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溶洞变身天然“垃圾桶”

溶洞垃圾问题曝出以来，张家界市、慈利县

迅速邀请组织中国环境科学院、湖南省城市地质

调查监测所等专业机构和相关专家、专业人员组

成的力量进行洞下勘探和垃圾清运作业。

“一次性用品、破旧衣服、塑料袋……什么垃

圾都有。”在位于通津铺镇长峪铺村15组的罗家天

坑溶洞，垃圾清理工作安全员唐勇指着一旁打包

摆好的十多袋垃圾向记者介绍，每袋重量在60斤

左右，部分垃圾已与淤泥混为一体。

在东岳观镇彩球村一处名为大田坑的溶洞洞口

附近，同样堆放着清理上来的垃圾。记者看到，其中

有塑料制品、瓶瓶罐罐、食品包装袋等。身着防护服、

佩戴防护口罩的专业户外人士与清洁人员，通过绳

索下降至数十米深的溶洞，开展清理工作。

参与此地垃圾清运的某户外运动公司负责人

朱辉说，通过绳索与大型机械配合，每天能清运

约10吨垃圾，但由于大田坑溶洞内部结构复杂，

尚不清楚里面垃圾总量到底有多少。

除生活垃圾外，有的溶洞内还存在养殖粪

污。3月16日以来，张家界市和慈利县两级生态

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对相关乡镇养殖场（户）

开展排查。目前，相关部门已对12家涉嫌违法排

污的养殖场（户）立案调查。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各乡镇摸排上报的溶洞

进行核查，目前共核查206个。”6月10日，湖南

省城市地质调查监测所地质高级工程师陈伦浩向

记者介绍，其中约三分之一溶洞没有污染，接近

一半污染程度较小，中度污染的约十分之一，重

度污染的为罗家天坑和大田坑2个溶洞，另有部分

尚未确定垃圾的具体数量。

据6月11日最新统计，慈利县已累计从溶洞

中清理出约51吨垃圾。记者了解到，由于应急管

理部门在大田坑溶洞内部发现了大量硫化氢、氨

气等有毒气体，当地已于6月9日暂停相关作业，

并在重新制定清运方案。

溶洞为何成“垃圾桶”？
——湖南慈利溶洞污染调查

2025年6月12日星期四 责编/凌翠云 美编/徐月福

11南国关注

近期，有网民反映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有溶洞被倾倒大量垃圾，拍摄的画面触目惊心。
事发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对存量垃圾进行清理，按照“一洞一策”开展系统治理，目

前已累计清理出约51吨垃圾；同时，对相关单位4名责任人采取停职检查等措施，对15名相
关责任人立案调查。

为什么大量垃圾会出现在溶洞中？这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
者近日赴慈利县展开调查。

溶洞不应成保护盲区

溶洞中的垃圾会给环境带来怎样

的影响？为何多年来没有引起重视？

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慈利县位于湘西北山区，境内喀

斯特地貌分布广，溶洞较多。记者了

解到，在本次污染被曝光之前，慈利

并未就全县溶洞底数、分布、环境开

展过摸底，对溶洞被污染程度、生态

脆弱程度缺乏系统研究。

当地干部反映，一些受污染的溶

洞位于山区隐蔽地带，远离村民聚居

区；还有一些溶洞呈垂直方向发育，

垃圾埋藏较深，肉眼难以发现。加之

溶洞内部构造复杂，基层管理和执法

人员进入较难，导致溶洞内的历史遗

留垃圾长期成为管理和执法盲区。

湖南省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监

测所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副主任帅焕介

绍，污染物一旦进入岩溶含水层，短

时间内可能污染下游地表水体，造成

水质恶化，影响水生态环境。而一旦

洞内石笋、钟乳石等岩溶景观被污染

破坏，自然恢复将十分缓慢。

溶洞垃圾问题曝出以来，张家界

市、慈利县在全域开展溶洞和非法倾

倒固废“拉网式”大排查，聘请省市

专业地质调查组以及消防救援大队开

展溶洞勘查评估，招募专业人员组建

“溶洞守护志愿队”共同参与溶洞整

治和监督管理，并公布“非法倾倒处

置固废专项行动”举报渠道，方便群

众有效监督。

近日，湖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赴

慈利县督导溶洞污染整治工作，要求

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

圾收集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

板弱项，深化系统治理、协同治理，

健全生态恢复和管理长效机制。

湖南省相关部门调集人员、物

资、技术等相关资源，安排专业人员

赶赴现场对专项治理和垃圾清运开展

研究。

陈伦浩介绍，湖南省地质院已与

专业探险队一起合作，加派人手，携

带三维激光雷达扫描仪、背包钻机等

装备，尽快摸清当地溶洞内部情况，

绘制三维结构图，并确定垃圾总量，

以便为后期清理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慈利县是湖南生猪调出大

县，年出栏生猪约70万头，其中散

小户占比超过50%。湖南农业大学资

源学院副院长谢桂先建议，在类似慈

利这种生态脆弱地区开展养殖等农业

活动时，要根据环境承载能力做好科

学规划，合理确定养殖密度，规范粪

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

“目前我们正在对全县溶洞进行

调查，争取到今年底，形成‘三个清

单’‘一张图’。”慈利县副县长杜修

勇介绍，“三个清单”包括全县原生

态溶洞数量、多少有开发利用价值、

多少有特殊环境问题；“一张图”是

指将溶洞分布、养殖分布和人群分布

“三合一”，并根据溶洞是否位于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等周边和地下环境条

件，予以分类保护。

（据新华社记者张格、周勉、陈振海）

巨量垃圾究竟从何而来？

慈利县有干部反映，由于地处山区、经济欠发

达，慈利各乡镇、村庄的垃圾运输车、垃圾桶等环卫

基础设施不足；2010年当地禁止焚烧垃圾后，农村地

区随意倾倒、堆放垃圾问题明显。于是，溶洞成为天

然“垃圾桶”。直至2015年，国家层面对农村垃圾处

理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上述情形有所好转。

“我父亲图方便，以前也喜欢朝里面丢垃圾。”今

年51岁的长峪铺村村民罗庭喜的家离一处被污染的溶

洞只有200多米，他告诉记者，他曾多次劝阻父亲，

但因为过去自己一直在外打工，且父亲年事已高，未

能奏效。

罗庭喜说，每下一场大雨，雨水就把里面的垃圾

往更深处冲，溶洞像“黑洞”一般，人们并不知道它

究竟有多深。

“也有些垃圾是当时村里或乡镇收集后，统一倾倒

进溶洞的。”在另一村走访时，有村民向记者回忆，每

逢镇里赶集，从集场上清理的垃圾都是“用卡车拖过

来的”。当地部分干部也承认，2015年之前，在乡村

两级，存在集中焚烧、填埋、朝溶洞丢弃等多种垃圾

处理方式。

“乡镇环卫专项规划缺失、治理资金不足、垃圾处

理设施落后、环卫保洁力量薄弱、群众环保意识不够

等多重原因，导致许多生活垃圾被倾倒在溶洞内。”慈

利县一名干部说。

慈利县委县政府称，当地自2015年开始逐步推进

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截至2019年底，慈利全县所有

乡镇和街道均已设立环卫所，生活垃圾实现统一收集

和转运处理，实行日产日清、即装即运。

记者近日在慈利多个乡镇、村庄走访时，见到了

许多绿、红、黑、蓝四色分类垃圾桶。

慈利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环卫中心副主任卓

建平介绍，2017年，全县共在26个乡镇设置了41个

一级垃圾压缩站和2个二级压缩站。目前，全县每天

产生的约350吨垃圾，均统一转运至张家界市和常德

市石门县两所垃圾发电厂处理。

这是慈利县东岳观镇彩球村大田坑溶洞内的垃圾（6月4日摄）。新华社发（向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