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一版）全面根治。 2020 年 8 月 4 日，习近平总
书记对白石河废弃硫铁矿污染问题作出重要批示，
白河县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从此按下了 “快进键”，
全面系统快速地推进综合治理工作。

污染治理，刻不容缓。白河县将废弃硫铁矿污染
治理作为该县生态环保的“一号工程”抓紧抓实，成
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 县长为责任组长的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和以县委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工作专班，
抽调 8 名工作人员统一办公，确保工作有效开展。在
国家生态环境部等部委和省市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
的指导支持下， 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
所，在深入污染矿区开展系统调查后，编制《白河县
硫铁矿区污染综合治理总体方案》，确定了“源头减
量、过程控制、生态恢复”的总体治理思路。 制定《白
河县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项目管理办法》，对项目质
量、工程进度、资金安全等严格把关。 建立落实省市
县协同联动机制，三级工作专班实行扁平化管理、常

态化联动。 省治理工作专班推行驻场督办机制，实行
厅级领导驻点督办； 市治理工作专班成立驻白河工
作专班，在卡子镇驻点办公；县工作专班统筹调度，
一线落实。 在省市县的三级协同推动下，将治理方案
和项目评审由原来逐级审核审批调整为省、市、县三
级联审会审。 在治理工程管理上，落实县级实施、市
派监理的工程管理制度。 县级自然资源、财政、发改、
应急管理等各职能部门按照特事特办、快审快办、合
法合规思路，变审批为报批、变被动为主动，保证了
治理工作的快速推进。

经统计，白河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治理
领导小组会先后 61 次专题研究治理工作，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开展专题调研 73 次，协调解
决治理工作难题。 国家部委相关领导、省市主要领导
和分管领导先后 54 次深入实地调研指导治理工作，
为治理工作提供了强大的领导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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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沟治理前原貌布袋沟植被恢复后新貌布袋沟 14 号有水矿洞原貌

2022 年 11 月 29 日，和尚庙完成主体工程

和尚庙矿点治理后河水变清

投投入入使使用用的的涧涧槽槽沟沟运运输输道道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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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治理的道班上矿点

在卡子镇和尚庙矿点，矿硐封堵标识牌上显示：
施工日期 2022 年 9 月 18 日，竣工日期 2022 年 10 月
15 日。 8 月 16 日，竣工 10 个月之后，记者看到，在矿
硐封堵治理后，矿山山体再次被绿色包裹，矿硐两侧
的山坡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 相隔几十米，一个基
础设施完善的文化广场在清澈的小溪旁格外显眼。

今年 43 岁的刘尊英见证了这里一点一滴的变
化。 “门前的这条河，两年前都还是流着‘磺水’，现在
好了，水变清了，还修建了一个广场，每天太阳落山，
我都会去广场跳广场舞。 ”她没想到，以前连种菜都
要跑去其他山上，现在不仅种上了蔬菜，还能跳广场
舞。

短短三年时间，白河县硫铁矿治理成效不断凸
显：全面完成里端沟区域和尚庙、布袋沟、白岩头等
5 个矿点治理任务，累计封堵矿硐 76 个，清运废渣
20 万立方米，生态修复 3 万平方米，废石贮存场建
成投用，安全贮渣 8 万立方米。 其余所有矿点治理
项目正在进行项目招投标前的各项工作，即将全面
实施。

同时，积极推进废渣清运和运输道路建设，已完
成 27 公里运输道路和 171 个会车道建设，因地制宜
规划一条 5 公里专用运渣道路， 西坝河 6 个矿点平
均缩短运输距离 20 公里，可节省运费 3100 万元。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 2022 年 5
月、2023 年 2 月、2023 年 6 月开展了 3 次评估，结果

显示： 治理区域水质断面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较
2020 年相比，铁、锰浓度分别下降 99.66%、16.79%，里
端沟入厚子河断面水质符合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
“磺水”河段距离由 56 公里缩短到 36 公里，治理成
效逐步显现。

一组组数据见证着白河硫铁矿污染治理的速度
与质量。 其背后，是绿水青山的未来可期。

今年 7 月 30 日至 31 日， 历史遗留矿山环境污
染综合整治座谈会暨陕西省汉丹江流域涉金属矿产
开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并前往
白河县现场观摩；8 月 4 日至 5 日， 矿山污染防治及
生态修复技术研讨会在我市召开， 并在白河县实地
观摩。 两个现场会的召开，对于白河来说，有着不凡
的意义， 不仅是对白河县硫铁矿治理取得阶段性成
效的充分肯定，更为全面彻底治理“磺水”、如期完成
治理任务坚定了决心和信心。

“我们将乘势而上，超前谋划，坚持当前系统治
理与后续综合提升同步规划、统筹推进，着力把废弃
硫铁矿污染区内的 9 个村打造成乡村振兴示范村，
让‘污染区’变‘生态区’，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 奋力绘制一幅生态美、 产业
兴、人气旺、生活好的矿区新景。 ”对于做好污染治理
“后半篇文章”，白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废弃
硫铁矿污染治理工作专班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军帮
信心满满。

布袋沟 14 号矿洞封堵后效果

科学施策 精准治污有力有序

8 月 16 日， 记者在白河县卡子镇桂花村硫铁矿
二工区废石贮存场看到， 一辆辆满载废渣的车辆连
环驶入，一车车废渣被倾倒进巨大的贮存场内，十几
台挖掘机同时作业，将倾倒的矿渣铺平。

据了解，在硫铁矿污染治理上，白河县依据《白
河县硫铁矿区污染综合治理总体方案》“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总纲领，按照“全面排查、总
体规划、分步实施、系统治理、分类施策、科技引领”
的治理思路，进一步细化了“一硐一策、一堆一策、一
河一策”整治方案，为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

在废渣处置方面，通过科学选址，在卡子镇桂花
村建立容量 120 万立方米废石贮存场， 采取异位集
中处置方法，将矿渣转运至贮存场集中处理。 同时，
引进废弃矿石微表面钝化技术在废石贮存场进行试
验，使矿渣的表面形成一层微生物钝化层，起到稳定
重金属和抑制金属矿渣氧化产酸的作用， 以此达到
“生态恢复”的效果。

“钝化试验数据显示， 经过钝化处理的渗滤液
PH 酸碱度在 6 至 7 之间， 没有做过钝化处理的在
2.8 到 3.4 之间。这样一来，在贮存场的废石集中管控
上就能起到一个双保险的效果。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
境科学研究所技术人员李义豪说。

此外，在矿硐封堵方面，引进了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 KEP 注浆技术在卡子镇凤凰村布袋沟矿点进行
封堵矿硐试点，经过专家技术审查，认为该技术在以
废治废、消除“磺水”、防范地质灾害等效果较好，具
有推广应用价值，试点取得预期效果。 目前，该技术
已在白河县剩余的 9 个矿点的矿硐封堵工程中全面
采用。

“布袋沟矿点的 25 个矿硐采用 KEP 注浆技术
封堵已经一年多了，矿硐已经没有‘磺水’流出了，原
来这里的日处理 30 方废水的污水处理站也已经停
用，每天可以节省 1000 多元费用。 ”该县硫铁办副主
任王纪国介绍说。

效果初显 绿水青山正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