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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粪入沼气池、沼液农肥种水果蔬菜”

发展无公害养殖 达川破解养殖污染难题

达州市达川区是农业大县，养殖业
是其支柱产业。据达川区农业农村局
统计，该区目前共有登记在册的畜禽养
殖场（户）1258家。随着养殖业的遍地
开花，粪污排放污染环境的问题逐渐凸
显，个别养殖业主甚至非法占地发展畜
禽养殖，严重破坏自然资源。为此，达
川区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大力推广无公
害化养殖，积极引导畜牧企业“零排放”
生产，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全力推进
畜牧业转型发展，有效破解了养殖业污
染生态环境难题。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攀

8月18日，连续多日的降雨，德阳市
的河道水位均有上涨，河水沿着石亭
江、绵远河向下游流去。德阳市河道密
布，曾经，盗采砂石的情况时有发生，河
床急剧下切，使生态安全、防洪安全都
面临巨大考验。

“2013年，德阳市对全市河道砂石
实施全面禁采。”德阳市水利局水政监
察支队负责人龙海军告诉记者，通过加
强监管力度、建立长效机制、提高群众
意识等方式进行全面整治后，砂石盗采
已得到有效遏制。值得一提的是，如
今，如果监管治理不力，河道沿线的镇、
村、组还要领到“红黄牌”。

曾经盗采砂石现象频发
生态和防洪安全面临考验

“2008年，灾后重建需要大量建
材。”龙海军说，当时由于供小于求，砂
石价格上涨，受利益驱使，在一段时间
里，盗采现象频发。除了大型机械下河
盗采外，一些河道附近的村民还在晚上
开着拖拉机、三轮车等下河道采砂。

砂石盗采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河床

急剧下切，这对河道两岸的堤防是巨大
隐患。尤其是到了汛期，堤防工程基础
容易被洪水掏空，造成安全隐患。

据了解，掠夺性开采砂石不仅会造
成水土流失、河水污染，影响水生动植
物，还会造成河道涵养水源能力大幅下
降，一方面导致主河道缺水甚至断流，
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影响
河道生态系统的平衡。

建立全面监管治理机制
发动群众举报盗采行为

在2013年河道砂石全面禁采的基
础上，德阳加大了辖区内涉河在建项目

河段巡查检查力度。“尤其加大了夜间、
节假日巡查检查力度，防止他人借施工
便道下河盗采砂石，压缩盗采空间。”龙
海军说，对查获的砂石料，一律就近或
运至盗采处回填恢复河势、稳定河床。

与此同时，德阳还加大了涉河在建
项目施工现场监管力度，对借施工之名
行盗采之实的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依法
予以重处。

龙海军告诉记者，今年，在绵远河
旌阳区黄许镇河段，执法人员就发现了
几起盗采砂石的行为，不仅收缴了违法
所得，最高还罚款8万元。

除此之外，德阳水利系统还督促施
工单位严格按照经审批的方案施工，严
禁超宽超深超范围开挖。每天施工结
束后，还要求施工方及时对施工便道进
行临时封堵并安排专人值守。

德阳市还注重提高群众的保护意
识。每年的“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
重大活动，都会宣传《水法》《防洪法》

《四川省采砂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今
年还对新颁布实施的《长江保护法》进
行了重点宣传。在河段显著位置，设置
举报电话公示牌，广泛发动群众积极举
报砂石盗采行为。

堵住监管漏洞
非法占地养殖畜禽被强拆

7月6日，达川区自然资源局根据达
川区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裁定书，对达
川区亭子镇大桥村5组一处违法建（构）
筑进行拆除。当地村民唐某某在未取
得合法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畜禽
养殖禁养区擅自占用集体土地，修建养
鸡场1772.1平方米。

2019年10月11日，达川区自然资
源局依法对唐某某违法占地行为作出
行政处罚，当事人拒不履行。2020年6
月15日，达川区自然资源局向达川区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案例对建设单位或个人依法建
设生产和加强环境保护、督促政府部门
加强监管有着较好的推动和示范作
用。”达川区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达川区政府及时堵住漏洞，对于涉
及养殖业的单位和个人，要求按照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合法建设生产、从事经
济活动、主动保护环境，政府行政主管
部门按照各自的分工，严格履行监管职
责，共同维护生态环境，促进环境与经
济和谐发展。

畅通投诉渠道
部门联动打击养殖业污染

前不久，有群众举报称，位于达川
区大堰镇铁山村7组的达州市德运养殖
场，将养殖废水直排附近河沟，严重污
染周围环境并且气味难闻。接到投诉
举报后，达川区生态环境局立即派出执
法人员，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执法人
员现场检查发现，该养殖场采取搭设排
污泵和软管的方式，将废水收集池内废
液抽排到旁边菜地隐蔽沟渠内，通过菜

地隐蔽沟渠排放废水至公路边涵管，最
终导致养殖废水直排附近河沟。目前，
达州市德运养殖场已被立案调查。

今年以来，通过群众举报或投诉等
渠道反映的问题，达川区已依法查处违
法排污养殖场2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书3份，立案3起（其中一家养殖场被处
罚2次）。同时，根据《行政主管部门移
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规
定》的要求，移送公安机关处理1起。下
一步，达川区将继续强化部门联动，整
合司法和行政执法的力量，采取有力的
措施，坚决打击养殖业污染。

引导转型发展
大力推广无公害化养殖

总投资5000多万元、占地800多亩
的宏达养殖场，是达川区首批获得国家
农业部认证的无公害生猪养殖基地。
该养殖基地的生猪养殖实现了标准化，
饲料使用、兽药使用都有严格的规范。
养殖场负责人王洪斌介绍，他们目前正

在大力发展无公害养殖，投入大量资
金，建设了大型沼气池，“产出的沼气用
于本场和周边农户，通过利用沼渣、沼
液发展花卉苗木产业，为养殖场增加新
的收入来源。”

近年来，达川区积极发展无公害养
殖，畜禽养殖污染得到了有效遏制，除
了宏达养殖场，官田种猪选育有限公
司、森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31家养殖
企业已获得国家农业部无公害养殖认
证。

青包山种植专业合作社，位于达川
区石梯镇高观子社区，是达川区种植
业、养殖业融合发展的成功案例，今年
刚被评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该合作社流转土地1200余亩，建立种
养基地，采用“畜禽-沼-果蔬”种养模
式，形成“畜粪入沼气池、沼液农肥种水
果蔬菜”的环保循环经济产业链，目前
已实现年出栏优质生猪3000头，本地
跑山鸡1万余只，年产有机葡萄、西瓜约
150吨，有机蔬菜200吨，年经营收入超
800万元。

7月以来，达川生态环境局会同区
农业农村局、乡镇人民政府组成联合检
查组，对全区新、扩、改建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进行了全面检查，对部分原有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进行了抽查。此次检查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共82家。检查组欣
喜地看到，各地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养殖污水经处理后通过管网输送到附
近田地利用，干粪堆肥发酵后制作成有
机肥交由周边果园、蔬菜基地等利用，
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
100%。

“通过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
治，达川区已基本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生态要求。”
达川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李枫介绍，目
前，达川区正在逐步形成种养相对平
衡、农牧共生互动、生态良好循环的生
态畜牧业发展格局。

亮出“红黄牌”德阳全面整治砂石盗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摄影报道

监管不力要拿“红黄牌”
盗采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德阳市建立了砂石资源整治网
格化管理、‘红黄绿’挂牌警示管理、
砂石采运单管理等一批长效治理机
制，最大限度调动镇、村、组砂石整治
工作积极性。”龙海军说，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乡镇也应肩负职责。

德阳市建立的“红黄绿”挂牌警
示管理机制，对做得好的地方发“绿
牌”，对做得不太好的地方发“黄牌”，
做得差的地方就发“红牌”警示，与年
度绩效考核挂钩。

“这样一来，河道巡查的人数和
密度大大加强了。”龙海军坦言，“红
黄绿”挂牌警示管理机制，在打击砂
石盗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德阳单一年度曾最
多立案近200件砂石盗采案件。经
过全面监管治理后，到2020年，这
一数据已经下降到62件。目前，大
规模砂石盗采问题已得到有效遏
制，“蚂蚁搬家式”盗采发生率大幅
下降，人民群众满意度也在不断提
升。

整治前，盗采砂石的情况时有发生。
受访者供图

游客在种养基地采摘有机葡萄。

青包山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的有机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