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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73年8月5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揭开了开

创我国环保事业的第一页。在认真借鉴国外的公害教训和管理经验基础

上，历经二十年的艰辛，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方针和路线，初步

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确立了保护环境是我国

的一项基本国策的战略地位；制定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三同步诚
略方针；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法律、法规，将环境保护建立在法制的基

础上；建立并推行了以强化管理为中心的新老九项制度，使我国的环境管

理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

醴陵的环境保护，随着1979环保机构的成立，迈出了第一步。虽然起

、步较晚，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已由一门鲜为人知的工作定展

成有监督职权、有舆论影响、有社会地位的事业。特别是在1983年全国第

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后，随着环境保护被确认为一项基本国策地位的提高，

醴陵的环境保护工作在新形势的感召下，环境监督职能、环境执法职能、

环境宣传、教育职能、环境监测职能以及推广和引进无污染的新工艺、新

技术、新设备的职能⋯⋯得到了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同时，以强化管

理为中心的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的推

行和实施，推动了醴陵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发展。

环境保护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造福于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是关

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千秋大业。当今，在改革开放，进入市场经济



的浪潮冲击下，环境保护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重要的历史转折之际，

全面记叙醴陵环境的演变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反映客观规律，总结经

验教训，对于更好协调经济与环境持续发展，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

环境保护道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

为了编纂《醴陵环境保护志》，市环保办公室于1 986年成立编纂领导

小组，陈滇元、王德槐、龙赛明为成员。王德槐任主编，3月起开始收集资

料，整理数据，拟定篇目，1 988年12月写出油印稿。1990年起重新组织班

子，由我担任编纂领导小组组长，陈平年任主编，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下

限由1986年延至1 990年。调整篇目，精选资料，精炼文字，力求资料系

统、完整、真实、准确。1993年8月写出送审稿，报市志办审查付印。现在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醴陵环境保护志》是醴陵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环境保

护的专志。我们热切期望本志能为醴陵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能

为各级领导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能为全市人民了解环境保护提供

帮助，进而达到增强环境意识，提高环境法制观念，为创造醴陵舒适、优美

的蓝天绿水作出应有的贡献。由于编纂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编写水平有限，

本志的不尽完美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级领导和专家批评、赐教。

丁志辉

1993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运厦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详今略乒叙述城乡
环境状况，反映生态环境演变规律，突出地方特点，体现时代面貌，

二、本志采取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方法。查考史料，力求详实、准确。

纂写上限尽量追溯环境演变之源，下限1 990年，重点记述1 980～1990弹

的环境状况。 ．

三、本志采用素材主要录自本局档案，其余录自省、地(湘潭)档案馆、

图书馆及本市有关办、委、局编写史志资料，概不加注。 。．

攀“

四、本志采用现代文体书写，分章、节、目，以记、录i表形式记述。全志

共六章十九节。大事记为全志之经，卷首概述叙议结合，表述环境概况曲，

五、环境保护系边缘科学，涉及各科学术专用名词、元素单位，均改用

汉语书写，如必须采用特有符号，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

六、本志环境影响及演变的史实收集，对境内省、株洲市属厂矿企业，

不分全民、集体，不按行政管辖，统一记述。。

七、记时以公元纪年为主。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再括注公元纪．

年。

八、各种名称用第三人称书写，各个时期的机构等名称，当时称谓记

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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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f，一、＼ ／

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与浏阳县、株洲县、攸县和江西省萍乡市毗邻。

总面积为2157．2平方公里。1990年全市设置10个工作委员会，33个乡，

8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680个村，2个非建制镇，54个居委会(烈士塔为

临时居委会)，总人口95700人。 警

醴陵河溪纵横交错，水库、塘坝等水利设施星罗棋布。全市有5公里

以上或集水面积10公里以上的溪河57条，全长914．15公里。按其流向

分属渌水、昭陵河、涧江三个水系，水源于山区和丘陵区，水质好。境内矿

产资源种类较多，有铝、锌、钨、煤、高岭土等二十多种。全境交通较发达，

浙赣铁路、醴茶、醴浏铁路穿境而过。公路有一0六(北京一广州)、三二0

(上海一昆明)两条国道在市内交汇。渌水航运可通湘江入洞庭。农业盛

产稻谷、茶油、猪、禽，工业以陶瓷、花炮为主，产品遍销国内外。

醴陵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区，为高温多雨多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7．5摄氏度，年降水量1425．9毫米，可产水313820

万立方米。土质绝大部分为红壤地带，呈微酸性或酸性，适宜于多种林木

生长。其地理、交通、气候等条件，对于发展工、农业生产具有极其优越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

随着工业、交通事业的发展，人口的过快增长，。三废’’污染日趋加剧，，

加之森林乱砍滥伐，植被减少，农药的过量施用，森林复盖率下降，表土层

遭到侵蚀，森林植被的水土保持作用降低，造成水土大量流失。70年代以

前，渌江碧波荡漾，清澈透明，70年代以后河水逐渐浑浊，鱼类和野生动



植物明显减少，有的濒临灭绝，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醴陵陶瓷产品发展较快。民国35年(1946年)，全市仅有瓷业窑炉80

余座，厂房460多问，瓷厂60余家。由于规模小，所排“三废”可以依靠环

境自行解决。1957年以后，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瓷器烧成改用烟煤。到

1990年，全市共有陶瓷生产厂162家，(未含个体户)且分布不合理，大部

分大、中型厂家集中在城区，年总产值21156万元，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

的16．97％，工业总产值的23％。据1 981年统计，全市年耗煤量为58．6

万吨，其中工业用煤35．5万吨，重油3．15万吨。城区上空烟囱林立，黑烟

滚滚；瓷泥废水涓涓流入渌江。群众称为“黑龙”(煤烟)和“白龙”(瓷泥

水)。“两龙"肆虐，给人民健康、经济建设造成危害。

(，一、)
＼一／

解放前，醴陵没有环境保护机构。1979年5月醴陵县环境保护办公

室成立。1984年2月，县机构改革，环境保护办公室并为城乡建设环保

局，翌年2月，环保办公室与城建局建制分开，设城乡建设委员会和环保

局。
t

‘

醴陵的环境保护专职机构成立后，虽几经变更，但始终发挥着政府职

能部门的作用；协调有关部门，认真贯彻监督执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

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国家环

保方针和一系列的环保政策法令、调查和掌握全市(县)环境状况和发展

趋势、组织协调环境科学研究、推广保护环境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调处环

境纠纷等，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1979",'1984年，为了提高群众和干部的环境意识，唤起人们对保护

环境的觉醒。1980年和1982年两次配合“全国环境宣传月"的活动，采取

多种形式，开展大宣传、大发动。之后，每年组织一、二次规模较大的宣传



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81年5月，成立环境监测站，对全县开展常

规监测，并服务于环境管理。同年，县环保部门配合防疫部门、人民医院、

区划办等单位：完成了全县环境质量普查任务。翌年9月，《醴陵县环境质

量调查报告书》通过鉴定，为后来更好地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防治污染、

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和改善环境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环保部门还发动和督促各厂矿企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相应地设

立了专门或兼管的环保机构，配备专(兼)职人员，形成环保管理网络。
． 在开展宣传，组建环保队伍，澄清环境状况的同时，开展了污染治理。

从1980年起对部分企业依法征收超标排污费，征收金额由1980年的

10．8万余元，增至1990年的155万元，征收的企业由38家增加到200多

家。超标排污费的征收’，为督促治理环境污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5年

一1990年，随着国家的环保法规、政策的不断健全和管理制度上的完善

配套，环保部门从单纯的抓污染治理，逐步转向强化环境管理的轨道上。

强化环境管理，主要是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和“谁污染，谁治理’’的

原则。全面执行‘‘七项’’管理制度；对老污染源分期分批限期治理；对新建、

改建、扩建工程，坚持“三同时’’制度，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逐步扩大征收

超标排污费的“面’’，实事求是的增收超标排污费。、1985年以后县环保部

门与省、株洲市环保科研单位合作，对有的新建、扩建工程项目执行了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颁布后，从此，全

市的环境管理走上了制度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这对于防治新、老

污染源、保护环境和协调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加强环境管理的过程中，开始由于宣传不够深入，忽视了部门之间

协调合作，一个时期在审批建设工程项目时，环保部门“亮红灯’’，有的部

门却“开绿灯’’，使管理制度难以落实。1 984年以前境内农村兴办污染严

重的塑料油膏厂，大部分未经环保部门审批，而工商行政部门却发了营业

执照。从1984年后，环保部门密切了与工商、财政等部门的协作，特别是

1986年超标排污费由拨款改为贷款之后，进一步加强了银行、信贷、工商



等部门的合作；齐抓共管，监督企业对污染的防治，克服了环保部门孤军

作战的局面，从而促进了管理制度的落实。

环保部门还认真总结了国光瓷厂，把环保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经验

和醴陵陶瓷厂企业承包责任制与环保责任制同步落实的经验，并在全市

各企业推广。同时于1989年和1990年开创清洁文明工厂(车间)活动，取

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从1980年至1990年全市(县)共投资1841．5万

元，治理项目712个，工业废水处理量达1070万吨，处理率为23．87％；

改造锅炉168台；改造烘房515条；改造窑炉115座，年节约煤3．5万吨；

处理废气72542万标立方米；在治理中回收利用匣钵、瓷泥，产品产值达

594．7万元，这些对于控制环境污染的发展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起到

了积极作用。1988年醴陵监测站被列为湖南省重点监测站之一。1989年

监测站对站马滩三个水期水质的监测来看，渌江下游水质有了明显的好

转。 ：

随着环保事业的发展，醴陵环保部门的自身建设亦不断加强。1990

年，环保局的人员增加到23人；机构更趋完善；Zj内设有办公室、管理股、

监测站、监理站四个股室，’干部职工的业务和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其

中高级工程师1人，工程师3人，助理工程师3人，技术员2人。监测设备

不断充实完善，监测手段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固定资产从无到有，到

1990年全局已拥有固定资产110余万元。1990年全市各企业单位和主管

部门共有环保专(兼)职人员150人。 ，

醴陵的环保工作，经过十多年的艰难奋斗，涌现了大批热爱环保事

业，钻研环境科研，坚持原则，严格执法，作出较大贡献的先进人物，并评

选了一批治理污染的先进单位，这些先进人物和先进企业对于发展金市

的环保事业发挥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醴陵在环境保护方面“欠帐”过多，要改善醴陵的环

境，非倚马可蹴。当前企业治理资金匮乏，有的治理技术尚未解决，有的环

保设备运转还不够正常；造成醴陵大气污染的“祸首”——陶瓷生产的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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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窑和燃煤倒焰窑的消烟除尘技术尚未完全攻克。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

迅猛，这些企业设备简陋，工艺落后，污染严重，致使自然生态环境日趋恶

化。加上部分领导的环保意识还不够强，与国策要求差距甚远；环境保护

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还没有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去。环保部

门人员少，任务重，在管理上颇有鞭长莫及之感，因此，醴陵的环境保护事

业任重而道远。
’



(大 事 记)

明隆庆三年(1569)

地震。
’

崇桢四年(1631)

九月地震。
“

清雍正七年(1729)

醴陵设厂制粗瓷，以木材为燃料，是醴陵兴办瓷器工业的开始。

道光三十年(1850)

七月二十日地震，“有声自远方来，甚厉，屋瓦飞堕，越数目复震”。

咸丰元年(1851)
～

文德顺鞭爆作坊在县城北正街开业。

咸丰二年(1852)

五月地震，县南船j万、泗汾及县城一带震动有声。

，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大旱，六至十月无雨。

光绪三十一年(1905)

湘绅熊希龄与县人文俊铎，于城北姜沥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翌年组

建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地址设瓷业学堂前，冬公司所设瓷厂正式投产。

民国3年(1914)4月

县政府订“清明节”为植树节，民国18年奉国民政府令改为3月12日。

民国4年(1915)

2月26日(正月初三)，东乡水口山田中忽陷巨坑，深二丈，泉水涌出。

民国7年(1918) ．

6



2月11日地震。3至6月北军在醴陵大肆烧杀和砍伐森林，城乡破坏严
： ‘

重。
· 民国14年(1925)

大旱，山村饥民挖“观音土”充饥，死人甚多。醴陵开始试用肥田粉(硫酸

铵)，1952年起较大面积使用化肥。

二 民国23年(1934)
’

8月26日(农历七月十八日)地震。半夜，东乡沩山、赤竹岭、老鸦山、北乡

漆家坳、板杉铺一带，墙壁什物波动，隆隆作响，历时甚久。

民国24年(1935) ，

’

9月，县政府颁布《森林法》，并布告各区，保护林产，培植荒山、荒地。

民国28年(1939)‘

宪兵团长方涤瑕督兵在县城青云山修建后乐公园，日军侵醴荒废。 ．

民国35年(1946)

东、南、西、北四乡老虎伤人畜，仅8月前后，人畜被咬吃达百余，乡民谈虎

变色。
．’ ，

民国38年(1949)

2月26日，县政府发布沿街植树规定。

，1952年、

全县农田施用农药77担，农民购入农药器械368件，主要施用六六六粉

剂。
7

‘

1956年

10月，县人委在板杉河流域整治水土流失示范工程，兴建土石谷坊495

处，造林13万株：

1957年

瓷器烧成由木材开始改用烧煤。 、

1958年
．

醴陵大炼钢铁，县在黄沙乡设厂建炉，动员全县烧木炭供炼铁，共烧木炭



12837．693吨，拆合木材32亿公斤。

全县动员10万劳力，兴修水利，共完成土石方1000多万立方米，劳动工

日1000多万个。兴建大中型水库4处，小型水库55处，塘坝及其它水利
工程1123处。

1959年 。

森林严重破坏，鸟类资源减少，松毛虫恶性繁殖。4月县成立防治松毛虫

指挥部，开展防治松毛虫群众运动。

1960年

10月23日凌晨，夏坪桥大队徐祠生产队，刘清连女儿被老虎咬走，搜山

发现女孩两条腿及血污碎衣。

1962年
。

一

群力瓷厂引进日本余热蒸气练式干燥烘房设备，代替原室式煤坑烘房，节

能能源，减轻污染。

1965年
‘

10月21日，成立醴陵县城区环境卫生管理站。

1972年

5月30日，中共醴陵县委批转城关镇《关于整顿市容和加强管理的规

定》。

国光瓷厂建成第一条隧道窑窑背锅炉(1吨)

1974年

省属瓷厂部分窑炉开始烧重油或煤油混烧。

1978年 j
’

t

全胜瓷厂建成第一条窑背烘干机，减少煤耗，减轻污染，获县科技奖。

1979年
“

5月，醴陵县环境保护办公室成立。是月醴陵县沼气办公室成立。

群力瓷厂淘汰2台旧式锅炉，投资39万元，添置3台KZJ4一B型锅炉，

备有除尘设备，提高热能15％，推动了城区锅炉改造。



1980年

2月召开县环境保护工作会‘议，8月，开始对全县企业单位征收超标排污

费。

渌江电瓷厂使用一元化含铬废水净化器治理含铬废水。潘家)中铅锌矿选

矿废水污染农田。

1981年 ‘

5月，成立“醴陵县环境科学学会"，会员42人，选举邹署财为理事长。

星火瓷厂率先建成，使用瓷泥废水沉淀池，回收瓷泥。

1982年 ，

2月，县对工农兵饮食店、副食品中心加工厂、新胜瓷厂、蚊香厂四个单位

向渌江河倾倒垃圾罚款760元。

5月，县环境保护监测站成立，当年进行大气、水质等常规监测。

6月，富里公社发现亏豹一只，同年秋南桥公社南桥大队林场场长瞿成社

发现一对小花豹。
一

9月，全县鼠害成灾，损失严重。据典型调查，户平损失稻谷100公斤左

右，老鼠密度为人口的15倍。

9月23日，县环保办召开环境保护学术讨论会，讨论和通过了《醴陵县环

境质量调查报告书》。
7

国光瓷厂被评为省环境保护先进单位。

县完成了潘家冲铅锌矿矿外部环境部分状况调查。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醴陵人口829842人，自然增长率11．62‰，人口密

度每平方公里385人。

根据湖南省关于每年4月1日至7日为全省“爱鸟周”，4月1日为“鸟节’’

的决定。醴陵从1983年开始每年4月进行爱鸟的宣传活动。

国光瓷厂率先对三台(每台2吨)手工投煤锅炉改造为往复炉排机械投

煤，年节煤1000吨，烟气降至1级以下。

12月26日县在城区烈士塔大队电器厂召开圆窑余热利用现场会。



1 983年

元月11日，县在力生瓷厂召开环境保护科学学会。对该厂助理工程师邬

建国设计的《瓷业窑炉从耙式颗粒除尘器》开展讨论，通过鉴定。 。

元月19日，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发《湖南省征收排污费和污染环境罚款实

施办法》。以此标准对全县企业单位征收排污费。

2月，县人民政府发布“城镇规划管理办法"。

3月，省环保局统一布置酸雨监测。县城区布点三个，第一次测出酸雨，

PH值为5．4，当年频率为48．4％。
‘

7月2日，城关镇化工原料厂因自来水停水，一缸40公斤的三氧化二铬

溶液被倒吸入自来水管道，使周围8480米管道水质严重污染。给予停产

搬迁，并罚款1000元。

8月，石膏粉厂建成，各瓷厂停止炒膏，减轻了粉尘污染。

醴陵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停止购迸农药六六六粉。

国光瓷厂被评为轻工业部环境保护先进单位。

9月．环境保护办公室由城西建委院内搬至大桥北路32号新建办公、宿

舍檀。楼房总面积1266．15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535．44平方米，居住用

房730．71平方米。

力生瓷厂建成瓷业圆窑烟气颗粒除尘器。

1 984年

2月，县召开全县环境保护工作总地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单位30个，先进

个人77人。
。

是月，县机构改革，环境保护办公室与建委合并，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

全县开始推广国光瓷厂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企业管理和醴陵陶瓷厂企业实

行承包责任制同时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的经验。

4月1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强保护蛙类、蛇类的布告》。县人

民政府翻印1万份分发各地宣传。

4月起至1 986年6月，全县推广省柴、省煤灶达140833户，占总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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