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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客观条件，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保护既

是保护我们的生存空间，也是保护我们的社会未来。

作为一项新兴的事业，我县二十多年来环境保护工作的开拓和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的起伏波折，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我们的环

保人付出了努力，付出了艰辛，也付出过代价。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逐渐深入人

心，我县的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单纯的“三废’’治理发

展到城市污染的治理，由单项工程的治理发展到区域、流域的污染综合

防治；由污染源监督的事后管理发展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

制度的全过程管理；由单纯达标治理发展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由工

业污染防治发展到生活源、农村面源污染的全面防治。环境保护的范围

在不断扩大，环境管理的制度在不断完善，环境管理的手段在不断丰富，

环境保护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这无疑为我们更加科学地管理环境，协

调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本志书忠实地记载了我县环境保护事业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既

令我们振奋，也让我们深思，更觉得如今我县环境保护事业的大好局面

来之不易。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县的环境必将承载更大的压力，我们

的环保人也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但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

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我们的环保事业必将再上台阶，创造

新的辉煌。

喾嚣嚣黧关玲17乐至县环境保护局局长歹、’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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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乐至县环境保护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翔实资料，实事求是记述乐至

县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变化和成就，力求突出时代和地方特点。

二、本志用章、节、目结构，横排竖写。

三、本志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从事物发生、发

展，依时记述。

四、本志断限时间为1981年一2005年。

五、本志以公元纪年，乐至县简称“县’’，环境保护局简称“局"。

六、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字和标点符号以现代汉语为规

范。计量单位、专用名词和术语以国家统一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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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乐至县环境保护局(简称环保局)于1981年4月成立，为政府一级局

机构，庄义祥任副局长主持工作，编制5人。1984年1月，县进行机构

改革，环保局更名为环境保护办公室，降为二级局机构，与建设局、沼

气办合并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1989年12月，环保机构从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局分出单独设立，恢复环保局名称和一级局机构，内设办公室，

并建立环境监理站、环境监测站两个事业单位。1996年9月，县进行第

二次机构改革，环保局为县政府序列外一级局，由县建设委员会管理。

2001年12月，县实行第三次机构改革，环保局列为县政府组阁局。1990

年_2005年，环保局由邓大禄、林春华、刘利华、吴榆川先后任局长，

1981年一2005年，环保局(办)先后由庄义祥、林荣、毛宝康、文祖钻、

罗宣全、段绪安、毛鸿、张建军、陈代虎、李群英、余长青任副局长(副

主任)。2005年，环保局内设办公室、建管污控股，下辖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测站两个事业单位。

1981年一1983年环保局的党组织和群团工作由县计划委员会统管，

1984年一1989年，由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统管。1989年12月环保局

党组成立，至1996年6月邓大禄任书记，罗宣全、段绪安为成员；1996

年9月一2001年12月，局党组撤销，2001年12月恢复局党组，2002年

5月—2005年12月，刘利华、吴榆川先后任党组书记，陈代虎、李群英、

余长青、向丽华为成员。2005年9月，环保局设纪检组，向丽华任组长。

1990年8月环保局党支部成立，先后由邓大禄、林春华、李群英任书记。

局工会1990年4月成立，罗宣全、林春华先后兼任主席，冉定经任副主席。

一1一



·乐至县环境保护志·

环保局按照“八项制度"，依法实施环境管理。

基本建设“三同时"制度。1986年起，对县内新建、改建、扩建和

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基本上做到了污染治理设施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运行。1991年-2005年，随着人

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环境执法力度不断增强，“三同时"执行率不断

提高。“八五’’期间，应执行“三同时"制度项目共25个，实际执行19

个，执行率76％，未执行“三同时"制度的6个项目均是乡镇企业；“九

五”到“十五"期间，应执行“三同时"制度项目共434个，实际执行

434个，执行率100％。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

理：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要求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环

境影响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则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2002年前，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全县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执行情况较差，主要表现为“先上车后买票"甚至“上了车不买票”，

即使申报了也不按环评等级编报。2002年《环境影响评价法》颁布实施

后，局加强了环评制度的执行力度，2004年和2005年，开展了清理整顿

建设项目未执行环评制度专项行动，清理出2003-2004年应执行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项目91个，未执行环评制度的项目9个，对天池藕粉公司未

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作出了“榨藕生产线停止生产”

的行政处罚，此举对其它8个违法项目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都补办了

相关环评文件。2005年，全县审批建设项目55个，报送市局审批环境影

响报告书2个，县局审批环境影响报告表3个、环境影响登记表52个。

排污收费制度。1981—2005年，全县共征收污水排污费和超标排污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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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费447．885万元。20世纪80年代，执行“单因子、超标收费’’制度，排

污费征收单位主要是国营、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1991年从砖瓦行业开

始全面征收乡镇企业排污费；1992年开始征收个体屠宰排污费；1997年

开始征收建筑噪声排污费和“三产业排污费。2003年开始按“排污即收

费、超标加倍收费、多因子收费’’原则，全面征收排污费。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制度。1990年，县长代表县政府首次与市政府

签订《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1993年、1997年、2002年三届政府均与

内江市和资阳市政府签订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1997年，县长唐永良

与各乡镇政府和县18个部门签订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成立了县环境

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领导小组，年底进行量化考核，实施奖励。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1992年，内江市政府对县政府实

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对大气环境、地面水环境、噪声控制、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理以及城市绿化五个方面20个指标进行量化考核。

县政府对有关单位下达城市环境整治目标任务。市对县政府两届考核，

分别得80分、86．5分。2000年，停止对县级政府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

考核。

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1986年—2005年，县政府对企业下达限期治

理通知6次，共对19个(次)企业作出限期治理决定，天池纸厂、银兴电

镀厂、针织厂印染车间、乐至县纸厂等企业被取缔，磷化工公司、县水

泥厂、兴华水泥厂、德发公司等企业在限期内得到治理，对减轻或消除

污染源的污染，改善环境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其中1997年取缔“十五小"

企业和1999年的工业企业“一控双达标"以及2004年的治理污染专项

行动是下达限期治理通知比较集中的三个时期。

排污许可证制度。1997年，县开始对餐饮娱乐等“三产业"进行环

境登记，办理环境登记的企业(店铺)261个。至2005年，全县共办理排

污申报登记的企业360个，其中水污染物申报登记160个、大气污染物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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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环境保护志·

申报登记190个、固体废物申报登记10个。

污染集中控制制度。县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方面的实践，主要有县城

集中供气工程、烟尘控制区和噪声达标区建设。1982年，县酒厂建成

1000M3沼气发酵池两口，日产沼气200M3，供酒厂锅炉、发电、职工家

用等，酿酒废水的各项污染指数大为下降，获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注意和重视。1987年县开始

尝试民用沼气集中供气工程获得成功，至1992年9月，共发展沼气用户

3600户，占县城的60％，县城天池镇被誉为“沼气城"。之后，酒厂停产，

沼气因无原料而停供。1992．-1998年，利用沼气输送管道输送水煤气供

居民使用。后引入天然气成功，1998年12月一2005年12月，共发展天

然气用户15000户，气化率达86％。集中供气工程，对减少燃煤、净化

空气起到重要作用。1994年县政府划定了天池镇烟尘控制区和噪声达标

区的范围。1998年10月，天池镇噪声达标区经市环保局验收被确认。2005

年，天池镇噪声达标区和烟尘控制区均达到4．9平方公里。

1986年—2005年，县域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大气质量不断提高。1990年大气环境质量，二氧化硫日平均值在O．01

—0．50mg／Nm3的范围，日均值超标率46．7％；1995年，二氧化硫日平均

值在O．045—0．634mg／Nm3的范围，日均值超标率60％；1997年，二氧化

硫日平均值在0．020一1．089mg／Nm3的范围，日均值超标率22．2％；2001

年。二氧化硫日平均值在0．017一O．021刚m3的范围；2005年，二氧化
硫日平均值在0．043—0．080mg／Nm3的范围，已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1990年，空气中总悬浮微粒日平均值均在O．30mg／Nm3以上，日

平均值超标率100％：1995年，总悬浮微粒日平均值在0．03—0．40mg／Nm3

的范围，日平均值超标率13．3％，未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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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悬浮微粒日平均值在0．02—2．15mg／Nm3的范围：2001年，总悬浮

微粒日平均值在0．16—0．18mg／Nm3的范围，未超标；2005年，，总悬浮微

粒日平均值在0．090—0．135mg／Nm3的范围，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

标准。

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1991年一1994年太极河水质监测设4个断面，

监测指标23项，按地面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评价：6项指标超标的有4

个断面，4项指标超标的有3个断面，1个指标超标的有2个断面；1997

年太极河各断面均超标的项目有3项，3个断面均超标的项目有2项：2

个断面超标的有1项；2001年各断面均超标的项目有6项，1个断面超

标的项目有3项；经过“一控双达标’’和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水质得到

改善。2005年水环境监测点改为蟠龙河和阳化河出境断面，两条河流各

项指标均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水库水质按II类标准评价：1993年

一1994年按大坝、库中、库尾设三个监测点，监测项目有36项，八角庙

水库超标2项，基本能满足饮用水水源水质要求，蟠龙河水库超标6项；

1997年八角庙水库超标2项，基本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要求；2001年

八角庙水库有6项指标超标，水体呈富营养化趋势，主要是网箱养鱼所

致，蟠龙河水库有9项指标超标，水体的富营养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主

要是肥水养鱼及上游生活污水所致；2005年，八角庙水库除氨氮略有超

标外，其余指标均达到地表水II类水质标准(GB3838—2002)，基本满足

饮用水源水质要求。

县域环境噪声不断改善：1996年，县进行了县城区域环境噪声普查。

采用100×100米网格布点，测得平均等效声级(昼间)为51．5dB(A)，89．9％

的区域在60dB(A)以下；2000年县城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昼间为

54．3dB(砷，夜间为43．0dB(舢，均达到国家标准；2005年，区域环境噪

声等效声级还有所下降。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在川鄂中路城区段设3

个测点，1995年平均等效声级(昼间)为75．5dB(A)，．各路段均超标；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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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城市道路交通平均噪声等效声级昼间为69．2dB(砷，夜间为53．8dB(舢，

均达标；2005年，城区道路交通平均等效声级昼间为66．9dB(A)，较2000

年又有所下降。

四

20世纪80年代以前，县工业企业很少，无规模养殖业，居民废物外

排极少，县域基本上没有遭受到污染。80年代初，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大

办工业”，尤其大办乡镇(原叫“社队”)企业，要求包括环保部门在内的

行政主管部门为乡镇企业“开绿灯"，或实行“先上车，后买票"(其实就

是“不买票”)的政策，致使县域环境遭到污染，至90年代初期，环境遭

到严重污染。

水质污染最为严重：1985年县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123．5万吨，其

中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氟化物等污染物约1100吨；1989年县工业废水

排放量269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等2164吨；1995年，县工业

废水排污总量320万吨，比1989年增加51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悬

浮物2265吨。县域水质遭受严重污染，太极河的水体已丧失使用功能。

通过一系列治理，到2005年县工业废水共排放42．85万吨，仅相当于80

年代后期的五分之一。

1985年全县工业企业排放废气约3亿标立方米，废气中含污染物

1584吨，其中二氧化硫800．89吨，烟尘338．24吨，氟化氢266．16吨，

氮氧化物266．16吨，一氧化碳39．65吨，硫化氢O．15吨，铅0．04吨，碳

氢化合物12．1吨；1995年，县工业企业废气排放量15．3亿标立方米，其

中二氧化硫1789吨，烟尘4021吨，工业粉尘1207．79吨，氟化物49．63

吨。通过治理，2005年全国工业污染源调查，县工业(含乡镇工业)排放

废气50935．77万标立方米，其中二氧化硫624．04吨、烟尘1032．66吨、

工业粉尘3264吨、氟化物16．83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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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县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14500吨，其中固体废弃物6500吨

(炉渣4300吨、工业垃圾2200吨)，有害废弃物8000吨，历年堆积量25000

吨；1989年，县产生工业固体废弃物17760吨，无危险废物，综合利用

量13070吨，处理处置量80吨，无外排；1995年，县企业工业固体废弃

物总量36200吨，全部综合利用。2005年，全县工业(含乡镇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4195．1吨，综合利用4158．1吨，排放量37吨，综合利用率

为99％。

五

县采取措施，积极治理环境污染。

污水治理。1985年，全县已投入资金79万元，用于酿酒废水、造纸

废水、染织废水、含油废水的治理，建成污染治理设施6套，年处理废

水17．32万吨，占应处理废水量的55％；1995年，全县建成污水治理设

施17台(套)，其中正常运行的14(套)，年处理废水57．8万吨；1996年，

根据国家关停“十五小’’企业的政策，全县依法对天池纸厂、银兴电镀

厂、县针织厂印染车间实行关停，对位于三星桥乡的县造纸厂作出改产

再生纸、并限期治理的决定，加之县酒厂停产，年减少废水排放量132

万吨。1999年，按照国家对工业企业实行“一控双达标"的部署，县对

6家企业下达限期治理通知，磷化工公司完成了用硫磺制酸代替硫铁矿制

酸的技改任务，实现了无冲渣废水排放；燃气公司天然气引输工程竣工，

水煤气制气过程中产生的含酚废水污染得到彻底解决；德发公司完成了

含油废水治理；对逾期治理未达标的县造纸厂作出关闭的决定。全县顺

利完成了“一控双达标"任务，年减排废水130万吨。2000年，县进一

步加强了对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力度。2004年县对境内的5家市控企业、

3家省控企业进行了专项治理。2005年，全县共有污水处理设施74套，

其中正常运行的74套，污水治理总投资218．48万元。1986年-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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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共建城镇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821处，总容积21469m3，年处理污水

193．2万吨，县城生活污水处理率达80％以上。

废气治理。1985年，县完成工业锅炉和炉窑污染治理项目6项，建

成(安装)锅炉烟气除尘器4套、炉窑除尘装置2套，烟气色度均在林格曼

二级以下；磷肥厂完成化工废气二氧化硫回收塔1套，实现二氧化硫达

标排放；县水泥厂完成水泥粉尘回收装置1套，水泥粉尘回收率可达50％。

1995年，县有废气处理设施22台(套)，年处理废气122720万标立方米，

占废气排放量的80％。1997年，全县已建成并保持运行的废气处理设施

23套，全部正常运转。2003年磷化工实业公司进行了废气治理，实现废

气达标排放。2005年市控企业祥飞丝绸公司实施了锅炉改造，并顺利通

过达标验收；县政府对两个省控重点污染企业一嘉力水泥公司、兴华水

泥厂下达了限期治理决定书，当年两个企业均完成了粉尘治理并通过验

收。县在工业废气的治理上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效果不明显。一是

20家砖瓦业均属重点耗煤户，由于工艺原因，其废气多不具备治理条件；

二是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多数规模都很小，炉窑系敞开式燃烧方式，目

前无适用技术进行治理。

1997年以来，环保局加强了对餐饮业的油烟和煤烟影响周边居民的

管理工作，指导业主(企业)做好治理工作。2000年，已将全城206家餐

馆(小吃126家、火锅42家，中餐38家)纳入管理，108家完成了油烟治

理。环保局配合燃气公司大力推行清洁燃料，2000年，县城已有天然气

用户8000余户，仅当年新增就达1800户，其中单位食堂和餐饮业新安

天然气40户，县城清洁燃料普及率78％以上。2005年，县城天然气用户

达15000户，清洁燃料普及率86％。

固体废物治理。1985年，全县一般固体废弃物产生量0．65万吨，其

中工业垃圾填埋处置0．22万吨，锅炉渣制煤渣砖利用量O．4万吨，填埋

处置0．03万吨；有害废弃物是县磷肥厂的化工废渣，产生量0．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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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填埋处置0．1万吨，作水泥原料回收利用0．1万吨。1989年，全县工

业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17760吨，无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3180吨，处

理处置量80吨，无外排。1995年，县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3．62万

吨，综合利用3．252万吨，有废渣处理设施5套，均保持正常运行。1999

年县工业废渣产生大户一磷化工公司改硫铁矿制酸为硫磺制酸工艺后，

每年减少8000吨工业废渣，历年堆积在太极河旁的废渣被县内外的水泥

企业作为原料消化，至2005年，仅剩少量无法挖运部分。2005年，全县

工业产生固体废物4195．1吨，主要为粉煤灰、炉渣，99％用于水泥生产、

建设用材和交通建设中的路面铺垫，外排量仅37吨，属屠宰和农副产品

加工行业所排，排放率仅为1％，其中屠宰行业年排放固体废物22吨，

农副产品加工业年排放固体废物15吨。

噪声防治。1994年以前，县噪声防治工作主要以工业噪声治理为主。

如园艺工具厂和沱配厂的电锤噪声治理、水泥厂的罗茨风机噪声治理、

县酒厂锅炉排气噪声治理等。1997年，全县已建成并保持运行的噪声防

治设施3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城镇噪声

污染逐渐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一种重要因素，也成为污染防治的重

点：1994年，县政府开始县城噪声达标区建设工作，划定了控制区范围，

制定和公布了相关规范性文件，1998年，县城“噪声达标区"经市环保

局验收，确认达标。2005年，县城“噪声达标区"总面积达4．9平方公

里。为保持高、中考期间的环境安静，环保局于1999-_2005年每年与工

商、文化、城建、公安和教育部门联合开展高、中考期间禁止噪声工作，

联合发布公告，组织人员在一定范围巡查，昼夜电话值守等。1999|—2005

年，环保局加强了噪声扰民的监督管理工作，解决了城区文化娱乐噪声

扰民、个别学校早晨电铃声扰民、屠宰场猪嚎声扰民、城中心地带夜市

和蜂窝煤厂机器噪声扰民等问题。2005年9月、11月，环保局又与公安、

建设部门进行了拖拉机进城噪声扰民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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