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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得到国省生态环境部门支持，

争取来全国率先试点，到市区各级各

部门通力协作，促推上述各类文件迅

速制定出台，清水塘工业区转型升级

“后半篇文章”的谋篇布局，越来越清

晰，破局向前的动能，越蓄越足。

时来天地皆同力。

今年上半年，我市历经湖南省以

及中央两轮环保督察，清水塘，自然

是重点。

污染治理之外，督察组更关注

的，是清水塘转型升级过程中面对的

实际困难，并积极主动向省委省政府

及国家相关部委建言，给予更多政

策、资金等方面的倾斜，支持清水塘

脱困转型。

6 月 11 日上午，省政府召开会

议，听取我市有关清水塘工业区有关

问题的专题汇报，明确要求省政府各

相关职能部门，从资金、政策、项目、

机制等各方面，全力支持清水塘片区

发展；要求我市从“当务之急的，暂未

得到解决的”“需要综合统筹国、省、

市等各方力量，请求省长决策的”“需

要突破现有政策进行创造性探索的，

争取国家更大支持的”三大方面，迅

速列出事项清单，提请省长研究决

策。

次日，我市召集市发改、财政、工

信、资规、环保、住建、国资、商务、文

旅等主要部门，以及石峰区政府，清

水塘投资集团等单位一把手，在清水

塘召开座谈会。

会议议程有两项，一是传达 6 月

11 日上午省政府会议精神，二是结

合当前实际，全面梳理清水塘片区请

求事项清单。

5 天 之 后 ，清 水 塘 片 区 争 取 政

策、资金、银行金融机构支持项目清

单，清水塘片区项目储备及拟引进产

业项目清单，上报至省政府。

支持，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有

力。

依托清水塘工业区地下水调查

与评估，我市申请 1100 余万元中央

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省里 8 月份下

达计划，目前 1000 万元专项资金已

下达至石峰区政府。针对单个治理项

目，如此快速且几乎足额的资金拨

付，此前绝无仅有。

依托片区污染治理项目包装申

报的 1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迅速得

到上级部门的批复与支持。

“只要有项目，省里各个部门在

项目申报、资金分配等方面，都非常

支持。”付光暄说。

还有更好的消息，株洲经开区调

规扩区的相关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月底完

成专家现场核查及评审之后，株洲经

开区的调规扩区方案，就能进入公示

和正式批复流程，届时，清水塘将正

式纳入株洲经开区的园区范围。

从“片区”到“园区”，身份问题得

到彻底解决，区域之内新上产业项目

的土地报批、环评审批等事项的办理

效率将会更高，进一步加速产业及项

目的导入。

桎梏松动，枷锁渐脱，清水塘校

准航标再出发，转型升级的步伐将越

走越轻快。

在污染治理与开发建设的矛盾中突围

破局清水塘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廖明

清水塘工业区已搬空六年。
受制于既有土壤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模式，在

“先治理、后开发”铁律的重压之下，期待之中的
新“产业森林”久久未能破土而出。

摸索之中，蓄力破局。
自去年争取到清水塘工业区土
壤和地下水污染管控与修复国

家级试点后，在国省各相关
部门的支持指导下，我市

制定出台系列方案与
措施，从“地下水风

险管控和治理”
“污染地块分

区切块”“污
染地块带
条件出
让 ”
等

方面，在污染治理与开发建设的现实矛盾之间求突围。
试点先行，清水塘工业区将从过去大地块、高

投入、长周期、大开大合式的治理路径，转向小
地块、低投入、短周期、精细灵活的治理模
式；区域之内的污染地块，也将从“先治
理、再开发”，走向“边治理、边开
发”。

这些探索突破，于清水
塘，于株洲，甚至于全国，
在污染地块修复治理和
开发利用上，均意义
深远；探索背后，
株洲迈出的每
一步都步履
维 艰 ，更
不 乏 启
示。

日新月异的清水塘。

记者/廖明 提供

清水塘是工业株洲的肇兴之

地。重化工冶炼，让这里成为污染

的代名词。2018 年底，清水塘工业

区 261 家企业全部关停退出，一场

“壮士断腕”，切断了污染的源头，

片区内水变清、天变蓝，生态环境

显著改善。

然 而 ，写 好 清 水 塘 转 型 升 级

“后半篇文章”仍有关键掣肘：地表

之下，附着于泥土的历史遗留污

染，限制了土地开发，新的替代产

业难以进驻。

株洲清水塘环境技术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付光暄介绍，近年来，

利用世行贷款以及历年的治理资

金，清水塘工业区原企业厂区外的

8.48 平方公里已完成治理验收，治

理 污 染 地 块 面 积 达 47.57 万 平 方

米，株洲在清水塘工业区原有企业

土地收储、片区生态修复治理方面

投入的资金，累计超过 120亿元。

目前，区域内仍有约 3952 亩污

染土地未完成修复治理。

“现有的债务包袱压得我们喘

不过气。”付光暄介绍，作好清水塘

工业区转型升级的“后半篇文章”，

最为关键的还是通过产业导入带

动片区发展，提升区域自我造血能

力。

但产业导入、项目落地需要土

地承载，而清水塘工业区适合产业

项目落地的核心区里，“土地”大多

还挂着“污染”二字。

拿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染防治法》，付光暄熟练地找到第

六十六条。该条款明确：未达到土

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

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

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

复无关的项目。

清水塘工业区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我市按照“一厂一策”的要

求，早已完成区域污染调查以及土

壤风险评估，目前还有 3900 余亩污

染土地，被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治理名录严格管控。

这些地块，不论面积大小，必

须全部完成修复治理并通过效果

评估，整体退出名录之后才能再次

开发利用，否则就是违法违规。

“仅原株冶一个地块就有 1324

亩，根据法律要求，就算只开发其

中的 10亩，也要全部完成 1324亩的

治理，并通过效果评估、退出目录

之后才行。”付光暄介绍，海量的治

理资金之外，从启动治理修复到退

出名录所需的时间，至少两年起

步。

区域开发建设、形成自我造血

能力，亟需产业导入；产业导入、项

目落地迫切需要土地供给；满足供

地条件又需要海量资金和漫长的

治理修复周期……

无疑，这是一个“死循环”。在

化债、付息、治污、发展的巨大压力

下，株洲必须找到一条破局之道。

放眼国内，在如清水塘工业区这般土

壤遗留污染复杂、修复治理体量巨大的情

况下，不论是东北地区的传统工业重镇，

抑或是沿江沿海的先进城市，均无系统治

理经验可供借鉴。

困顿之中，株洲曾尝试抓住一切机

会，但教训惨痛。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

指导意见》，鼓励在工业污染地块采用“环

境修复+开发建设”模式。

基于此，在参考个别城市小范围探索

经验，未征得上级部门同意的前提下，我

市于 2021年，在原株冶地块部分已完成修

复治理的土地上，落地了株洲数字智造产

业园和株洲科技文化未来中心两项目。

2022 年，因原株冶地块未整体退出污

染地块名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暗访警

示片以污染地块违规开发利用，将上述两

项目作为典型案例曝光，要求我市限期整

改并追责问责，项目因此停工至今。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其实并不是一

件坏事。”付光暄说，“早发现、早整改，至

少没让我们一条道走到黑，造成更加严重

的后果。”

也正是这个教训，让株洲更加清醒地

认识到：清水塘工业区的特殊和复杂，决

定了在进行探索和突破的过程中，必须得

到国省生态环境部门的政策支持和技术

支撑。

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带队，主动走出

去、将专家请进来，“跑部进厅”20 余次，频

繁向国家相关部委汇报争取。

2023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同意我市在

省生态环境厅指导下，在清水塘工业区开

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管控与修复试点。

拿到先行试点的入场券，机遇与挑战

并存。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周其伟在

多个场合强调：“这样的先行试点，在全国

属于头一份，这也就意味着无先例可循。

拿到入场券不容易，更难的是如何答好这

道题。”

即便有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等权

威机构的技术支撑，《株洲市清水塘工业

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管控与修复试点技

术方案》（简称《试点技术方案》）也历经 11

个月，到今年 5 月才最终通过省生态环境

厅的技术审查。

如果说《试点技术方案》是提纲

挈领的方向指引，那么《原株洲冶炼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块分区切块方

案》（简称《分区切块方案》），以及

《清水塘工业区污染地块“环境修

复+开发建设”土地供应管理办法

（试行）》（简称《“环境修复+开发建

设”土地供应管理办法》）就是细则

式的实操手册。

根据《分区切块方案》，原株冶

大地块 1324.15 亩污染土地，被重新

分区切块成 27 个小地块。为什么要

这么干？通俗一点的回答，就是将无

法一次解决的“大麻烦”，变成可以

分时、分批有序解决的“小问题”。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土壤生态科

副科长汤炼介绍，化整为零之后，地

块将被允许以最新的更小单元，进

行后续的修复治理和开发利用，打

破此前污染地块修复治理面积大、

资金投入多、退出污染地块名录周

期长等系列瓶颈制约。

“这次分区切块，我们就将原株

冶地块上已完成治理并开发，但被

认定为违规开发的地块单独切分了

出来。”汤炼说，“在此前已完成修复

治理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效果评估

之后，就能以新的地块单元，整体退

出污染地块名录。”

如此一来，可以退出污染地块

名录，完成违规开发问题的整改销

号；同时，原落地项目能够重启并继

续推进；更为重要的是，为剩余地块

的重新分区切块积累经验。

对 于 污 染 地 块 的 重 新 分 区 切

块，并不是在原地块基础上简单的

分割裁剪，而是根据清水塘区域总

体规划、场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现

状、拟导入产业定位及用地需求等

方面综合考量，对地块进行再次梳

理和规整。

汤炼介绍，剩余的污染地块，在

总体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可能会根

据实际分区切块成数十个甚至上百

个新地块。

“完成分区切块，重新上报国家

相关部门并赋予新的地块编码之

后，清水塘工业区污染地块的修复

治理，不论是从技术方案、资金投

入，还是治理周期等各方面来看，难

度都要小很多。”汤炼说。

分区切块之外，《“环境修复+开发建设”土地供应

管理办法》则为促进清水塘工业区土壤污染治理，提高

清水塘工业区污染地块周转效率、缩短开发时间，盘活

现有污染地块上的土地资源，打开了新的“解题”空间。

《“环境修复+开发建设”土地供应管理办法》明确，

清水塘工业区内的污染地块，原则上应当达到土壤污染

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后方可供地，

但符合承诺制、评估制条件的地块，可提前办理土地供

应手续。

所谓承诺制，即是地块储备主体或其授权单位承诺

不改变土壤污染治理主体责任，在合理期限（原则不超

过 2年）内完成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并通过效果评估审

查的，可以提前办理土地供应手续。

在这一模式下，地块储备主体或其授权单位，需以土地

供应合同附件的形式，签订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承诺书。

这份承诺，价值千金。

付光暄介绍，目前，清水塘收储企业在土储中心名

下的 2000 余亩土地，根据《“环境修复+开发建设”土地

供应管理办法》中的承诺制，公司可通过正规流程，受让

上述土地。

成功受让之后，不仅可激活片区收储存量资产，增

加公司土地资产规模，还可将其作为抵押物贷款融资，

解决地块污染治理资金来源问题。

评估制是指，地块储备主体委托受让方负责地块土

壤污染治理。经评估，地块规划建设内容与土壤污染治

理能有效衔接、提高建设效率，在合理期限（原则不超过

2 年）内能够完成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并通过效果评估

审查的，可以提前办理土地供应手续。

这一模式下，地块储备主体或其授权单位，需以土

地供应合同附件的形式，编制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

方案，并由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审查出具审查意见，

确定地块土壤污染治理费用最高限价，在土地供应挂牌

前告知拟受让方。

“因为污染地块的土壤污染治理由受让方负责，土

地的供应挂牌价格，就会在片区一般工业用地价格的基

础上，减去地块土壤污染治理费用的最高限价，从而调

动社会资金投入土壤污染治理。”付光暄说。

同时，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试点技术方案》还

支持污染地块的治理修复与建设项目开发建设同步实施。

不要小看这个“同步实施”，省时之外，还很省钱。

《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污染地块必须经治理修复

并移出污染地块管理名录后才可开发利用。具体实施过

程中的“窘境”是，地块治理时挖一遍，治理完成后用无

污染的新土回填，开发建设时因基础施工又挖一遍。

以原株冶地块上的株洲数字智造产业园的 A、D 地

块为例，若无先行试点政策的支撑，完全按此前治理模

式，除了需累计开挖转运污染土方 80万余立方米，还要

运进同等规模新土回填。而按“环境修复+开发建设”的

模式，仅需开挖污染土方量 10万余立方米，可节约治理

资金 2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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