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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岛渔农村水环境污染现状 

及治理保护对策探析 

—以舟山六横岛为例 

吕月珍 1，孔朝阳 2 

(1.杭州市科技信息研究院杭州 310001； 

2.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杭州 310025) 

【摘 要】随着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的实施，以及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被列入国家“十二五”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浙江海岛渔农村的社会经济将得到快速的发展，工业和生活用水量都将急剧增加，海岛渔农村水环

境污染问题也随之而来｡ 文章以舟山六横岛为例，通过调查了解海岛渔农村水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分析其在水环

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海岛渔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海岛渔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保护；浙江 

海岛是国家生态安全系统的重要一环，也是沿海地区抵御自然灾害的天然屏障。水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场所，近年来，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岛旅游的开发，海岛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浙江有着丰富的深水海岸线和海岛资

源，全省海岸线总长 6486km，拥有 3089个海岛资源
[1]
。随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重点推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

被写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舟山群岛将开发建设一批综合开发､港口物流､临港工业､海洋旅游､

现代渔业､新能源､海洋科研和生态保护等功能岛。“十二五”期间，浙江海洋经济将得到快速发展，海岛水环境污染问题也随

之而来，因此，加强海岛水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选择正确的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和控制方法不仅可以减轻经

济负担也可以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海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由于我国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情况普遍比农村要好，因此，海岛农村水环境污染及治理保护是本研究重点要探讨的问题。

舟山群岛是我国唯一的外海深水岛群，共有大小岛屿 1390 个，占全省海岛数的 45%，占全国的 1/5。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舟山共有住人岛屿 103个，其中万人以上岛屿 11个，全市常住人口为 112.13万人
[2]
。本研究以舟山六横岛农村为例，通过调查

了解海岛农村水环境污染现状及治理措施，并分析海岛农村水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海岛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保护

对策建议。 

1 海岛农村水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 

1.1六横岛基本情况 

六横岛位于舟山市南部海域，隶属舟山市普陀区。六横全岛陆地面积 121km
2
，是舟山群岛的第三大岛。全岛海岸线总长

85.05km，可通航水道 11条，岛附近有 4个国际锚地。六横岛是六横镇镇政府所在地，全岛常住人口约 10万，辖 9个渔农村社

区 79 个村(社)，2 个居委会，涉及渔农户 18750 户，渔农业人口 61282 人
[3]
。近年来，六横镇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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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经济，相继引进了中远船务､煤电一体化､中奥 PX､华立集团燃料油加工､丰源沥青､铁矿沙中转､海岛世界等一批临港型产业，

初步形成了以船舶修造､临港石化､港口物流､海洋休闲旅游为主的临港产业格局。 

六横岛内无大江大河，淡水资源基本靠降水补给，但岛上陆域面积狭窄，集雨面积有限。由于海岛山丘低矮､坡陡源短，截

水条件差，调蓄能力低，地表径流大都直接入海
[4]
。加之，海岛日照充足､季风强盛､蒸发量大，大部分降水被蒸发掉。因此，海

岛上真正能被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十分有限，水资源较为匮乏。 

1.2水环境污染现状及原因 

海岛农村水环境指分布在海岛农村的河流､渠系､池塘等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随着六横岛岛屿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工业和生活废水的排放以及工业废物､生活废物､畜禽养殖废物排放对海岛农村水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农业化肥､农药污

染的增加，致使河道水体氮､磷等元素严重超标，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严重。据统计，岛上村庄每年排放的生活污水总量处理率

还不到 2%，导致村镇河道水质日益变坏，严重威胁岛上渔(农)民的饮用水安全和身体健康，并对周围海域生态环境也造成一定

影响。 

通过调查，发现海岛农村水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这 3 个方面。此外海岛河流还受淤泥､淡水养

殖和海水倒潮等因素影响而使水质恶化。其中，工业污染主要来自临海而建的部分工矿企业，有些企业直接将废水排入大海，

也有部分企业将废水排入河流，河流又间接流入大海，造成海岛农村河流污染和海洋环境污染。生活污染主要是由生活垃圾随

意丢弃､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或水库中所致，同时还存在渔(农)户粪便随意排放现象，这些都对海岛河流水质造成严重威胁。

农业污染主要由化肥､农药使用量不当而造成的。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水环境中氮､磷负荷增加。而农药的残余会通过地面径流

污染河流和水库。另外，禽畜饲养产生的粪便和其他污染物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水库或河流，也严重影响海岛地面水环境

质量。 

1.3水环境污染治理情况 

随着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舟山市政府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借助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建设之力，加大对农村生活污

水和生活垃圾整治。普陀区政府制定《普陀区渔农村污水治理资金补助办法》，加快推进污水治理项目和卫生改厕项目实施。六

横镇政府实施渔农村环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即开展对畜禽粪便､生活污水､垃圾固体废物､化肥农药､河沟疏浚的整治和提

高绿化的工程。通过整治，全面提高了渔农村的环境质量。 

仅 2009年，六横镇全镇整治生活污水投入资金 1103万元，已对 5个村的生活污水进行整治，涉及农户 6156户，占应整治

农户的 41%；建造污水净化池 41 只，容积 5489m
3
，铺设污水管 35700m，新改卫生厕所 1949 户。全镇村庄配备卫生垃圾清运车

辆和保洁员，每 10～15户配备一个垃圾箱，垃圾进行集中收集处理。此外，六横镇还完成滚龙岙､礁潭､高峰三村河道综合治理

4.3km，河道砌石 1800m，清理村内河沟池塘 17960m
2
。尤其是杜庄､贺家､清港和东升 4个村(社)的污水治理工作已全部完成。台

门社区高峰村 389户人家，其中 210户已接入污水管网，污水整治工作完成总工程量的 85%左右
[3]
。2010年，全镇新建渔农村公

厕 15 个，每个行政村都有一座无害化公共厕所。全年实施污水管网投入资金 2750 万元，安装 25km 污水连网主管道和 10km 自

来水联网工程，改造龙山中心村､双塘中心村､夏家､石柱头､东升､积峙､礁潭､高峰等渔农村的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投入资金

1033 万元。经过污水整治后，岛屿居民饮用水更加安全，岛屿的生活环境也更加舒适，全镇饮用水改造后受益人口达到 6.8 万

人，新增渔农民饮用水受益人口 1.7万
[5]
。 

2 海岛农村水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2.1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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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横镇村(社)比普陀其他兄弟乡镇的村(社)规模大､人口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重。镇财政虽然支持力度挺大，但远远不能

满足新渔农村建设的需求。村(社)的运转模式也与兄弟乡镇的各村不一样，六横镇在 2003 年合并了 9 个中心村，截至 2007 年

底对 9个中心村经济合作社全部进行了分设。现已全部以村经济合作社为单位开展工作，上级有关部门在争取项目､资金等方面

没有考虑到六横镇的具体情况，仍以村(社)为标准来安排，使得六横镇政府在开展工作时，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 

2.2水环境保护意识不够 

海岛(渔)农民把水作为自然应该供给的资源，水环境保护意识还较淡薄，造成水资源的过度浪费和严重污染。在新农村建

设过程中，不仅是农村居民缺乏水环境保护意识，有些部门也忽视了农村水环境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农村水

环境保护往往被边缘化。 

2.3水环境保护和污水处理规划滞后 

与城市相比，海岛渔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展起步较晚。城市环境的保护采取了优先政策，对城市的工业废水处理给予很

多的优惠政策，而对海岛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相对滞后。海岛农村村庄布局散､规模小､功能不齐全，大部分海岛村镇都没有形

成统一的环境保护规划和污水处理专项整治规划。 

2.4污水处理能力薄弱 

海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污水管网服务范围有限，生活污水未经有效处理，顺地面漫流，流入就近明沟､河流和池塘，

严重影响水体水质。海岛农村地势复杂，渔农居住相对分散，很难铺设污水管道，这对污水收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开

发､引入建设成本低､处理效果佳､运行费用省､适合分散型的污水处理技术已成为解决海岛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的当务之急。 

3 海岛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保护思路及对策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和建设舟山群岛新区。六横岛作为新区重点发展的十大岛屿之一，将重点发展船舶和

海洋装备制造､港口物流､大宗物资加工､海洋能源和临港石化等临港产业，积极培育海水淡化及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产业
[6]
。随

着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提上日程，六横岛的社会､经济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与此同时，环境压力也会与日俱增。其中，最

为突出的还是工业污水和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的污染问题。海岛淡水资源相对紧缺，受污染影响，水资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因此，在开发利用有限水资源的同时，加强海岛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3.1保护思路 

针对海岛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受岛屿分散､基础设施薄弱及资金短缺等实际问题制约的情况。因地制宜做好科学规划､分步

实施､分类治理､注重经济实效，逐步完善海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全面开展海岛农村污水整治工作。借助“小岛迁､大岛建”建

设的契机，采取以“污水治理”“卫生改厕”等项目建设为重点，促进其他项目同时推进。通过水环境污染整治，切实保障海

岛居民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安全。 

3.2治理和保护措施 

3.2.1加强宣传提高环保意识 

解决海岛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要切实提高海岛居民的环保意识。扩大宣传，提高广大渔农民的卫生和环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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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媒体，向渔农民宣传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并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和生态渔业的实

用技术，帮助渔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学校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环保教育，通过向中小学生灌输环保知识，提高青少年的环境意

识，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大力推进海岛渔农村水环境保护工作。 

3.2.2开展海岛村庄污水整治 

加强海岛村庄整治建设，着力解决渔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现象，保护渔农村水资源质量，全面提升渔农村人居环境，提

高渔农民健康水平，重点开展渔农村卫生改厕工程､污水治理工程､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建立既可利用有机肥粪便又卫生且不污

染水环境的生态卫生厕所。按渔农户尤其是无卫生厕所的渔农户和外来人口居住分布情况，每个村(经济合作社)至少建 1 个无

害化公厕。要充分考虑粪便污水､生活污水纳入集中式污水处理收集系统的接口问题。建立健全渔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机制，加大

垃圾处理力度。 

3.2.3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加快生态村镇建设，尤其是人口多的村镇要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有自然条件的村镇也可修建一些人工湿地来配套污水

处理。要因村制宜开展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城市和区域污水处理厂临近的村庄(经济合作社)按照城乡或区域生活污水治理

一体化的要求，通过建设截污管网，将村庄生活污水纳入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其他村(经济合作社)则根据村内地势､布局状况

和经济情况，因村制宜选择厌氧生物处理技术､兼氧过滤处理技术､微动力处理技术和人工湿地处理技术等，以分户式､联户式､

集中式的办法治理生活污水。对渔农村家庭小作坊企业多而散的情况，政府要加强引导和督促，严格控制污染源头，减少污水

对河流的直接排放。 

3.2.4加强水环境执法监督 

切实加强水环境污染防治的执法监管，保护饮用水源和海岛水环境。制定一些地方性渔农村环境保护规范，同时环保部门

要严格执法。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环境监督监管力度，发现违法排污企业和涉及可能造成饮用水源污染的情

况都要严格按照有关条款进行处罚。完善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禁止一切向饮用水源保护区排污行为以及各种可能影响饮用水

源安全的开发建设和生产活动。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严把各类新建项目环保准入关，严格控制新污染源产生。采取定

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的方式，加强环境监管工作，保证水环境质量稳定。 

3.2.5重视科技加强投入 

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借助科技手段摸清渔农村水环境污染的现状和基本规律，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发挥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各方面力量在海岛水环境污染科研中的作用，整合和利用现有技术资源，重点加强船业､工业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及资源回用集成技术､污染综合控制技术､土壤污染修复和治理技术等重大关键技术的攻关。建立完善的海岛

渔农村环保适用技术推广制度，加大对海岛渔农村环保技术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的政策支持。大力推广低成本､操作简便､

高效的海岛农村环保适用技术。大力培养和引进农业农村环保方面的科技人才，加强对参与农村环保工作的有关技术人员的培

训，不断提高从事海岛农业农村环保科研工作的人员和农村环保技术成果推广队伍的整体素质。在资金､技术､人力投入上向海

岛渔农村倾斜，村镇应配备专职人员加强对污水处理治理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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