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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它包括大气、

水，土壤及各种资源等．自有人类生产活动以来，环境问题就不断

出现．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工业的飞跃，增

强了人类利用和改造环境的能力，随之也不断出现了一些突出的

环境问题。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环境公害事件频繁，环

境污染日趋严重，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反污染运动，环境保护逐

渐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普遍重视．为了提醒全世界注意全球状况

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第27后联合国大会决定在1972年6

月5日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问题，并将6月5日这一天定为“世界

环境日”，要求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积极行动起来，保护和改善

人类生存环境，从而在全球掀起了第一次保护环境的浪潮。在周恩

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在1973年召开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

会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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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保护方针，揭开了我国环境

保护工作新的一页．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环境保护作为

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明确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

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统

一的战略指导思想．1990年12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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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环境保

护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向国内外表明我国政府对环境保护这二基

本国策的高度重视和努力改善环境质量的坚定决心，使我国的环

境保护事业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我区的环境保护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而环境保护
， ●

工作开始起步是在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后。回顾近二十年的
‘Jj

发展历程。我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在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和关怀

下，坚持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加大工业污染防治

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力度，在排污收费、自然保护和环境法制

等工作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促进了我区经济持续、稳定、协调

发展．1981,--,1992年，我区共征收排污费3341．52万元，年平均增

长近一倍。1981年以来，全区共投入污染治理资金6204．7347万

元(其中环保补助资金2255．10万元)，完成污染治理项目663个；

自然保护工作根据本地实际，狠抓生态农业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现

已建成大型沼气工程5个、生态农业示范点11个、自然保护区16

个(国家级3个、省级2个、县级11个)，总面积55902公顷，受到

国家和省、地的表彰和奖励；这一时期，环境法制工作得到进一步

加强，全区环保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建设轨道。1981年以来，全区共

制定地区级规范性文件24个、县市级145个，处理污染事故、纠纷

215起，办理环保行政处罚案件19起。1986～1992年，接待来信

1270封，来访3364人次。1989年，全区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使全区的环保工作年年取得新进展，迅速跃居全省先进行列。地区

专员责任目标1990"--,1992年获全省二等奖，地区环保局责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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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获全省二等奖，1990"-'1992年连续三年获得全省一等奖．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JJ我区环境总体质量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

遏制，局部环境有所改善，一个清洁、优美、安静、舒适的环境定将

展现在全区人民面前． ，

·

我们编写的这部《零陵地区志·环保志>，记载了我区秦汉时

期至1992年间的环境发展历史，其中主要是近二十年的情况．为

了真实地反映我区环保工作的实际情况，编写人员花了近二年的

时间，除搜集地区环保局历年记载的资料外。还调查整理了其他

48个单位的资料，其间共收集数据15万个、文字90余万．通过对

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加工，终于编写出这部零陵地区第一部环保志．

该志共五章二十五节，十六万字。这部志虽经编写人员多次编辑加

工，但由于我们调查统计工作不完全，加之水平有限，有些部分不

尽完美，敬请领导、专家及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胡光日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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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陵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对于利用自然资源和改

造自然环境，产生了一系列的自发行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境内

大小村庄，周围营造风景林，并制定民约，任何村民无砍伐的权力，

只有保护的义务。广大农村，历来对饮用水源定有保护措施。人们

除在村前院后营造风景林外，还在平原、丘陵、山区等地营造风景

林、经济林、用材林等。清同治三年(1877)宁远县九嶷山舜庙内立

有《奉宪禁采》一碑，对于九嶷山一带的小采矿乱采滥挖现象实行

封禁，“无论有无矿砂一概严行永远封禁”
’

零陵境内环境污染历来就有，近代工业“四害”(即废水、废气、

废渣、噪声)对环境的污染则始于清代。清朝末年，境内出现手工造

纸。民国初年，有采矿、造纸及粮油加工等工业。1922年后出现近

代意义上的厂矿，但生产规模小，而且分散，污染不严重。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40多年，零陵地区工业迅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

日益严重。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区内工业建设忽视环境效

益，工业“三废”(即废水、废气、废渣)未经任何处理而直接排放。

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后，零陵地区成立

了“三废”办公室，负责全区工业“三废”排放的监督管理工作。环境

保护开始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1976年5月，成立零陵地区环境

保护领导小组，负责全区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是

年成立零陵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负责全区环境监测工作。1977

年下半年，地区环保监测站开始进行环境监测。1979年5月成立

零陵地区环境保护办公室，这是零陵地区最早成立的环境保护行

政管理机构，负责全区环境监测和环境监督管理的组织领导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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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环境管理工作，一方面贯彻“谁污染谁治理”的方针，督

促老污染源的治理；另一方面尽可能控制新污染源的增加，强调执

行“三同时一(1ip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要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原则．环保办还采取各种形式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试行)：I．1980年，祁阳县最先试行征收超标排污费，当

年征收l户，0．3万元。1981年，全区部分县(市)和省、地属厂矿企

业，开始试行征收超标排污费，征收104个单位，46．28万元．这一

时期所征收的超标排污费，由地区和各县(市)环保办分别掌握

20％，用于环保事业的发展，80％返回缴款单位，作为专款用于污

染治理。这种方法收效甚微，造成了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分散，使

得该上的治理项目因资金缺额大而上不了，另一方面又出现有的

单位拥有专项治理资金，因暂不上治理项目而使专项治理资金闲

置，甚至出现挪作他用的现象。1986年，道县率先对所征收的超标

排污费80％部分，实行集中掌握使用的办法。全区从1987年开

始，对于环保补助资金的掌握使用进行了改革，不再按80％原数

返回缴款单位，而是以有偿低息贷款的方式，分别由地区和各县

(市)环保主管部门统一掌握，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使用于治理污

染项目。污染项目治理完后，运行一月，达到了治理污染的目的，经

环保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验收，对所贷款，根据治理效果，给予全

部或部分豁免。同时加强了对排污费管理和使用的检查监督，保证

治理资金专款专用． ．

1983年机构改革，地区环保办与地区建委合并，成立零陵地

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处(后改称局)，内设环保科。各县(市)也相应

进行合并，成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内设环保股。1985年3月，

恢复零陵地区建设委员会和零陵地区环境保护办公室(科级单

位)。各县(市)先后也相应恢复建委和环保办。这一时期由于环保

机构的削弱，使全区的环保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

1985年8月，零陵地区环境保护办公室升为零陵地区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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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局．各县(市)也先后相应由环保办更名为环保局。随着环保行

政管理机构的加强，全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出现新的起色，并逐

步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1986,'--,1992年，全区各县(市)环境监测

站相继形成监测能力，先后经省、地环保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县

(市)级环境监测站有：冷水滩市、祁阳县，永州市、宁远县、道县、江

华县．东安、新田、江永、蓝山、双牌等县的监测站正抓紧建设。全

区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初步形成。此外，1989年10月，经零陵地区

环境保护局批准，核工业部中南地质勘探局三。三大队化验室为

环境监测站，除完成本单位的化验任务外，还进行对外化验及环境

监测有偿服务，参与蓝山县的环境保护工作．1986"--1992年，全区

的环境统计工作走上了正轨。地区环保局将各县、市统计汇总后，

填好表格，按时报省环保局，并写出当年《环境统计分析报告》。零

陵地区的环境统计工作，1986年和1992年获全省一等奖，其余各

年获二等奖。1986年3月-．--1987年5月，全区开展了工业污染源

调查。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污染比较明显的县属以上全民、集体

所有制的工矿企业以及污染比较严重的乡镇企业．全区调查了

502个厂矿企业，地区环保局对其中污染比较明显的253家进行

建档和汇总．其中：详查单位为69家，占27．3％；普查单位为184

家，占72．7％。经过调查，基本掌握了全区的水源、能源利用和污

染源排污现状(包括工业废水、废气、废渣、噪声)等情况，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工业污染源监督与控制的对策和建议。1989年5月～

1990年4月，全区开展了乡镇工矿企业污染与环境影响调查研

究．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全区范围内乡镇直接管辖的工矿企业

及村办、联办、个体办的有较大污染的企业．共调查25416个企业，

归属28个行业，其中一类污染企业22683个，二类污染企业138

个，三类污染企业2595个．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全区乡镇工矿企

业发展现状，能源消耗及废水、废气、废渣、噪声污染状况等，并对

各种污染分别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镇工业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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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1989""1990年，地区环保局完成了全区2000年环境保护规

划和“八五”环境保护计划的编制工作．各县(市)环保局也在同时

编写了“八五”环境保护计划和2000年环境保护规划。1989年6

月，成立零陵地区环境保护委员会，加强了全区环保工作的领导和

协调工作，推动备战线，各部门关心、支持和参与环保事业，形成了

齐抓共管的局面．1989"-"1992年，全区实行“双轨制”的环境管理

目标责任制，即行署专员与各县(市)长签订环境管理目标责任书，

地区环保局长与各县(市)环保局长签订环境管理目标责任书．实

行环保双层目标管理责任制后，全区的环保工作年年都有新的起

色．1989年，地区环保局长责任目标获全省二等奖，1990-'1992年

连续三年获全省一等奖；1990"--"1992年，行署专员责任目标获全

省二等奖．这一期间，全区环保系统完成了自身职能的转变，即由

原来的“包打天下”转移到依法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轨道上来．全

区各县(市)围绕经济建设，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环境保护工

作，形成特点，收效显著。

环保宣传教育。地区和各县(市)在“环境宣传教育应面向整个

社会”的指导思想下，抓好全社会教育的同时，突出了三个重点：一

是采取多种形式向各级领导进行宣传，以引起他们对环保工作的

关心和重视，加强领导。二是对厂矿企业的干部和职工，通过全员

培训，特别是对污染严重的厂矿，抓了环境知识的普及教育，以提

高他们的环境法制观念、环境管理水平和技能。三是在中、小学及

幼儿园开展环保知识教育，培养青少年的环境意识．到1992年底

止，全区B开展环境教育的中、小学及幼儿园共有60所。
’

环保执法。全区各县(市)贯彻“敢于执法，砸确执法”的指导尽

想，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坚持依法行政，维护了环保法规的尊严．

特别是对于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土法炼砷，一经发现便采取断

然措施，立即予以取缔。全区仅1988年就取缔了33个土法炼砷

点。有力地保护了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免遭其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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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保护．突出抓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全区有5个省

级自然保护区，其中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自然保护区升为国家

级森林公园．全区各县(市)先后划定11个县级自然保护区，包括

原有的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3个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达686．79

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2．8％．其次抓了小采矿的整顿，禁

止乱采滥挖．在这方面东安、祁阳、江华等县成绩明显．

农村环境管理。地区和各县(市)注重培养和推广生态农业。全

区建成生态农业户200余家，生态农业村13个，生态农业试点15

个．地区重点培养和扶持建成2个以大型沼气工程为纽带的生态

农场，其一是永州市良种场(生态农业示范场)，其二是祁阳县十里

坪养殖场．十里坪养殖场出席了全国生态农业经验交流会，永州市

良种场在出席中南五省的能源工作会议上，作了典型经验发言．

企业环境管理。地区和各县(市)注重抓污染治理。全区

1980,--,1992年，共征收超标排污费2941．2309万元，其中用于治

理污染的环保补助资金2114．1042万元，治理项目663个．其次在

县屑以上重点污染源厂矿企业实行环境管理目标责任制，把环保

指标纳入企业管理的运行机制，从厂长经理到科室、车间、班组，层

层落实责任目标，称作“千斤担子众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

城镇环境管理。重点抓了永州市、冷水滩市和9个县城的环境

综合整治。湘江零陵段按用途划分了功能区．全区各县(市)共建

成烟尘控制区13个，计33．47平方公里，占建城区的53．7％；建

成噪声达标区14个，计22．07平方公里，占建城区的35．49f全

区各县(市)城镇及80％的乡镇都由政府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综

合整治河道6条共49．82公里，其中东安龙溪河城区段和宁远泠

江河城区段的综合整治成效显著．永州市河西工业区废水引排和

集中处理工程已投入200余万元，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这是全区

至1992年止唯一的一项工业废水集中治理项目．
：

零陵地区随着建设生产的迅速发展，环境有恶化的趋势，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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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努力，但只是局部环境有所改善，全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只

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其恶化的趋势，今后环境保护工作任重而道

远．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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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1979年12月10日，地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省革委会召

开的全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零陵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出

席会议的有地委、行署各部、办、委和有关局的负责人以及永州镇

的负责人共30人．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熊清泉，副专员陈艺，地建

委主任苏华和副主任杨春华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

2 1983年lO月17日，湖南省环境保护局将“潇水水质评

价、规划和预测”科研课题下达给零陵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这是

零陵地区环保监测站首次独立承担科研任务． 。

，

3 1987年4月13日，零陵地区建设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召

开联席会议，地区环保局、劳动人事局及各工业主管局等12个局

级单位领导参加，行署副专员龙定鼎到会讲话。会议着重讨论清洁

工厂的验收办法、在厂矿企业普及环境指标管理、工业污染的治理

办法、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应注意的事项等． ．

．，

4 1987年6月2s～26日，地区环保局与地区乡镇企业局、

地区矿产品公司三家联合在祁阳召开全区乡镇企业环境管理工作

会议。各县(市)环保局、乡镇面：业局局长和矿产品公司经理参加会

议。会议主要讨论乡镇企业的协调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重点研究

“三小”企业(小冶炼、小化工、小采矿)的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并

就制止土法炼砷、炼锑、合理开发小矿山，统一了思想认识和执行

意见． ?
，

’+

，， ‘。，

一5—夏987年7月18日，零陵地区环保局、乡镇企业局联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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