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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日
在南非闭幕。本次峰会就如何深
化金砖国家和非洲的务实合作
展开深入探讨。金砖国家同意正
式商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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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环境灾难惊九国
在 !"世纪工业发展热潮中，莱茵

河周边建起密集的工业区，尤以化工
和冶金企业最多，航运也迅速增加。从
#$%" 年到 &$'' 年间，莱茵河里铬、
铜、镍、锌等金属严重聚集，河水已达
到有毒的程度。自 !%世纪 (%年代起，
鱼类几乎在莱茵河上游和中游绝迹。作
为下游国家，荷兰的饮用水和鲜花产业
也因来自德法的工业污染而损失严重。

#$(%年，法国、德国、卢森堡、荷
兰和瑞士在瑞士巴塞尔建立了保护莱
茵河国际委员会（)*+,），下设若干工
作组，分别负责水质监测、恢复莱茵河
流域生态系统、监控污染源等。但彼时
距离二战结束刚 #年，由于边界开放
程度、经济条件等原因，合作的最初并
不愉快，收效甚微。

&$-.年 &&月，瑞士巴塞尔附近
一家化工厂仓库着火，消防措施使约
/%吨化学原料注入莱茵河，引发环境
灾难，大量鱼类和有机生物死亡。
这起事故震惊公众，人们走上街

头抗议，但也因此成为契机，促成了
&$-'年《莱茵河行动纲领》出台，各方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治污。&$$/与 &$$(

年，莱茵河发生洪灾，)*+,又将防治
洪水纳入行动议程。!%%&年，《莱茵河
可持续发展 !%!%规划》获得通过。
现在，)*+,是个非常有效的政府

间机构，意大利、奥地利、列支敦士登、
瑞士、法国、卢森堡、德国、比利时、荷
兰等 $个国家通过 )*+,协调莱茵河
的治理和保护工作。)*+,由全会、秘
书处及技术机构组成，并通过各国部
长级会议行使极高的政治权力，产生
有政治约束力的决议。各国政府代表
分成不同主题的工作小组，每年共举
行约 '%次正式会议，探讨莱茵河水资
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而各种非正式
的讨论和交流基本上每天都有。

保护莱茵三重点
秘书长本·范德韦特灵说，)*+,

刚成立时，针对当时莱茵河面临的污
染，把建立检测机制并兴建污水处理
设备定为优先解决的问题。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政府间的合作越来越顺畅，
很多具体问题通过非正式接触，比如
“喝咖啡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了。

各国在莱茵河治理和保护上的侧
重点和擅长领域不同，)*+,也提供了
经验分享的平台，同时通过协调工作
尽量使各国的步调一致，取得平衡。

如在瑞士，第一部《水保护法案》
于 &$('年生效。每户城市家庭的污水
管道逐步与污水处理厂相连，莱茵河
水质在几年后显著改善。
瑞士巴塞尔的制药和化工行业为

工业废水处理投入巨额资金，并终止
了一些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而在研
究、开发与管理领域加大投入，对莱茵
河治理起了重要作用。目前，瑞士在微
量污染物处理方面走在前列。
范德韦特灵说，尽管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要做的还有很多。
目前 )*+,的工作重点有三：微量污
染物治理和生态系统重建，流域防洪，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警报平台助监控
除了长期目标，)*+,统一协调下

的多国协作机制多次在处理紧急环境
污染事故中发挥作用。两年前，德国境
内莱茵河流域发生翻船，引发严重环
境污染威胁。今年 &月，一份长篇报告
详尽分析了这起事故。

一艘名为“瓦尔德霍夫”的货船在
莱茵河事故多发地段“罗蕾莱”礁石附
近发生侧翻，当时船上装有 !0%%吨浓
度为 $.1的硫酸。最初抽取硫酸的尝试
失败后，“瓦尔德霍夫”号船体开始破
裂。“我们不得不以可控的方式把硫酸
排入莱茵河，以避免莱茵河生态受到
破坏。”)*+,德国负责人耶克尔说。
最终，由船务公司、当地水务管理

部门及邻近各州政府机构组成的危机
应对小组决定，以每秒 &!升的速度，
缓缓释放硫酸，用莱茵河每秒 &.""万
升的流水量稀释。
其间，德国与沿河其他国家保持接

触，持续通报事故进展以及德国的措
施。媒体对事故铺天盖地的报道也帮助
各国及时了解最新情况。

耶克尔说：“这是在德国境内发生
的事故，所以没有其他国家参与处理决
策。但释放硫酸对水质的影响，影响下
游多大区域等问题在决策前就已作评
估，并向其他国家通报。”在这个过程
中，)*+,的“国际警报方案”启动。
“国际警报方案”是莱茵河沿河各

国的警报与信息互通平台，借助设立
于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的 '个警报
中心，相互沟通，当发现污染物质时，
快速确认污染源，并发布警报。
当德方决定向莱茵河排放硫酸时，

“国际警报方案”启动，下游各地区饮用

水生产厂家、过往船只、沿岸居民等都
接到警报。“得益于严密监控，硫酸入河
没有产生负面影响。”耶克尔说。

除了参与类似的污染事件处理，
“国际警报方案”的 '个警报中心平时
还会相互沟通关于莱茵河水质的最新
信息，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污染威胁。
每年，)*+,会公布“国际警报方

案”年度报告，一年中发布警报数量、
信息通报次数、污染物质等内容一目了
然，并配以不同年份污染数字的比较，
让公众了解莱茵河每年水质的变化。

因地制宜可借鉴
)*+, 有一套公认的水质标准，

虽无法律约束，但被各国普遍接受，
借以衡量莱茵河流域污染状况的变
化。目前，莱茵河治理已获得很大成
功。排放入河水中的有毒物质完全消
失，很多对环境敏感的物种开始回
归。目前，莱茵河中生活着 ./种鱼，
因对水质要求非常高而被当作指标
物种的鲑鱼在一度绝迹后，也重回莱
茵河。河水做饮用水水源完全没有问
题。今天包括德国在内的莱茵河沿线
各国都加强水质监控，根据欧盟规定
处理污水，实际上已没有上游污染了。
范德韦特灵总结莱茵河治理成功

经验时说，政治意愿和共识、各国之间
的相互信任、政府高层协调合作、专业
人士全程参与及非政府组织发挥政府
和公众之间的沟通作用是关键。
他也指出，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

保护是一项需要时间和耐心的事业，
)*+,的经验可以借鉴和参考，但无法
复制。不同国家和地区只有结合自身
情况，找出问题所在，然后共同寻找解
决方案。

守卫莱茵河：从“都不管”到“都来管”
流经九国的“欧洲下水道”如何重新变清澈？

! ! ! !莱茵河全长 !"#$ 公

里$其中约 %&$公里在德国

境内$被德国人视为&父亲

河#' 上世纪 '$年代末$德

国战后重建$ 大批能源(化

工( 冶炼企业在河两岸建

立$它们向这条河索取工业

用水$同时又将废水排进河

里$莱茵河水质急剧恶化'

!#'$年$莱茵河沿岸

国家成立保护莱茵河国际

委员会!()*+%$总体指挥

和协调莱茵河的治理工作'

,$世纪 &$年代$包括

德国在内的莱茵河流域各

国与欧共体代表签署合作

公约$ 为共同治理莱茵河

奠定法律基础' 公约规定$

排放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

的企业将被罚款 '$ 万欧

元以上$ 不符合排放标准

的企业则将被关闭'

企业增强环保意识对莱茵河

治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数家大

型制药( 化工企业积极开发环保

技术' 如德国拜耳公司将其开发

的污水处理技术出售给其他国

家$成为该企业的利润新增长点'

!#%- 年开始$()*+ 启动对

莱茵河整体修复$ 措施包括拆除

不合理的通航(灌溉及防洪工程$

用草木绿化河岸$ 在部分改弯取

直的人工河段恢复其自然河道

等$取得显著成效',$$$年$()*+

制定了 )莱茵河可持续发展 ,$,$

规划*$进一步完善防洪系统(改善

地表水质(保护地下水等'

从 !#%$年到 ,$$'年$ 有关

国家为莱茵河治理投入 ,$$亿到

"$$ 亿欧元' 从 ,$$' 年到 ,$,$

年$ 预计还将投入 !$$亿欧元'

()*+ 称$!#%' 年到 ,$$$ 年间$

莱茵河中有毒物质减少了 #$.'

欧洲持续的经济危机正在

&拖累#治理环境污染事业'不过$

!"#$ 秘书长范德韦特灵说$环

境问题目前不再是各国的优先考

虑$相关工作不得不&放慢#步伐$

原本制定的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可能要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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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发源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
流经9个国家，流域生活着约5000万人
口。上世纪早期至中期，工业化发展的狂
热使人们忽略了对这条欧洲母亲河的保
护，污染严重侵害莱茵河生态环境，一度
得名“欧洲的下水道”。频发的环境事故

终于唤醒民众、企业和政府。以保护莱茵
河国际委员会（ICPR）为代表，莱茵河流
域各国建立并不断完善协作机制，从“都
不管”到“都来管”。经过多年努力，如今
的莱茵河已重现美丽，多国协作平台仍
在运转，继续守卫莱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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