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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言

《肇庆环境保护志》出版了，这是记述从1973年开始的二十年

’来肇庆市环境保护史实的专业志书。

修志编史，是盛世之举。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之方针的

指引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

向新的历史时期，促进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肇庆市的环境保护事
．业，经历了创业、发展的历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肇庆市的社

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历届市委、

市政府领导重视的结果，是各行各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热情支持环保

事业的结果，是全体环保工作者不畏艰难、辛勤劳动的结果。“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将肇庆市环境保护事业的过去和现状，如实

记载下来，编写成志书，为今后提供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资料。

在肇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在《肇庆环境保护志》编纂

委员会的领导下和市、县环境保护局的支持下，从1992年拟订志

书篇目开始，历时近三年。编写人员辛勤工作，搜集资料，精心编

写，完成了《肇庆环境保护志》编纂出版的任务。本志承蒙肇庆市

档案局、统计局、林业局、水电局和端州区档案局、水电局等有关

单位，提供资料、数据，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

意!

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历史资料不全，错漏和不足之处，恳请

各届人士给予指正。

·王子葵

1994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通过的《新

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为准则编纂。
，

二、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除追溯肇庆市历史上环境状况外，

本志的断限时间，上自1973年起，下限至1992年。

三、志书的内容；以肇庆地区、肇庆市环保部门的工作情况以

及肇庆市城区环境保护情况为主，兼写各县、区的环保工作情况。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以事分类，横排纵述，以志为主体，
配以图、表、述、记、录。

五、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个部分组成。共分6

篇、29章、81节，节下分一、二、三⋯⋯，(一)、-(二)、(三)⋯⋯，

1、 2、 3、 ·-····， (1)、 (2)、 (3) ······。

六、凡历史地名、机构名称按当年的称谓记述，人物称谓一般
直书姓名。名词、述语均用全称，以后需要缩写的第一次出现时注

明简称。

七、年代、月、日和记数与计量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名词、

专用词中的数字使用汉字。志书中的化学符号、科技用语要书写清

楚，并尽量使用中文名称，或中(英)夹注。

八、志中1989年前所述的《环境保护法》j是指1979年9月

13日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90年
以后所述的《环境保护法》，是指1 989年12月26日国家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九、引文原文照录，加引号，力求准确无误。并注明出处，方

式一律采用夹注。

十、本志采用的资料，数据来源于肇庆市档案馆、端州区档案

馆的馆藏资料，市环保局、市环境监测站的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单位

提供的资料。各项统计数字均用市统计局和本局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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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述 ·1·

仿一1

肇庆市，春秋战国为百越地，梁天监六年(507年)设高要郡，隋开皇九年(588

年)置端州，宋重和元年(1118年)改称肇庆府。解放后为西江专区、粤中地区、高要、

江门、肇庆专区、肇庆地区．1988年3月肇庆市升为地级市，辖高要、四会、广宁、怀

集、封开、德庆、郁南、罗定、新兴、云浮10县和端州、鼎湖两区。

肇庆位于广东的西部。地势北高，西、南次之，均向中、东部渐低。北部多高山，肇

庆境内海拨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60座。西江干流横贯中部，三茂铁路、广海北线公路

贯穿境内，水陆交通方便。全市总面积22697平方公里，据1992年统计，全市有家庭户

131．72万户，人口568．74万． ’，

西江，珠江流域最大水系，发源于云南马雄山，经广西梧州流入肇庆境内经过5县

两区，境内干流长225公里，从高要县的下塘出境流入佛山市。西江的水量主要来自广．

西、云南、贵州等省区，高要水文站以上的集水面积为35万平方公里，年平均迳流量为

2215亿立方米。肇庆市有69％的面积属西江流域。 ·

． 肇庆的地理位置优越，北回归线横贯境内中部，属亚热带气候，平均气温

20．7℃----22．o℃。全市多年平均雨量为359．33亿立方米，年雨深1589毫米。年内降’

雨量最多达2155．9毫米，最少仅949．4毫米。气候温和多雨，极宜植物长年生长，植

被发育，森林繁茂。由于认真抓好绿化造林，1992年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60．02％。位

。于市区的鼎湖山和封开县的黑石顶两个自然保护区，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这里动

植物资源丰富，有不少驰名世界的珍贵种类，是南亚热带地区的物种宝库。

肇庆的资源丰富，云浮硫铁矿储量居全国首位，黄金产量占全省八成以上。土特产

巴戟、香粉、桂皮、桂油、松香的产量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此外，端砚、花席、肇

实、剑花也闻名国内外。 一

肇庆有风景秀丽的星湖和环境优美的鼎湖山风景区，被定为国家级对外开放风景旅

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全市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2505419万元，比1949年(85414万

元)增长28．30倍。‘比1979年(379926万元)增长5．59倍。1992年工业总产值1720615
一

万元，比1949年(6093万元)增长281．4倍，比1979年(121666万元)增长13．14

．?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概述

1992年全市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排放的情况是：工业废水排放总量7553

万吨，比1982年(4005万吨)增加88．6％。废水处理率从1982年的36．8％提高到1992

年的67％，废水处理达标率1992年为41％。工业废气排放总量2048995万标立方米，是

1982年(473968万标立方米)的4．32倍，经净化处理的1570119万标立方米，处理率

为76％。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123万吨，是1982年(76．56万吨)的1．63倍。

肇庆市城区大气环境状况属轻污染。主要污染物是降尘，1982--1992年的11年，年

月平均为9．36吨每平方公里月，超标17％：其次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仍属清洁水平。

酸雨出现频率增大，降水pH值最低值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机动车

‘辆。据统计，1992年市城区机动车辆已达到27299辆，比1981年(3401辆)增长8倍。

1982--1992年间，西江肇庆市河段的水质监测，大部分污染物含量低于国家地面水

I类水质标准。有害污染物镉、铅、六价铬、氰化物历年没有检出。在检出的项目中，浓．

度上升的有：pH值、悬浮物、‘总硬度、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和砷．呈下降趋势

的有高锰酸盐指数。从总体上看是好的，还没有恶化的迹象。

星湖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湖的面积6．49平方公里。水质有机物污染严重的主要

是里湖，其他湖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有机污染，未受有害物质污染。从总体上说水质尚

、属清洁，大气环境良好。鼎湖山风景区的环境状况，自然保护区内的水质、大气质量属

清洁水平。风景旅游区内的水质，细菌指标沿程分布由上而下有污染加重的变化，大气

质量属轻度污染。

‘肇庆市城区的区域噪声水平偏高，，1989--1992年连续四年均超国家二类混合区标

准。在120个测点中，有111个高于上述标准，占总数的92％。噪声源主要来自交通噪

声，其次是工业和生活声源，近几年来在逐步增大。 ．

肇庆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从70年代初起步。1973年以前的环境保护工作，，由肇庆地、

市治理工业“三废”领导小组和增产节约办具体负责。1973年首次全国和全省环境保护

会议先后召开，肇庆地区和肇庆市传达贯彻这两次会议精神，并成立环境保护机构，开

始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历程。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肇庆的环境保护工作者，为肇庆

市的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作出了贡献。
。 ，

二十年的环境保护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3年至1979年，是边组建机构，

边宣传发动，边治理“三废”的起步阶段。1973年和1975年分别成立了肇庆市革命委员

会环境保护办公室(简称市环保办公室)和肇庆地区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地

区环保办公室)。这时工作的重点是学习、宣传、贯彻国家和省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精神，

贯彻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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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通过各种会议、展览会、电影、刊物、资料等进行宣传，大大地推

动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体工作抓工业废水的综合利用，锅炉消烟除尘，电镀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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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无汞仪表的推广应用。同时，建立了肇庆地(市)环境环保监测站

(市)环保监测站)，各县也在工交办公室内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兼管环境保护

污染的企、事业单位也有兼管环保的机构或人员，形成了上下左右的环保工作网络，为

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 ：1，

一。1979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简称

环境保护法)后，至1984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前，肇庆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

强化环境管理，以管促治，管治结合的阶段。1980年3月29日，肇庆地区环境保护领导

小组(简称地区环保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市、县在四月份集中一段时间宣传、贯彻

《环境保护法>，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强

大动力推动下，肇庆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形势下，肇庆的

环境保护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各县普遍建立和健全环境保护机构，切实搞好自身建

设，．建立各项栽度，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二是开始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相结合的

手段管理环境。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布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和誓广东省征收排污

费实施办法》，各县(市)开展征收超标排污费的工作，促进企业的污染治理。三是贯彻

执行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广东省消烟除尘管理暂行条例：}、鬈广东省防治电镀工业污

染管理暂行条例》等环境法规。”肇庆市及各县都认真地抓了锅炉消烟除尘和电镀厂点的

调整布局及电镀废水的治理。四是贯彻执行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项目必须执行。三同

’时”(防治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规定，防止新污染的

产生。五是贯彻。鞍山钢铁厂治理‘三废’的经验一，总结推广肇庆市运输公司淘汰简易

柴油汽车i减少污染，增加经济效益的经验。以及高要水泥厂结合技术改造，消除污染，

回收水泥的经济、．环境双效益的经验。 ．、
二

’

．

’

1984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立了。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以后，环

境保护工作进入了全面管理的阶段。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肇庆市的经济高速

发展，乡镇企业不断扩大，环境的污染也从城市扩展到乡镇。为适应这一新形势，使环

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提出“环境保护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

作”的要求。肇庆市及各县推行各级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市城区开展了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的工作，每年检查总结公布一次，使城区环境污染有所控制。继‘环

境保护法》和‘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颁布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规定》、《国务

院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噪声管理防治条例》等的颁布施行，

省、市、县人大多次组织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使全市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增

强了环保法制观念。在“六五”、“七五”计划期间，肇庆市城区环境保护规划纳入了城

市建设总体规划，注意功能分区，工业合理布局，使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基

本能同步进行。随着环保事业的发展，环保队伍不断壮大，自身建设不断加强。1992年

底，肇庆市及县、区环保机构均成立了环保局，环保队伍有191人。还充实了环保监测机

构，加强了监测手段，认真培训环保管理人才及其它专业人才，提高业务素质。建立和

健全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开展广泛、j深入的环保法规和环保知识宣传教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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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肇庆市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3年增长6．87倍，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73年增

长20．77倍。但由于加强了环境保护工作，使重点污染源得到控制，部分环境污染指标

有所降低。据1992年的监测，肇庆市城区大气环境质量基本保持国家二级标准，珠江干

流西江和绥江水质达到国家地面水I类标准，符合饮用水源标准，星湖水质也能保持国

家地面水I类标准。在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全市的环境质量

总体保持相对稳定，为全市的经济建设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条件。

!二十年来，肇庆市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基本经验有：1、各级领导重

视，确立环境保护是基本国策的意识，把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及环境目标责任制列为各级

政府和企业单位领导的基本职责之·。列入议事日程，统筹安排，是搞好环境保护工作

的关键；2、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强化监督管理，积极推行。八项”(排污收费、“三同

时”、环境影响评价、．污染限期治理、环境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

染集中控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环保制度，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搞好监

督管理}3、’广泛、深入开展环境宣传教育。通过各种形式和利用一切宣传阵地，向社会

各界宣传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普及环保法规，进行环境科学知识的教育，提高全民

的环境意识，4、坚持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通过

调查研究以后，实行限期治理，转产或搬迁的办法，使新老污染源得到较好解决。每年

，办三、五件群众看得到的实事，是密切党群关系和树立环保良好形象的重要工作；5、搞

好环保部门的自身建设，建立和健全环境保护机构，不断提高环保人员的素质，增强环境

管理、监测手段。‘

肇庆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全体环保工作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艰’

苦奋斗，团结拼博，勇于探索，认真实践的结果。这不仅造福当代，也将惠及后世子孙。

二十载风雨兼程，回首往事，感到自豪与欣慰。“经济要发展，环境要改善”．今后的任

务仍很艰巨，任重而道远，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迈进，为

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而努力奋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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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

7月，肇庆地区治理工业。三废”领导小组，对肇庆地区化肥厂，肇庆电化厂的工业

废气污染情况作调查，制订《肇庆地区治理工业“三废”规划》6

8月，在地区治理工业“三废”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对西江及其主要支流(贺江、罗

定江、新兴江)和绥江进行水质情况调查。

10月，肇庆地区、肇庆市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和广东省第一次环境保护会

议精神。

．11月16日，肇庆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肇庆市革委会环境保护办公室。

1974年
’

2月，肇庆地区革委会环保领导小组成立，地委常委李岷泉任组长。撤销肇庆地区治

理工业“三废?领导小组。
、

6月10日，肇庆市革委会环保办公室向市领导和省环保部门报告《关于工业。三

废”污染初步调查的情况反映》。 ，

7‘月2日，省环保办公室下达当年环保监测站基建及仪器设备费6万元，开始筹建肇

庆地区(市)环保监测大楼。省以后每年续建追加土建及仪器设备费共30．90万元，1978

年建成投入使用。‘ 一．

～

12月15日，省革委会通知，经肇庆地区行政公署批准，成立肇庆地区(市)环境保

护监测站，事业编制15人。 ．．’u

7J r

J

1975年 ‘．
。

一’

4月9日至11日，肇庆市革委会环保领导小组召开环保工作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

欧伟明传达省环保会议精神。

6月12日，云浮硫铁矿因大雨形成泥石流，毁坏农田6000多亩，赔偿农民损失62万‘
一

一
．

兀。

同年秋，肇庆电化厂、化纤厂发生工业废水污染农田事故，受害面积159．9亩，赔

偿农民损失共1．’00万元。

10月31日，肇庆地区革委会环保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
一

，

‘

1976年 1。

6月12日，肇庆地区环保领导小组和地区计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市编制《肇庆

地区“五五”期间环境保护建设规划》，县、市均于1977年底编制上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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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至10月，肇庆地区环保领导小组与地区电影公司联合安排，在各县电影院巡泡

放映环境保护方面的科教片两组：第一组‘保护水源>等，于7月6日至25日映出；第

二组《消烟涂尘：》等于lo月12日至26日映出．

1977年

4月27日至5月3日，肇庆电化厂敌百虫车间废水污染睦岗公社棠下等生产大队的

农田，受害面积619亩，赔偿经济损失1．25万元。 。
、

6月30日，肇庆地区环保领导小组把近几年基建项目执行“三同时一制度情况，向

肇灰地区革委会报告．

1978年

5月15日，肇庆地区革委会办公室通知，地区环保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地委副

书记王荫轩任组长。 。

5月18日至22日，肇庆地区革委会环保办、工交办和科教办，在德庆县召开全区工

业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会议，参加会议有150多人。

8、9月份，肇庆地区环保办和市环保办对肇庆市城区国营、集体工业企业的重点污

染源进行检查。 ．

11月10日至12月10日，肇庆地区环保办、卫生局和水电局共同组织，对西江肇庆

河段及其主要支流【贺江、罗定江、新兴江)和绥江水质进行调查监测，同时对沿江34

间工厂作重点调查。
，

●

‘

1979年

3月31日，肇庆市革委会转发市环保办公室<关于肇庆市环境保护规划要求和意

见》。 ，

6月13日，肇庆地区革拳会通知，对地区环噪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充实，副专员

卜翰输任组长．．

同年秋，肇庆地、市环保办共同主办肇庆市环保展览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展览大厅

’展出，有1．10万人前往参观。

是年，肇庆市化工颜料厂采用化学混凝沉涎法和物理过滤法，处理含铅、铬废水达

标排放和回收铬黄颜料。
、

?：

? ) ．

1980年1 ．

1月，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珠江水系监测点，议在西江高要水文站监测断面，由广东省
， 环境卫生监测站开始采样监测。

’

1月，肇庆地、市环保办、卫生防疫站和广州医学院等9个单位组成。肇庆市环境质

量评价科研协作组”，开始对星湖风景区的水质、大气环境质量等进行调查监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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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月底完成监测与评价任务。 ·，

3月1日，省环保办公室通知，下达新建肇庆地区环保监测站大楼计划，1981年开

始筹建，1985年6月1日竣工投入使用。建筑面积为1170平方米，总投资27万元。．

3月7·日肇庆地委组织部通知，建立肇庆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为科级事业单位，编

制15人。 ．．

。

5月2,0日，肇庆地区行署办公室通知，地区环保办原由地区经委代管，改为地区建

委代管．并要求各县尽快成立环保机构，归口当地建委代管。

8月?3日，肇庆市环境科学学会成立，会员72人。

10月8日，经肇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肇庆市环保办发出《关于限期更换简易柴油汽

车的通知》，要求从1982年元月1日起，禁止简易柴油汽车在市区行驶。至1982年2月

底，简易柴油汽车全部更换完毕。 ，。

·

是年，肇庆轴承厂从星湖风景区搬迁至端州二路妒东工业区。

1981年

2月11日，肇庆市人民政府颁发《肇庆市排污收费规定(试行)》的通知。
。

． 3月18日，肇庆环境科学学会开展学会活动，到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参观《人与生物

圈》观测站。
’

、
．

。 3月19日；肇庆地区行署发出《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尽快建

立健全环保机构，加强对建设项目和污染治理的管理，积极试行排污收费制度。

4月下旬，肇庆市，民政府召开排污迢标准收费会议，宣布第一、二批试行收费的单

位31个。
．

．

5月21日，肇厌地区行署对执行排污收费规定发出通知，当年先在肇庆市、罗定、郁

南、怀集县试行，次年其余各县陆续实行。

7月初，地区行署召开环保工作会议，各县由一名副县长带队参加。地区环保办主任

陈华作报告。省环保局长金阳和地区行署副专员、环保领导小组组长卜翰输参加会议，并
‘

●

讲了话。

是年，肇庆市开始试编1980年环境质量报告书。

1982年、 ～
：

4月10 E，地区环保办、经委、建委联合召开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传达贯彻国务，

院总理的重要批示和学习鞍钢环保工作经验。

7月10日，肇庆地区环保办、林业局、地区化肥厂和北岭山林场联合组成调查组，对

龟顶山林木受害情况进行调查。原因是地区化肥厂氟里昂车间漏气，使湿地松、台湾相

思等树木枯死面积达100多亩。 -

7月21日，肇庆地区环保办经过对郁南县都城镇、封开县平凤公社砒霜生产情况的

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肇庆地区行署8月t6日批转地区环保办《关于砒霜生产污染环

境情况的报告》，11月23日至27日，清查了郁南、封开、怀集三个县的砒霜生产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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