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7.4.14 星期五 责任编辑：郑旭萍/版面设计：张杰成 报料：800005086 A6

浙江新闻·城事浙江新闻·城事

本报讯 昨天，有余杭临

平的朋友经过水景公园南门

亲水平台附近，看见一座写

着“验水亭”三个字的蓝色小

亭子。

验水亭其实是一个水样

采集点，市民们可以带着从

余杭不同地段河道内取来的

水样，填好河道信息、联系方

式，将其贴在水样瓶上，随后

对着小亭子里的手机镜头展

示说出水质情况，并将水样

瓶留存在“验水亭”内。

这些信息将会第一时间

上报到相关部门，余杭区环

保局还会派专人在每天下午

5 点统一收集市民们放置的

水样进行水质检测，检测结

果将通过电话形式通知采集

群众。

同时，检测结果将会第

一时间上报到相关部门，发

现问题并及时整治。

“验水亭”由浙江省治水

办公室、浙江省环保厅和浙

江省团省委等共同发起，希

望让市民更近一步地参与到

治水工作中，为治水提供更

多、更细致的线索。

目前，在浙江省像这样

的“验水亭”有11座，在省内

各大地市广场轮流展示。体

验活动持续一周左右时间，

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带着河水

水样前去体验。

本报记者 施雯

想知道水质好坏
灌上一瓶送到“验水亭”

本报讯 4 月 7 日下午，

杭州萧山临浦娘娘庙河河

长在巡查时发现：临浦高速

出口附近停着一辆货车和

一辆面包车，车旁有一男子

正在向路边的雨水沟里倒

东西。

走近一看，好家伙，倒

的是乌黑的废机油。

顺着这段雨水沟约 20

米处，就是通往娘娘庙河的

雨水口。河长牵头，迅速启

动了“临浦红领总管”应急

联动机制，各职能部门和单

位立即派人赶赴现场。

环卫所封住雨水管口

终端，并对这段沟渠进行全

面清理。所幸当时沟渠内

没 有 水 流 ，废 机 油 流 动 较

缓。工作人员还运来木屑

对残余油污进行吸附。

另一方面，派出所民警

联合环保部门对现场进行

初步调查取证后，将倒机油

男子带回所里调查。

一开始，倒油男子张某

吵吵嚷嚷说自己是来修车

的 ，这 些 废 弃 机 油 不 倒 路

边，难道还带回家？

负责现场处置的工作人

员向张某解释，废弃机油属

于危险废物含有致癌致畸形

物质及废酸、重金属等有毒

有害物质。废机油倒入雨水

管网中，如不及时处理，将会

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

萧山区公安分局说，张

某的行为已构成违反国家

规定处置危险物质，由于张

某是初犯且尚未造成危害，

将对其进行相应处罚。

本报记者 陈伟利

废机油倒进雨水沟里
被河长抓了现行

“衢江区境内的山塘水库大江小溪已经

彻底剿灭劣 V 类水了。当前我们的任务是

剿灭小微水体的劣 V 类水，我们会让劣 V 类

水在衢江区无处可逃。”昨日，衢州市衢江区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夏盛民说。

一弯弯清流背后是当地壮士断腕的决

心：自“五水共治”开展以来，衢江区将生猪

饲养量从 280 万头削减到 36 万头以内，生

猪养殖场（户）从3.83万家削减到100家。

与此同时，衢江区增加 3 家猪粪加工有

机肥场，将辖区内的猪场产生的猪粪变成有

机肥换成真金白银。如今这一经验被《人民

日报》报道，衢江区变污为宝的经验正向全

国推广。

衢州衢江区养猪场从3.83万家减少到100家，留下来的养猪场搞起了高科技治污染

养猪污水变成有机肥
300万治污投资一年就赚回
通讯员 方子洲 本报记者 盛伟 文/摄

养猪户徐雪祥
50多岁二次创业种茶树菇
看着黑臭河化身一湾清泉

衢州市衢江区铜山溪是一条常年向东奔

流的小溪，这个时节，清清小溪边花红柳绿。

铜山溪将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堰坑头村

一分为二。60 岁的村民徐雪祥站在村里的

大桥上看着清清的溪水眯着眼抽着烟，这已

经成了他这两年来的一种休闲方式。

这条小溪水已经臭了十多年了，直到

2014年后，河水才变清。

养猪的污水粪便直排入溪水是造成黑臭

河的直接原因。黑臭河的形成老徐也有责

任，几年前他在屋后养了200多头猪，和村里

的其他百姓一样，老徐家的猪粪也是直排入

溪的。

2014年前，堰坑头村户户养猪。“猪舍都

在房前屋后，有的甚至在自家的三楼四楼养，

而猪粪就是直接往外排。”杜泽镇的一位工作

人员称。

因为家家户户臭气熏天，尤其是天热时

苍蝇漫天飞舞。但老徐似乎习惯了：“为了生

存呗，养猪一年还能挣个几万元，臭点就臭

点，当时大家都这么想。”

2014 年，全省开始“五水共治”，整个村

房前屋后的生猪养殖都被禁止。老徐有些不

乐意，毕竟当时已经年近六旬，除了养猪他干

不了别的。

老徐躲避着工作组，甚至一度将猪搬

到 楼 上 养 ，但 最 终 还 是 被 工 作 组 做 通 工

作。

以喂猪为生的青壮年大多出去打工了，

老徐在镇上培训几个月后，种起了茶树菇。

“头两年基本没赚到钱，今年应该会赚一点。”

2015 年，铜山溪由劣 V 类水变为Ⅲ类

水。每到夏天，村里的孩子又开始到河里戏

水，妇女们在河边的游步道跳起了广场舞，老

徐也每天去河边走走。“有个好环境，确实过

得舒服些。”

养猪户秦唐勇
花300万元科技治污
一年不到就赚回来了

秦唐勇在衢江区莲花镇的水库边有一家

养猪场，年出栏生猪 3.1 万头。如此规模，如

果猪粪猪尿得不到处理，养猪场铁定关闭。

浙江大学研发的一套高科技治污设施让

秦唐勇有了继续养猪的可能。

这套高科技治污设施，利用先进的膜分

离技术将养猪场的沼液原液通过膜浓缩分离

变成了这两种：一种是清水，一种就是沼液浓

缩液。这套设施每天可处理100吨沼液浓缩

液，处理后的沼液 15%变成液体有机肥，

85%转化为化学需氧量COD小于100的“中

水”，这种水可以养鱼，可以冲洗猪舍。

最重要的是，这种被当地人称为“一点

肥”的液体有机肥还能赚钱，当猪价下跌时弥

补养猪场的经济损失。

秦 唐 勇 称 ，2013 年 养 猪 基 本 上 都 亏

1000多万元，庆幸的是这个由猪粪做成的商

品有机肥卖了600多万元，减少了部分亏损。

除了沼液，猪粪也能卖钱。2015 年，这

家养猪场生产的固体有机肥用于衢江区土壤

改良，总共赚了576万元。

秦唐勇说，沼液浓缩设备投资200万元，

固体有机肥设施投资 100 万元，总共才 300

万元。也就是说，这家养猪场投入科技治污

的钱，不到一年就都赚回来了。

浙江省农业厅畜牧专家表示，衢江循环

经济不仅为全省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提供了一

个可操作的典型模式，更串起一条农业“生态

链”。

徐 雪 祥 在 铜

山溪边溜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