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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省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环境优美。以黑土地著称的松嫩平原、三

江平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大小兴安岭、完达山脉、张广才岭绵亘数百

里，木材储量居全国之首；鸡西、鹤岗、七台河、双鸭山等四大煤田，大庆油

田，贮量丰富，是全国的重要能源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的一

些重点建设项目在黑龙江兴建，以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

庆、鸡西等城市为重点，形成了机械、冶金、煤炭、石油化工、电力、造纸、

制糖、纺织、木材与粮食加工等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

随着黑龙江地区经济的发展，土地、森林、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开发利用

以及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口的增加，同时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

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同样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环境保护就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兴事

业。黑龙江省的环境保护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大体

经历了孕育时期，创建时期和开拓时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孕育时期(1949—1965年)

这一阶段，国家还没有明确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目标。随着经济建设的进

行，环境问题逐渐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在黑龙

江省兴建的工程就有22项，重点城市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发展了机械、冶金、

电力等先行工业和造纸、制糖、纺织等大中型企业。由于环境意识淡薄，这个

时期建设的工业企业，没能做到环境保护与生产同步进行，环保工程没有同时

实施。特别是1958年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大炼钢铁”、“大跃进”违背经济

规律和生态规律，森林和矿产资源乱砍滥伐、任意开采给生态环境造成一系列

严重后果，造成环境污染的加重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由于齐齐哈尔市富拉

尔基区新建了几座大的工业企业，以及上游的富裕纸浆厂和拉哈糖厂等工厂企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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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业排放大量的工业废水的污染，吉林从松花江下排的化工废水给松花江、嫩江

造成污染。50年代末、60年代初连续发生死鱼污染事件，哈尔滨市的饮用水

水质逐渐变差，齐齐哈尔市嫩江江段出现黄粘絮状物(江水有机污染所致)，

影响电厂发电，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对环境保护开始

初步认识，环境问题的出现，促进了环保事业的形成。1959年黑龙江省建设

厅内设立污水处理利用办公室，1963年省政府成立“三废”处理利用领导小

组，并在建设厅内设置“三废”处理利用办公室。

第二阶段：创建时期(1966—1978年)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严重扰乱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秩序和人们对环境

问题的认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迅速扩大并产生了很多隐患。

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发表

了人类环境宣言。1973年8月5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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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字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和《关于保

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o国务院于同年11月批转了会议报告和规定。根据

全国会议精神，黑龙江省于1973年12月7月～15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了第一次

全省环境保护会议。会议通过了在原省“三废”处理利用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

了省环境保护办公室。这就是黑龙江省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的专门机构。哈尔

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市也先后建立了环境保护办公室。省三废综合利用科

学研究所(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全省第一个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机

构于1973年初正式组建。

这个时期环境保护事业得到发展，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污染源监测工

作，对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开始进行治理。国家安排了重点污染治理项目的投

资。环境保护机构的管理及监测用房也开始兴建。1978年7月黑龙江和吉林两

省在长春召开了第一次松花江水系保护大会，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松花江水系保

护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由吉林、黑龙江省政府主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副省长兼

任，黑龙江省副省长陈剑飞任松花江水系保护领导小组副组长。松花江水系保

护领导小组下设水系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吉林省长春市。同年9月6日黑龙

江省颁布了《松花江水系保护暂行条例》。

·4·



概 述

第三阶段：开拓时期(1979。1985)

黑龙江省的环境保护事业处于开拓发展时期。1979年5月，省编制委员会

就环境保护办公室内机构设置和编制下发了文件，省环境保护办公室升格为副

厅级单位，内设秘书处、环境管理监察处、综合处和科技处。行政编制40人。

同年11月经省政府批准，省环境保护办公室升格为省环境保护局，为省政府

一级机构。第一任局长由省建委副主任王星甫兼任，副局长为李亢、刘勤孝。

1979年6月松花江水系保护领导小组和黑龙江、吉林两省政府联合在哈尔

滨市召开了第二次松花江水系保护大会，1982年7月在齐齐哈尔市召开第四次

松花江水系保护大会。先后下达了四批限期治理项目。1979年9月13日全国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1980年12月在长春市召开了第三次松花江水系保护大会，部署了贯彻《环保

法》、加强环保工作的任务。1981年初，国务院颁发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同年11月，省政府召开了第二次全省环境保护会

议，推动了全省环保工作的发展。1982年7月在齐齐哈尔市召开了第四次松花

江水系保护大会，之后，省及哈、齐、牡、佳、鸡、鹤等市建立了环境保护

局，大庆、双鸭山、、七台河等市和松花江、嫩江、合江、牡丹江、黑河地区也

建立了环境保护办公室，大多数县(市)也成立了环境保护机构。省编制委员

会于1984年下达了全省各级环保机构编制，省地、市及沿松花江水系6个重

点县建立了23个环境监测站。省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新建、改建、扩建工

程必须执行“三同时”的暂行规定》，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环境保护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黑龙江省征收排

污费实施办法》，规定对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实行收费和惩罚；

同时还颁发《黑龙江省环境监测工作暂行条例》、《黑龙江省环境监测工作细

则》；吉林省政府、黑龙江省政府、松花江水系保护领导小组联合颁发《松花

江水系环境质量标准(暂行)》，省政府颁发《黑龙江省松花江水系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黑龙江省松花江水系五日生化需氧量总量控制标准》；省人大五届

六次会议作出了《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议》等，这些规章、文件的制发，对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作出了规定。各市、地、县制定了一批环境保护专项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逐步加强了全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强化了依法监督管理。

1983年由于全国性的政府机构改革，省及一些市县环境保护管理机构降为各
· 5 ‘



概 述

级政府的二级机构，但是，环境保护这项新的事业仍处于发展时期。

国务院于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

环境保护会议。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过国民经济调整以后召开的一次

重要会议，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明确了环

境保护是我国现代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基本国策，从此确立了环境

保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出我国环境保

护事业的战略方针，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

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初步规划出到本

世纪末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步骤和措施；确定把强化环境管理作为当前

环境保护工作的中心环节，通过管理即可解决许多环境保护问题。在这次全国

环保会议精神的推动和指引下，黑龙江省的环境保护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省

政府批准组建了排污收费监理机构、放射环境管理机构、环境保护物资设备管

理机构，加强了环境宣传教育机构。

1984年2月省政府成立了以安振东副省长为主任的省环境保护委员会，领

导和组织协调全省的环境保护工作。各地市县也相继建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

各级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监测机构开始得到普遍的加强。1984年2月末、1985

年12月省政府分别召开了第三次全省环境保护会议和第四次全省环境保护会

议，贯彻落实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精神，到1985年底，全省环境管理和监测人员已经发展到2 000人的专业队伍，

已经初步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

黑龙江省是资源大省，治理环境资金投入有限，因此，环境形势仍很严

峻，局部环境有所改善，相当一部分还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继续提高环境

保护意识，努力搞好环保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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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环境污染及治理

第一篇 环境污染及治理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部，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北部及东北与俄

罗斯隔江相望，南面与吉林省毗邻。

黑龙江省自然环境优美，“五山、一水、一草、三分田”。大、小兴安岭、

张广才岭、老爷岭和完达山逶迤起伏，黑龙江、松花江、嫩江、牡丹江、乌苏

里江、绥芬河等1 980多条大小河流纵横其间或流经中俄边境。中西部有著名

的松嫩平原，东北部为三江平原，土地肥沃，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全省

总面积为45．46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13 393．2万亩，占全省总面积19．3％；

林业用地34 759．6万亩，占51．1％；草地面积15 317．2万亩，占22．5％；苇塘

面积252．2万亩，占0．4％；水面面积94．9万亩，占1．4％；其它用地37．13万

亩，占5．4％。为黑龙江省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

黑龙江省的土地、水、矿藏、动植物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处全国的最北

部，气温低、积温少，农作物生长期短，大部分地区IOoC的积温都在1 800。C

以上，无霜期在100—140天，太阳辐射资源比较丰富，年辐射总量每平方厘

米为120—130千卡。水资源也比较丰富，全省平均年降水量在400。600毫米，

85—90％的降水都集中在5月至11月，降水与热量的良好条件，对农作物的

生长发育较为有利。全省大小河流，年平均径流总量达643．8亿立方米，丰富

的水资源可供灌溉、发电、航运、养殖以及生产、生活用水，为发电、轻纺工

业等提供充足的工业用水。

山地辽阔，资源丰富，作为全国三大林区之一，森林覆盖率36．8％，木

材蓄积量15亿立方米，居全国第一，年产木材1 600多万立方米，占全国年产

量的1／3。黑龙江省草地资源丰富，有牧草地7 614万亩，荒草地7 145万亩，是

全国十大牧区省之一。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到80年代初期

(1980—1983年)，全省草原改良和建设面积达480万亩。推行了草原围栏、人

工种草、治沙治碱和施肥灌溉等综合性治理措施，改善了生态环境。森林、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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