要求、促
进度……

市长孙弘多次深入仙人
河黑臭水体整治工地、污水
处理厂等地进行现场办公，
加强统筹协调，高位推进相
关工作的开展，狠抓相关部
门的责任落实。

好的顶层设计才能直击
要害，精准下药，谋定疾
行。随后，战略部署密集推
出——

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

组长，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
的辽河流域污染治理领导小
组迅速成立，进一步强化组
织领导；

城市雨污分流、截污干
管、管网汇接等专项规划都
要科学、细致，关于仙人河黑
臭水体治理工作的管理措施
和工程的任务清单、项目清
单都要明晰、准确；

各涉事部门倒排工期，
利用鱼刺图等有效手段，推
进污染治理工程建设……

如何为仙人河黑臭水体
整治工程提供有力的资金保
障？

市委书记柴伟说：“我们
会积极争取利用国家和省里
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由
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撬动
社会资本投入，全力推动仙
人河黑臭水体治理重点项目
尽早建成见效。”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压力传导，问责贯穿仙人河
黑臭水体整治全过程——

政治站位不高要问责，
思想认识不清要问责，担当
意识不强要问责，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要问责，推动工
作决心和力度不大要问责，
作风不严不实要问责，工程
建成后却“晒太阳”的要问
责，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
当者要问责，该换人就换人。

仙人河黑臭水体治理对
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场严格
且严肃的政治考验、作风考
试、压力测试、能力比试。

破题整改，我们只有以
实干作答……

以进度为序
截污控源如何干？

实干，要拿出与时间赛
跑的效率与速度。

一天都不能耽搁、一点
都不能马虎，辽源克服时间、
天气、资金、人力等方面的困
难，各项工作再一次全面提
速，无论是从认识层面的重
视程度，抑或是实际举措和
投入，都可谓力度空前。

市环保局调动精干力量
对沿河两岸工业企业进行严
看死守，加大监管力度，对违
法排污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每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
市水利局已经启动实施仙人
河底泥清淤程序，强化仙人
河河道垃圾清理工作，加大
仙人河排污口巡查检查及封
堵综合整治力度；龙山区制
定《仙人河河道垃圾清理工
作实施方案》，迅速采取有效
措施全面落实河道排查清理
工作，强化日常保洁，确保做
到垃圾即有即清……

截污纳管是黑臭水体整
治最直接、最有效的工程。

市公用事业局针对施工中的
实际情况，倒排工期、细化工
艺，采用钢板桩支护、增加施
工作业面等手段，具备条件
的施工区域采取顶管与明挖
相结合等工艺，全力推进工
程建设进度。“为加快施工进
度，确保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我们近期又增加了设备，增
派了人员。”该标段项目负责
人程远说。

在西安区仙人河矿电桥
段和西安区人民医院桥段，

往日河道里的垃圾已不见了
踪影。“去年以来，区里投入
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
仙人河，清理河道垃圾，巡查
员、保洁员坚持每天巡查，保
持河道清洁。”西安区东山社
区河道巡查员戴笠说，西安
区对标对表整改任务，持续
开展河道两侧小片荒及河道
垃圾清理工作，并为仙人河
农村段专门增设吸粪车和推
粪车，建设堆肥间，集中收集
畜禽粪便并统一还田处理。

新建污水处理项目建设
在此次整改中也备受社会各
界关注。市城投集团在加快
立项步伐的同时，加速进行
项目建设用地征收拆迁工
作，压缩各环节衔接时间，实
现无缝对接，积极推进新建
污水处理项目。

“征收拆迁每个细节都
容不得一丝马虎，为此我们
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克服
重重困难。最终仅用 5天时
间就完成了被征地农民的两
费补偿工作，用3天时间完成
了土地征收拆迁和清表工
作。我们在资金紧缺的情况
下，投入近1200万元，办理征
地农转用手续及编制前期各
项要件。”市城投集团相关负

责人说。
“地下管网早一点铺好，

就能早一点把污水尽快纳入
管网，避免仙人河沿岸工业
废水、生活污水和雨水混合
直排进仙人河。”如火如荼的
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是当前
辽源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在中康街雨污分流改造
工程施工标段，几名技术员
操作水准仪测量管路高程；
大型钩机在进行吊装检查井
作业；运输车、铲车等工程车

辆往来穿梭……整个工地忙
碌而有序。“目前，管路铺设
已基本完成，即将进行沙沟
回填。我们有信心、有决心
克服困难，高标准、高效率地
完成任务。”该标段项目部经
理吉贯中充满自信。

看到严寒中施工的场
面，我市一位宣传干部动情
地说：“在这么冷的季节里
施工作业是辽源从未有过
的情况，施工队伍既要抢工
期，又要保质量，这是在用
超常规的行动创造施工奇
迹啊……”

见到市水务集团顺达排
水工程公司副总经理郅有林
时，他正在工地现场指挥工
人铺设截污管道。他介绍：

“由于地下管线复杂，施工难
度也自然增大。因为在施工
作业中，需要考虑到交通运
行情况，既要确保施工进度，
还要保证部分交通路段正常
通行，因此在实际施工中，大
多采取分段开挖法。为加快
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工程，我
们事先摸清地下情况，跟管
线单位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寻
找最佳方案，全力加快工程
进度。”

“雨污分流，不仅可以为

城市河道减少污染，还能提
高污水处理质量、雨水利用
率，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改
善人居环境。”郅有林说。

控源截污工程持续加速
的同时，河道清理工作也没
有放松。对于仙人河河道内
的垃圾、粪污、杂物已进行全
流域“拉网式”清理。相关专
家对河道清淤深度、废弃物
处置和客土回填等事宜已经
进行论证。

在仙人河华罡医院前、

西小桥河段，河内水量虽然
很少，但沿岸及河内垃圾已
经得到有效清理。“原来这
条河的水不但黑而且臭，河
道里的垃圾也很多，但现在
常有人来清理，河道环境比
以前好多了。”56 岁的沿河
居民赵时清带着欣慰的口
气说。

以治本为策
历史责任如何担？

“一条河亟须治理，一座
城等待焕新。”这是众人的期
许，也是辽源背负的历史责
任。

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说，
治水之战，也是背水之战，是
我们必须通过的“大考”。

“大考”面前，任何人责
无旁贷；“大考”面前，一切工
作归于治本。

市委书记柴伟说，我们
应该制定科学、务实、有效的
治本措施。结合工作实际，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列出时
间表、路线图，确保仙人河黑
臭水体整治、东辽河流域综
合治理治出形象、治出变化、
治出口碑。

当前，室外温度近零下
20℃的辽源，仙人河截污工
程、雨污分流工程、袜业园区
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等重点
工作、治本举措正在加快推

进……
超常规治河，每天的施

工进度都在变。截至12月11
日，截污干管迁移工程完成
顶管 10311米。雨污分流改
造年度任务由原来的 21.18
公里增加至 23.18公里，现已
完成 22.58 公里。袜业园区
污水处理厂正在加速扩容提
标，日处理量将从 1.2万吨扩
大至2万吨……

超常规治河，各部门的
工作作风都在变。“不拖沓、

不推诿、不回避”是生态环境
治理工作的总步调。按照

“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
置、第一时间公开、第一时间
反馈”的要求，我市成立专项
工作小组，推行“1+6”工作制
度，即接到案件后，1小时内
务必梳理案情上报；6小时内

专项调查组务必召开会商会
议，确保案件任务分解不隔
夜。开设“只跑一次”绿色通
道，紧密工作环节，尽快拿下
截污干管建设、雨污分流改
造、排污口封堵治理、垃圾清
理、清淤疏浚等标志性战役。

超常规治河，老百姓的
观念也在变。从长期的麻木
到近期的关注，老百姓开始
意识到——治河，不是一个
人的事，也不是一群干部的
事，而是全民参与、共治共管
共享的头等大事。12月10日
晚，市联贸大厦总经理周星
宇带着工作人员来到项目施
工现场，给工人们送来了方
便面、开水煲、暖手宝等慰问
品。54岁的工人丁长武说：

“为了治好咱们家门口的河，
苦点累点也能挺住！”周星宇
说：“这么冷的天工人们还在
施工，真不容易啊！咱企业
哪能不支持！”帝豪歌厅门前
控源截污工程施工期间，昼
夜抢工期的工人们感动了歌
厅员工，他们决定为施工出
点力：帮助扯电，提供清扫工
具和临时休息场所……对于
治河，老百姓的眼神里充满
了憧憬和期待。

民心所盼之下，是挑战，
是压力，是使命，是重托。完
成这项民生工程，需要下好
每一步棋。

目前，我市围绕水生态
修复、水污染防治、水资源保
护，谋划了总投资 46.96亿元
的64个治理项目，已列入《吉
林省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与
生态修复综合规划（2018—
2035）》，现已开工建设 24个
项目。

针对尤为紧迫的水污染
防治突出问题，各部门对照
时间表、路线图，协同作战、
抢抓工期，力争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按时完成目标任
务：

在污水处理方面，环
保、公用、水利、财政等部门
正抓紧在东辽河主河道设
置临时移动式污水处理设
备，力争明年年初投入运
行。市污水处理厂建成后，
可将移动式污水处理设备
交付市水务集团进入固定
资产，作为全市应急处置污
水备用设施。

在控源截污方面，市水利
局连续奋战，预计抢在明年 3
月末前完成仙人河37个雨排
口的治理工作，防止污水混
入；市公用事业局落实任务清
单，明年初春将递交仙人河
11.5公里顶管完工、标段全线
汇接贯通等工作的“成绩单”；
明年 4 月开工、2020 年底验
收，市公用事业局与工程公司
完成对接，积极推进仙人河黑
臭水体治理项目河段截污干
管 69.213 公里工程建设；水
利、环保、公用等部门联合行
动，将利用5个月时间完成仙
人河底泥清淤工程。

在垃圾清理、粪污管控
方面，龙山区、西安区今冬明
春加紧完成河道卫生环境日
常保洁整改任务，逐步形成
常态化；西安区畜禽粪污治
理、东辽县4个畜禽养殖资源
化利用项目将于明年年底建
成使用。

……
攻破治水难关，应从根

本出发，从担当做起。涉深
水、闯险滩，辽源知耻而后
勇，知不足而奋进。习近平
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正在成
为辽源上下的共同行动。

——这是一场攻坚战。
不言败、不退缩、不低头，是
我们的态度和决心。与时俱
进，破解深层次矛盾，既要治
出涓涓清流，更要治好城市
的精神面貌。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
的决战。东辽河治理，关系
着辽源转型发展的命运，担
负着招商引资、生态旅游、人
才引进的“门面”重任。只能
成功，没有退路。

——这也是一场持久
战。生态历史欠账非一日所
累，治河更不可能立竿见
影。只要方向对、不停步，就
一定能成功。

直面治河之问，辽源的
回答掷地有声：“我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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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河之问 实干作答
本报记者 郭珍珠 李锋 汪琳 焦红梅 赵强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②②

本报讯（记者 刘鹰）为
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今冬明春全区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向好，连日来，
西安区按照“全覆盖、重实
效、零容忍”的总体要求，突

出“八查八治”，深入开展冬
春安全整治大会战。

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
期间，西安区将突出全面
性、季节性、针对性，对所有
行业、所有领域开展全覆盖

排查整治，消除盲点，严禁
留白。同时，要求各单位、
各部门研判冬春安全形势，
排查事故和隐患易发多发
环节和部位，科学、及时、有
效落实专项整治措施。

西安区扎实开展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

本报讯（记者 李及肃）
为落实全市粮食行业安全
生产工作紧急会议要求，
全面排查安全储粮和安全
生产隐患，推进粮食行业
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工

作。12月 4日至 5日，市农
委（粮食局）组织相关人员
到市区粮食收购企业和政
策性粮食储存企业进行现
场检查。

检查组要求，粮食企业

要认真落实省、市安全生产
要求，积极开展好粮食行业
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活动，
做好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
努力确保我市粮食行业安
全生产工作局面稳定。

市农委开展粮食收购和隐患排查工作

本报记者 夏景明 刘鹰
赵强 摄 胡畔诗雪 制图

①①

·新闻快讯·

①市水务集团在站前段进行
黑臭水体整治。
②工人们加班加点进行黑臭
水体整治工程顶管作业。
③市联贸大厦员工到现场为
夜班施工人员送温暖。

③③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综
合利用秸秆、化废为宝，东丰
县华盛绿能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积极探索新途径，利用蚯
蚓养殖进行秸秆转化，真正
实现了化腐朽为神奇。

日前，在华盛绿能公司

的大棚内，一条条红色的小
蚯蚓欢快地蠕动身体，又渐
渐向泥土深处钻去。“可别看
这些小蚯蚓不起眼，它们解
决了秸秆问题，还创造了经
济效益。”华盛绿能的工作人
员说，将秸秆、牛粪、水按照

一定比例掺杂在一起，经过
发酵后就成了小蚯蚓的绝佳

“美食”。随着蚯蚓繁殖数量
逐渐增多，秸秆消耗量也随
之增加，每年该公司都向周
边村屯回收秸秆 45000 余
吨。 （刘永来 孙硕琳）

东丰县：小蚯蚓吃出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