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做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设计评价的公司

产品名称 周口做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设计评价的公司

公司名称 河南世耀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南阳市卧龙岗汉画馆中段55号

联系电话 15565686555 15565686555

产品详情

地下水是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和战略资源，是生态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状况关系到2035年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和建成美丽中国的目标实现。近年来，我国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稳步推进，先后出
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文件，初步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体
系，加强地下水环境“双源”（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和地下水污染源）监管，推动源头防治协同增效，
地下水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但是，我国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整体基础薄弱，局部区域的地下水污染问题仍较突出。部分污染源周边
地下水存在特征污染物超标，呈点状累积趋势，有些甚至存在向区域扩散的风险；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
水质未得到全面保障，部分县级及以上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水质不达标，部分水源补给区仍存在地下水
污染风险。

1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强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对新时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作出总体部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
院解决新发展阶段生态环境领域深层次问题的决心信心。

坚持问题导向，在不断摸清地下水环境底数的基础上，强化推进“双源”管理体系建设。《意见》提出
，“持续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应针对化学品生产企业及工业集聚区、尾矿库、危险废物处
置场、垃圾填埋场、矿山开采区等地下水重点污染源和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按年度分批实施调查评估
工作。到2025年，基本查清地下水重点污染源及周边的地下水环境状况。针对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
，《意见》要求“划定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并强化保护措施”。要在持续完善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的基础上，研究建立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划定技术方法，推进县级及以上城市浅层地下水型饮用
水重要水源补给区划定，不断筛查可能存在的污染风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全面系统保障
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针对地下水污染源，《意见》要求“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及
污染风险管控”。应明确地下水环境监管重点区域，鼓励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
定，并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内高风险行业的环境准入和环境监管，研究确立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
排污单位名录等，加强源头预防和风险管控，确保地下水污染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坚持系统治理，充分考虑地下水与地表水、土壤等要素的协同效应，突出水土协同和综合防治。《意见
》强调，“实施水土环境风险协同防治”。要打通“地上地下”，统筹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和风



险评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方案等应依法包括地下水相关内容，存在地
下水污染的，要协同推进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地下水与地表水联系紧密，需协同防治、
综合治理。《意见》指出“在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密切的典型地区开展污染综合防治试点”。要加强地
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着力减少重污染河段侧渗和垂直补给对地下水污染，确保傍河水源地水质
安全。鼓励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下水赋存丰富、地表水系发达、区域开发强度大、敏感点多且集中的
地区，探索水土共治模式。

坚持以点带面，强化监测评价和试点探索，全面推动和指导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意见》明确“健全
分级分类的地下水环境监测评价体系”。应不断完善以饮用水水源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地下水
污染防控为重点的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国家和地方分级建设，重点关注国家重大战略区、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城市建成区、化工石化类工业聚集区和矿山开采区等。产业园区及
相关企业，依法落实自行监测职责。逐步形成地下水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控相结合的监测评价体系，推动
地方不断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针对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分析地
下水环境质量状况，非地质背景导致未达到水质目标要求的，因地制宜制定地下水环境质量达标或保持
方案，保障地下水质量目标。要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综合试点，通过选择若干典型地级市，实施地下水
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综合试点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管理、地下水
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建立、水土环境及地表水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等，因地制宜开展典型环境问
题监管，探索创新地下水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提高地下水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意见》要求强化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和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监管，持续推进基础调查评估，
健全监测评价，逐步夯实“双源”监管体系，不断加大水土协同防治，通过试验区综合试点，积极探索
适合不同条件的地下水环境管理模式，将有力推动我国“十四五”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呈现跨越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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