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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一项新兴事业。环境问题是当

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年代里。地球上人口不

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规模比较小，环境污染还不大。到了现代，

人口增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能力和规模日益扩大，对环境的污染

和破坏也日趋严重，环境保护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庸市永定区在资源开发、利用和治理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热情抓生产、搞建设、强调对自然资源开发的

同时，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工作。如1958年大面积开荒，大量砍伐森林；

滥开矿产，造成植被破坏，生物资源减少，水土流失；以后继工业生产

不断发展，各种污染也随之产生，出现环境日益恶化的状况，部分地区

巳形成了区域性的严重污染。

环境保护工作，是经济建设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我国“七五”计

划，已明确‘指出环境保护工作的内容，为了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

老路，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必须同步进行，协调发展。1982年环境保护

机构成立后，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强了控制和监督。特别是严格贯彻执行

了国务院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法规，引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

的重视。人们知道为了发展经济不得不向环境排放各种废弃物，并产生

其它公害，但只要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环境加强控制和监督管理，

环境是可以治理和保护好的。

环境保护局初成立时，机构小，人员少，监测设备不全；对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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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和监督只能应付污染纠纷，很不适应，弋庸市旅游业的发展需要。

在湘西自治州环保局及大庸市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经过全局干部

和职工的努力，1988争已初具规模。监测站经省州验收合格，并颁发合

格证，环保工作历年来受到省，州表扬和奖励。

1990年6月，州环保局要求编写“环保士J％-”，局领导也希望通过志

稿向各级领导作一个全面的环保工作汇报，为此在局内组成以局长王祥

定为首的《大庸市永定区环境保护志》编纂组，并开始收集资料，历时

四个月完成初稿，计9章28节，约14万字。

编写《环境保护志》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志书资料把人-9环境之间

的关系沟通起来，使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有所提高，从不自觉地破坏环境

与污染环境对经济社会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中吸取教训，建立起环境可以

治理的信心，使人们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切实加强保护，自觉地认真

搞好环境保护工作。

本志编写的重点是大庸市永定区环境背景、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趋

势，它是环境保护部门向各级领导提供的环境信息，它显示出永定区目

前的环境状况总的是好的，环境质量状况适合旅游风景区的标准，我们

应该切实珍惜和保护，以便各级领导机关在作经济决策时，把生产观念

与生态观念统一起来，做到经济建设-9环境保护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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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根据曩七五一计划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和编修新专业志的指导思想，

《大庸市永定区环境保护志》真实地记述了永定区环境保护情况，全志

共分9章28节，计14万字。

一、本志编目上限1948年，下限1990年，但个别章节上下有浮动。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事本末体，以编年体为主，顺时记事，横排

门类，纵述事实。

三、历史纪年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写，解放前按通用习惯年号。

四、按照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本志分章、节、目三个层次，均

以事命题，标次第序码。

‘五，凡正文不便写入的有关内容，则补入附录中o．



概 述

大庸市永定区属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武陵源风景区的腹地。总人口

35万人。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庸县改为大庸市(县级市)。1989年为

发展经济、开发武陵源旅游资源，又经国务院批准将大庸县级市升为地

级市，原县级市改为永定区。城区规划由原来4．6平方公里扩大N 56平方

公里。共辖4个街道办事处、7个办事组，5个镇、2_7个乡、3个国营林场。

解放前，交通阻塞，水旱灾害频繁；人烟稀少，人民生活困苦，人．

口发展缓慢；生产力低，只有少量的手工业作坊与居民的生活膏三废一

(废水，废气、废渣)排放，经过自然界的稀释和植物的吸收与净化作

用，对环境污染不明显，当时境内生态基本平衡，自然环境洁净；森林

植被良好，古树参天；“水域清澈见底，乌语花香；具有原始风光天然美的

特色。1949年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1985年以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武

陵源风景区的开发和开放，旅游业和工农业生产f都大幅度增长。但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和工矿企业的兴起，工业蠢三废帮大量排放，农药化肥施用

大增，使大气、土壤，水源等自然环境，局部地区受到污染和破坏。特

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人们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人口增长的

吃饭问题，大量砍伐树木，掠夺性开发资源；以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而当时人们却未深刻认识到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的

关系，用掠夺性的手段去开发资源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会造成环境

污染与破坏的严重后果。

1986年环保局对环境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搿三废≮排

放量增多，污染物严重。全区有搿三废一排放单位60多家，。工业废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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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平均年排放量达1000 吨左右，废水平均年排放量达600万

吨左右、废气平均年排放达42000万标立方米。经监测，羽陔的=12业废
水中含有毒有害物质和浓度都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如化

学耗氧量(COD)大庸酒厂超标2．39倍、大庸织布厂超标4．8倍、大庸

人造板厂超标32．52倍、大庸纸厂超标10．66倍、大庸豆腐厂竟超标

150．29倍。氰化物大庸氮肥厂超标4．8倍。悬浮物大庸酒厂超标30倍i

这些有毒有害的废水基本上都排入澧水河。尤其是澧水支流仙人溪受到

大庸造纸厂的废水污染，更为严重，以致鱼虾死亡，人畜不能饮用。城

区澧水两岸的工厂和居民向澧水河倾倒的垃圾和粪便，严重污染水域，

也给城镇人民生产和生活用水带来极大困难。

其次是自然资源受到破坏，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生态失调；加上气

候反常，蒸发量大，保水能力差，干旱频繁；茅溪水库水质常年混浊，

库容底层每年上升10厘米左右。 ，

． 土壤受到化肥农药的污染日益严重，使土壤板结，地力下降；排入

水体影响水生物繁殖，对人畜危害很大。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工厂增加，车辆增多，

城市噪声、废气相应地成为一大环境公害。

事实证明，人类生存依赖于环境，因而必须对环境加以保护。用控

制环境污染、预防环境质量恶化的措施，来达到人们既能够充分利用自

然资源发展经济，而又使人们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的目的。

． 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解放前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解

放后，由于工业。三废一排放增多，农药化肥超量施用，环境日益受到污

染，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人民的

利益，对环境保护工作也逐步重视和加强。1982年县人民政府设有环境

保护股(环保股)。1984年正式建立大庸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由于



国家的重视，1985年环保局成立后，工作开展很快，局内直属站室逐年

有所增设，人员也有所增添，环境监测设备及监测技术也相应地得到完

善和提高。1988年起监测站已能单独完成大气、水质、酸雨及噪声等多

种项目的监测工作，为治理老污染源与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提供了有力

的科学依据。

永定区是大庸市政府所在地，是一个新兴的旅游城市，环境保护工

作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外游客希望环保部门搞好环保，全区人民迫切要

求搞好环保，各级领导重视支持环保，厂矿企事业单位加强环保，环保

行政主管部门也必须积极抓好环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颁

布后，环保工作已走上了依法管理和治理的轨道，促进了环保事业的开

展。1988年大庸市(县级市)环保部门已经基本健全了环保监测和监理

体制，环保管理的新老八项制度①也在逐步推行和不断完善。环保机构

和环保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到发展、到加强、到提高的里程。特别是

1985年王祥定就任局长以后，一直坚持环境意识的宣传，以期唤起各级领

导和人民群众的重视。并狠抓环保网络的建立，坚决执行“三同时”@

等各项环保管理制度，开展自然资源的保护、城乡。工业污染源的调查，

以及征收排污费、处理污染纠纷与事故等业务工作，发展迅速，卓有成

效。本志收编了以上有关内容，以飨读者。这对于推进环保工作、发展

环保事业、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更好地为新型

旅游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必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兹奉献永定区环境保护志，敬希各级领导、行家和读者指正。

注：①新老八项制度： 。三同时”制度，排泻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铫

度、排污许可证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环境管理

目标责任制等八项制度．1991年又增加企业升级环保考核制度，合称九项制度．

②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新建工程的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设施，

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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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二节行政机构

永定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环保局)前后三改名称：即由大庸县

环保局，改为大庸市环保局，又改为永定区环保局。其人员编制、机构

设置、技术力量及仪器设备则逐年有所增加。

一，大庸县环保局

1982年上半年，大庸县基本建设委员会下设环保股，对外称大庸县

环境保护办公室。当时由县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唐国平负责全面工

作，环保股由符德军负责，有办事员朱永镇。1984年，机构改革中，撤

销县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县城建办公室，4月14日成立大庸县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局，下设环保股，由李志文任股长，副局长王祥定(正局级)负责

城建、环保、财务等工作。1985年元月，撤销大庸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局，分别成立大庸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大庸县环境保护局。环保局局

长、党支部书记王祥定、副局长夏伦超，下设环境监测站，定编5人；

排污监理站，定编3人；全局干部职工共9人。工作由局统一安排，实行

。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一的工作方法。1984年省环保局拨款10万元

修建监测楼一栋，3层共面积660平方米，1986年竣工。



二，大庸市环保局

1985年5月24日国务院批准大庸县撤县改市(隶属湘西自治州的县

级市)，县环保局改为大庸市环保局。领导与人员未变，工作任务同

前。政府为加强环保工作，提高环保地位，将环保局列为政府职能部

门。

1986年上半年副局长夏伦超调出，由李远胜继任，何自明任排污监

理站站长。年底调来党支部书记龚明尧，全局干部职工12人。环保工作

自3月到10月中旬，开展全市工业污染源调查，经州局验收均合格，得

总分86．745分，列为全州第2名。为了加强乡镇环保工作，1986年在34个

乡镇及4个街道办事处，聘请环保助理员38名，成立大庸市城乡建设国

土环保管理站。

’i 987年，环保局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环保机构的指示，强化自身组

织建设，增加副局长秦远崇，并落实两站人员，定人到站，各司其责。

监测站副站长王文武，暂编5人，排污站站长何自明，副站长黄友声，

暂编4人。局办公室由张杰云负责，自然保护由朱永镇负责，全局干部

职工19人。并加强监测手段，实行全面开征排污费，开征面达90％，名

列全州前茅。

i988年，确定排污站9人，监测站t7人。全局干部职工共31人，其

中监测技术人员有12人，12人中有大学本科2人，中专生5人(有3人来

自省环保学校)，化验工5人。当年改建120平方米实验室，购置常规仪

器12台，仪器设备共用4．3万元。由于经费原因，停聘各乡镇助理员。

三、大庸市永定区环保局

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庸县级市升为地级市，辖两区两县，原大



庸市改设永定区，市环保局因之更名为永定区环保局。局长王祥定、书

记龚明尧、副局长李远胜、秦远崇，除原有站、室外，8月25日增设大

庸市永定区机动车排气，噪声检测站(尾气站)，负责人有瞿玉华，汪

少先．余卫东，彭炜等。全局干部职工共41人。

根据1989年初省政府与省辖八市签订。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责任状一，区环保局监测站以四级站设备，担任三级站的工作，难度较

大，但经全局人员努力，除大气总悬浮颗粒物一项因无监测仪器未完成

外，其余6项指标，均已如期完成。经省局两次检查考核，认为合格，授

予3等奖，名列全省第3名。

1989年12月，副局长秦远崇、李远胜调出，由秦月秋，李祥森继

任。

1990年，机构改革不断深入，年初调出1人去市直机关，年中大庸

市环保办成立，又调出2人，全局干部职工共38人。成员结构情况，见

本章附表。为强化环境管理，年初增设环境管理组，其成员由各站室抽

调，到此局机关体制臻于完善和规范。局机关行政编制为8人，实际l 3

入，其中5人是由各站室抽调。

局机关：局长王祥定(兼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龚明尧(副

团级)，副局长秦月秋(正局级)、李祥森(正局级)。下设：

办公室：环保局机构成立后，由于人员少，没有正式成立办公室，

但曾有李志文、朱永镔担任过办公室工作，1987年后办公室由张杰云负

责，增加屈国友。i990年7月张杰云调市环保办后，调入何自明、余卫

东两人，其分工是：主任何自明(副科级)，秘书余卫东，办事员屈国

友。

环境管理组：1990年初建立，主管城乡环境管理，新污染控制，老

污染治理，污染纠纷事故处理，自然保护等。有杨成刚、瞿玉华、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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