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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城镇居民都知道
饮用的是自来水，但是，相信绝
大多数人不知道自来水里的水
取自何处，更不了解水源地是
否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同样，
尽管早在1984年出台的水污染
防治法就明确提出，饮用水源
地不能有环境违法项目。但
是，事实又是怎样呢？确切地
说，在今年3月底前，其中底数
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监管部门都
不是太清楚。

经国务院同意，今年3月，
生态环境部与水利部联合启动
了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以全面清
除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
内的环境违法问题。6月，党
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进一步强
调限期完成水源地环境问题清
理整治。

目前，2018年饮用水源地
违法问题清理已进入倒计时，
但仍有1611个违法问题未完成
整改。

生态环境部日前召开第三
次视频会，未完成清理整治任
务的228个地级市分管市长以
及长江经济带地区分管县长们
被喊来开会。生态环境部副部
长翟青在会上除了对未达到序
时进度要求的地区进行公开点
名外，还强调，开展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整治是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要
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各项任务。

生态环境部指出，水源地
违法问题清理整治一旦发现有
弄虚作假的现象，将公开曝光，
并按照虚假整改严肃问责。

问题项目整治已完成

逾七成
1984年开始实施的水污染

防治法，其间虽然经过3次修
订，但是，有关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的法律规定一直保留，
2017年6月水污染防治法第三
次修订时，对其中的要求又进
行了强化。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付青说，按照水污染防治法
的要求，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
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
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
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
或者关闭。她说，按照法律要
求，一级水源保护区内，网箱养
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
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都
在禁止范围。

同时，水污染防治法还提
出，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
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
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
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
闭。对于网箱养殖、旅游等活
动，法律的规定是应当按照规
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
水体。法律还明文规定，禁止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
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
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
加排污量。

此外，水污染防治法提出，
地方人民政府对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必须划定保护区并设立界
标和警示标志。

虽然水污染防治法对饮用
水源地的保护规定如此之明
确，但是，生态环境部督查组赴
地方督查却发现，今年3月底

前，长江经济带县级及以上、其
他省份地市级1586个饮用水源
地仍存在6251个环境问题。“这
些环境问题实际上都是不符合
水污染防治法要求的，说到底
就是违法问题。”生态环境部执
法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按照生态环境部的要
求，今年年底前1586个饮用水
水源地的6251个环境违法问题
必须彻底清除。

生态环境部执法局副局长
夏祖义则告诉记者，饮用水源
地专项督查行动就是要检查法
律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否得到落
实。至今，饮用水源地违法项
目整治专项行动已经进行了两
轮。夏祖义说，专项行动首次
摸清了我国饮用水源地的环境
风险底数，也是建国以来，针对
饮用水源地所进行的最大规
模、最全面的环境风险排查。

在全面摸清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风险的同时，生态环境部
对违法问题清理整治进行了全
面部署。在翟青看来，饮用水
源地环境违法问题清理整治是
为了保障群众的“水缸”安全。
翟青透露，自今年3月专项行
动启动以来到10月11日上午，
各省(区、市)已关闭、取缔水源
保护区内排污口 133个，治理
搬迁工业企业 691个，拆除取
缔非法码头131个，整治清理农
村面源污染问题1785个，饮用
水源地许多重大环境风险隐患
被切实消除。

据生态环境部介绍，截至
10月10日，在今年需要完成整
治的1586个水源地6251个问题
中，已完成整治4640个，完成比
例为74%。

四成省份未达要求被
公开点名

尽管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
城市饮用水源地违法项目清理
整治为此次全国范围的清理整
治提供了成功经验，但是，要在
不到一年时间里完成6251个环
境违法问题的清理，特别是有
些违法项目已经存在上百年；
有些问题涉及一级水源保护区
原住民或需要搬迁或需要建污
染治理设施等，清理难度之大
不难想象。

“有些问题的难度甚至超
过长江经济带。”在生态环境部

执法局有关负责人看来，几十
年的欠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还清确实不容易。

松涛水库位于海南省儋州
市一级水源保护区。9月下旬，
生态环境部督查组到现场督查
时发现，这一水源保护区内仍
存在着上百艘居民柴油船，且
没有污水、垃圾收集处理措施；
截至9月26日，广西自治区牛
尾岭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上游仍有排污口。

此外，一级水源保护区内
存在的交通穿越问题、农业面
源问题也不是个案。据生态
环境部执法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 9月 28日，江西省九
江市庐林水库，S402威庐线公
路穿越问题只制定了整治方
案，应急防护措施尚未开始动
工建设。

6251个违法问题整治涉及
全国31个省份272个地市1586
个水源地，翟青指出:“这里面既
有大量的排污口、生活污染源、
农业面源污染等直接影响水源
安全的环境问题，也有诸多工
业企业、交通穿越、油库码头等
突出风险隐患，其清理整治任
务十分艰巨。”

据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至10月11日上午，仍有
超过四成的省份工作进度没有
达到序时进度(75%)的要求；在
全国276个地市中，还有1/5的
地市(52个)任务完成率不到
50%。安徽铜陵、甘肃临夏、贵
州六盘水、西藏那曲等4个地
市至今仍未完成任何一项问题
整治。

任务完成比例比较低的省
份被生态环境部公开点名。其
中，青海省任务完成率53%，省
内黄南州完成率 33%，西宁市
44%；贵州省任务完成率55%，
省内 10地市任务完成比例均
在 75%以下，其中，黔东南州
25%、贵安新区 30%、安顺市
32%、黔西南州 39%、黔南州
50%。“特别是六盘水市整改完
成率为‘零’。”翟青说，在长经
经济带11省(市)中，目前贵州省
整改进度最慢。

未达到序时要求的还有甘
肃省和黑龙江省，甘肃省的临
夏州整改完成率为“零”；黑龙
江 省 的 双 鸭 山 市 完 成 率 是
25%。西藏、海南、广东、江苏、
四川、天津、北京、内蒙古、广西

等9省份任务完成率也未达到
序时要求。

督促省区市按时完成
清理整治

在视频会上，除了上海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长沙等44个
城市的分管市长没有到会外，
228个地级市的分管市长以及
长江经济带地区分管县长均到
会，原因是这些地方还未完成
水源地违法问题清理。

虽然只有1611个违法问题
未完成整改，但是这些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很多问题确实
是长期粗放式发展过程中遗留
下来的，有的油库码头在保护
区划定之前就存在，历史纠葛
复杂。”据翟青介绍，有的保护
区划定不合理，“个别保护区甚
至将整个县城都纳入保护范
围，由此造成的法律问题解决
不了，调整保护区又怕担风险、
被议论，瞻前顾后。还有一些
水源保护区因涉及跨界问题，
推诿扯皮、整治不力。”生态环
境部强调，对于存在的问题，地
方要提请上级部门予以协调，
“切不可拖着、捂着，影响整体
整治进展。”

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是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生态环境部对此高度
重视。翟青说，近期，生态环境
部部长李干杰专门致函给尚未
完成整治任务的29个省(区、市)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区、
市)政府一把手分别对所辖地区
的饮用水源地违法问题清理亲
自过问并提出要求。

眼下饮用水源违法项目清
理已进入倒计时，由翟青及生
态环境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
负责人任组长的14个包保协调
组，或再赴现场开展工作。生
态环境部执法局有关负责人
说，生态环境部还将适时启动
第三轮督查。他说，目的只有
一个，就是要督促31省(市、区)
必须按时完成6251个环境违法
问题的清理整治。

“从10月份到年底，我们每
个月都要开一次视频会，会议
只请没完成任务的地方来参
会。”翟青对参会的市长们说：
“希望下次来开会的市长越来
越少。”

（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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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翟青看来，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违法问题清理整治是为了保障群众的“水缸”安全。翟青透露，自今年
3月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到10月11日上午，各省（区、市）已关闭、取缔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口133个，治理搬
迁工业企业691个，拆除取缔非法码头131个，整治清理农村面源污染问题1785个，饮用水源地许多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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