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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22个国家生态乡镇，完成8个循环经济重点项目

诸 暨 山 水 入 画 来

◆周兆木

整治提升重金属行业
削减比例达 87.9%，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

众筹治水 科技治水

246个村完成污水治理任务

五气合治改善大气质量
淘汰燃煤锅炉1950台、黄标车及老旧车7669辆

◎实施“811”生态文明建设推

进行动方案：

“8”是指要实现生态经济、节能

减排、环境质量、污染防治、生态保

护与修复、环境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这8方面工作目标。

“11”是指开展节能减排、循环

经济、绿色城镇、美丽乡村、清洁水

源、清洁空气、清洁土壤、森林诸暨、

蓝色屏障、防灾减灾、绿色创建这

11个专项行动。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
论断的指导下，浙江省诸暨市积极实施
生态靓市战略，努力探索生态文明建设
之路，全力建设美丽诸暨，初步实现了经
济发展比较快、生态保持比较好、城乡发
展协调、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今年上半年，诸暨市实现生产总值
473.27 亿元，同比增长 6.3%。完成财政
总收入 56.14 亿元，同比增长 3.97%。生
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生态环境质量不
断改善，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美丽景象
逐渐显现。

开展11个专项行动，与全市
27个乡镇签订责任书

诸暨市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
导，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合作、全民参与、
网络健全、组织有力的生态建设体系。
建立了以市委书记、市长为组长的生态
市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市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市创建工作。

为使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诸暨
市先后出台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
施意见》、《推进生态市建设若干政策意
见》、《美丽诸暨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政
策性文件。

同时，诸暨市实施了“811”生态文明
建设推进行动方案，开展了节能减排、循
环经济、绿色城镇、美丽乡村等 11 个专
项行动，把美丽集镇、美丽村庄、美丽社
区、美丽园区、美丽厂区、美 丽 校 区 、美
丽 家 庭 等 十 大 创 建 活 动 作 为 融 入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理 念 的 重 要 载 体 ，使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贯 穿 各 个 领 域 ，成 为 人 们 的
自觉行动。

为使生态建设目标任务较好完成，
诸暨市以目标责任制的形式与全市 27
个乡镇（街道）签订责任书，把任务细化
分解到各责任单位。

在生态市创建工作中，诸暨市编制
了《生态市建设规划》、《生态环境功能区
规划》、《国家生态市创建工作实施意见》
等，累计成功创建 22 个国家生态乡镇

（街道）、25 所省级绿色学校、两家国家
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和 1 个省级生态文明
教育基地。

营造生态文明建设氛围是诸暨市开

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诸暨
市充分利用报纸、网站、新媒体等平台宣
传生态建设工作，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增
强市民生态文明意识。

同时，利用环境日、浙江生态日等开
展生态建设主题活动，营造全民参与生
态建设的良好氛围。诸暨市组织开展生
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提升活动，公布
生态建设举报电话和违法企业公开道歉
信等，印发建设生态市全民在行动等宣
传资料 35 万余份，积极引导群众共同参
与生态文明建设。

创建生态循环农业区，一村
一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诸暨市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在淘汰落后产
能的同时，积极鼓励发展循环经济。

诸暨市投资 4.03 亿元，完成 8 个列
入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991 行动计划”
的重点项目，初步形成报废汽车拆解、生
活资料回收、废金属物资回收等废旧商
品 回 收 体 系 。 成 功 创 建 省 级 生 态 循
环 农 业 区 两 个 、绍 兴 市 级 生 态 示范区
5 个。认定无公害产品 24 种、绿色食品 3
种，总面积 2.5 万亩，完成测土配方施肥
82.2万亩。

诸暨市切实抓好源头控制，严把项
目审批关，近两年共否决污染项目 20 余

个。同时，完成了 11 家省级和绍兴市级
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64 家年综合
能耗 5000 吨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全部
纳入浙江省能源管理信息系统。

为扎实推进绿色城镇、美丽乡村建
设，诸暨市大力实施一村一品战略。按
照整洁美、富裕美、生态美、文化美、和谐
美的要求，诸暨市从自然、人文、产业等
方面，全力打造具有鲜明特征、支撑美丽
乡村地域品牌的示范镇乡、精品村点。
2015 年，启动了枫桥镇新择湖村、山下
湖镇新长乐村和草塔镇上下文村 3 个精
品村建设。

按照构筑绿色景观走廊、生态经济
走廊、休闲观光走廊、文化展示走廊的要
求，诸暨市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整体推
进，着力打造东、南、西、北 4 个美丽乡村
景观区。东线是以香榧森林公园为核心
的特色产业、农耕文化景观区，南线是以
东白湖为核心的山水风光、明清古居景
观区，西线是以五泄旅游度假区为核心
的南方水果、农家乐园景观区，北线是以
白塔湖为核心的湿地风景、现代珠乡景
观区。目前，4 个美丽乡村景观区已基
本建成。

诸暨市利用生态资源，发展绿色经
济，全市建成各类农家乐经营村点 124
个，接待游客 118.8 万人（次），年经营收
入达两亿元。同时，建成 58 个农村电子
商务专业村和 1 个镇级农产品电商集聚
区，诸暨市邱村成为绍兴市首个中国淘
宝村。

诸暨市开展自然生态保护，创建森
林城市，积极推进东白山省级自然保护
区规范化管理。完成 1 个省级森林城
镇、3 个绍兴市级森林城镇、10 个省和绍
兴市级森林村庄创建。完成平原绿化
8662 亩、产业化造林 3200 亩，完成边坡
复绿近 10 万平方米，建成省级生态公益
林 6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59.3%。

诸暨市坚持以数字环保建设为抓
手，积极推进环境管理信息化、智能化和
精细化，推动生态环境管理模式转型创
新。采用集成环保 OA 管理和档案管理
系统，实现环境监测、监管数据高效协同
共享，构建水气重点污染源、固体废物存
贮运输、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城乡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系统，实现全方位自动监控
和预警。推行重点污染企业刷卡排污，
实现环境管理从浓度控制向智能化管理
转变。

本报讯 诸暨市在强化“五水
共治”的基础上，全力开展五气合
治（控 烟 气 、降 废 气 、减 尾 气 、消
浊气、除臭气），持续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

强势推进燃煤锅炉淘汰改造
是大气治理的关键，诸暨市采用淘
汰与改造相结合的方式，在禁燃
区、风景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高
速公路沿线和铁路沿线及环境敏
感区域，实施煤改气工程。截至目
前 ，全 市 已 淘 汰 整 治 燃 煤 锅 炉
1950 台，全市燃煤总量同比下降
14.8%。

利用燃煤锅炉淘汰这一契机，
诸暨市大力推进天然气和蒸汽供
应，今年已铺设天然气管道 60 公
里，总长度达 675 公里，上半年天
然气用量达 2500 万立方米，较上
年同期翻一番。热电联产新机组
已开始建设，今年已铺设管网 15
公里。

诸暨市出台专项整治方案，对
城西区域内燃煤炉窑、印染、酸洗
喷漆及乳胶、电缆、化纤加工等生
产过程中会产生有机废气的 22 家
重点企业开展专项整治。整治后，
非甲烷总烃平均浓度下降 73%，硫
化氢平均浓度下降 75%，氨平均浓
度下降 44％，城西废气投诉同比
减少 42%。

诸暨市出台了《诸暨市淘汰黄
标车工作方案》，实施黄标车提前
淘汰补贴，目前已累计淘汰黄标车

及 老 旧 车 7669 辆 ，补 贴 资 金 达
2600 万元，完成率达 132.8%。共
投放城市公共自行车 1200 辆、建
设站点 40 个，建成两座天然气加
气站。

诸暨市还结合城市建设特点，
出台建设施工扬尘、渣土车辆整治
方案，对进出工地车辆实行净车出
场，并加大处罚力度。2014 年，全
市 累 计 查 处 违 法 违 规 运 输 车 辆
1400 辆（次），实 施 行 政 处 罚 541
起。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全面禁止
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实行市、镇

（街 道）、村（社 区）3 级 网 格 化 管
理，全市秸秆利用率达 95%以上。

诸暨市加大重点行业治理力
度，对全市 32 家印染企业实施关
停、搬迁、提升等举措，消除生产过
程中对环境的污染，使污染物稳定
达标排放。对全市 164 家酸洗、印
刷、印花、酿酒、生猪屠宰等企业实
施专项整治，实行关停一批、转产
一批、提升一批的措施，改善了企
业的环境面貌。

诸暨市建立了公安环保联动
执法机制，坚持明查与暗访、突击
检查与交叉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严
格执行新《环境保护法》和“五个一
律”（一律依法从重量罚、一律依法
停产整治、一律依法关停取缔、一
律取消政策优补、一律实行媒体公
布）规定，加大重点污染源的日常
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 马利伟

本报讯 根据浙江省委、省政
府“五水共治、治污先行”决策部
署，诸暨市从 2014 年开始，计划用
3 年时间，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的目标。今
年，诸暨市已完成 246 个行政村的
污水治理任务，占全市行政村总数
一半以上，农户受益面从 40%提升
到 80%以上。

集资集力，各村成立治污
志愿者队伍

诸暨市借乡贤之力，集资集力
聚焦众筹治水。在去年发动为“五
水共治”捐款 1 亿元的基础上，今
年，诸暨市又把筹资筹劳作为全市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评优的前提
条件之一。借助国庆节乡贤回家
的时机，各镇乡发动乡贤和村民投
资投劳，共筹资600万余元、筹劳6万
人，为生活污水治理注入了活力。

江藻镇把 10 月 10 日定为“五
水共治”活动日，全镇 13 个行政村
一 日 筹 资 125 万 元 、筹 劳 4000 余
人，向村民发放倡议书近万份，组
织签订“五水共治”承诺书近 8000
份。岭北镇各村成立了治污志愿
者队伍，逐家逐户宣传治水行动，
营造了农村生活污水村民共治的
良好氛围。

诸暨市借技术之力，力争实现
农村治污快中求好。诸暨市全程
监管污水治理施工过程，在对图纸
设计、切挖槽沟、闭水试验等 18 个
环节开展针对性检查的基础上，首
次启用机器人—便携式潜望镜参
与监管。

这个机器人检测系统采用先
进的管道内窥摄像检测技术，通过
视频输出和激光测距，对已铺设好
的管道进行探测扫描，检测是否出
现堵塞、变形、破损等情况，从而确
保工程质量。这一检测系统在全
市各村巡回工作，按照不少于 20%

的比例抽检管道。截至目前，已抽
查 8个乡镇，合格率为 98%。

此 外 ，店 口 镇 与 国 机 重 工 集
团、商达环保开展合作，开展智能
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设备产业化项
目建设。污水处理设备上安装了
互联网模块和传感器，主要通过智
能水务管理云平台进行操作管理。

邀请网友当隐性监督员，
网友纳谏活动常态化

诸暨市借网友之力，办好实事
工程。在面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
的基础上，诸暨市主动邀请网友走
进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实施现场，让
网友提出问题和意见，再根据网友
提出的意见及时整改。

诸暨市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
室与诸暨网合作，邀请 20 名活跃
网友现场参观枫桥镇阳春村生活
污水处理工程，随后召开座谈会，
请网友提意见。面对尖锐问题，诸
暨市相关负责人不回避、不推诿，
实事求是进行解答，赢得了网友的
支持与信任。

同时，诸暨市还邀请网友当隐
性监督员。一方面将网友纳谏活
动常态化，不定期在各镇开展。另
一方面在诸暨各网站论坛，常年征
集网友对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意
见建议，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意
见建议 26条（次）。

在此基础上，诸暨市建立了全
方位的社会化监督机制。在市、
镇、村、监理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
基础上，聘请“两代表一委员”作为
社会监督员，定期对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程进行明察暗访。确定 30
名专家团成员作为官方监督员，帮
助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上的技
术难题，每两个月开展一次集中督
察或暗访，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当好参谋助手。

斯丽萍吴希阳

本报讯 由 浙 江 省 环 保 厅 、省 经 信
委、省环科院等单位组成的验收组，近日
对诸暨市省级重金属防控区建设情况进
行了验收。

验收组充分肯定了诸暨市在建设省
级重金属防控区方面取得的成绩，认为
诸暨市整改、建设力度大，重金属污染防
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予以通过验收。

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列入年度
生态建设考核

诸暨市始终把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
工作列入“十二五”生态环保重点工作来
抓，先后开展铅酸蓄电池行业、电镀行业
和铜熔铸行业等涉重行业整治。成立了
以市长为组长、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相
关部门和乡镇（街道）主要领导为成员的
重金属行业整治专项领导小组，并将重
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列入年度生态建设考

核，实行“一票否决”，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部门镇街作为整治工作的具体执行

单位，严格落实诸暨市委、市政府关于行
业整治的各项措施，根据整治职责分工，
强化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成员单位定
期召开会议，交流情况，研究制定重金属
污染综合防治的配套政策，及时协调解
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浙江省、绍兴市重金属污染综
合防治规划要求，诸暨市结合全市实际，
编制印发了《诸暨市重金属污染综合防
治规划（2011~2015）》。其中，确定了铅
为重点防控污染物，确定铅蓄电池、电镀
加工为重点行业，将 76 家重金属企业列
为全市重点防控企业，提出了重金属排
放总量比 2009 年下降 20%以上的削减目
标，同时提出了技术升级产业集聚发展（淘
汰手工线并向园区集聚）、污染源综合治理

（水气渣全面达标排放）、监测能力建设
（配备 ICP 及在线监测）等具体任务。

全市不再新增铅酸蓄电池生产
企业

诸暨市从源头控制污染，要求电镀
企业除配套生产企业外其余要全部入
园 ，总 铬 、六 价 铬 排 放 量 分 别 下 降
46.39%、98.41%。明确电镀园区外一律
不再新上电镀项目，全市范围内不再新
增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

根据历年减排考核结果，“十二五”
期间，诸暨市重点重金属铅、铬排放量分
别削减了 90.21kg和 99.56kg，削减率分别
为 49.2% 和 48.9% ，5 类 重 金 属 共 削 减
189.77kg，削减率达 42.7%，实现了重点重
金属削减 20%的整治目标。

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重点重金属稳
定达标，根据监测数据，2013 年~2015 年

（1 月~9月），陈蔡水库饮用水水源水质监
测重金属指标稳定达标，达标率为100%。

通 过 对 三 大 重 金 属 行 业 的 整 治 提
升，诸暨市涉重金属行业结构进一步优
化，电镀企业从 20 家削减至 5 家，铜熔铸
企业从 165 家削减至 19 家，51 家铅酸蓄
电池生产企业彻底关停。全市涉重企业
从整治前的 241 家削减到 29 家（包括新
增 企 业），削 减 了 212 家 ，削 减 比 例 达
87.9%，解决了涉重金属行业“低、小、散”
问题，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

通过实施重点防控企业污染综合整
治工作，诸暨市各涉重金属企业生产工
艺装备进一步升级。尤其是电镀行业，
整治前，电镀企业技术工艺装备落后，部
分生产设备陈旧，生产车间布局略显混
乱，生产效率低，污染较重。整治后，电
镀企业厂区环境整体改善，雨污分流不
断完善，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排放标准加
严，有效减轻了区域污染。

通过整治，诸暨市涉重企业污染防
治水平进一步提高。企业环境意识、安
全生产意识等有了明显增强，相关手续、
证照齐全，卫生防护距离得到落实，安全
生产得到切实保障，废水、废气污染防治
设施进一步完善，环境管理机构和环境
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危险废物收集、
转移、处置管理进一步规范，各项内部管
理制度、环境应急预案、应急防范措施进
一步健全。 马利伟 图为诸暨斯宅古村落。 资料图片

图为诸暨城市绿地休闲广场。 资料图片

本报讯 浙江省诸暨市不断创新
“两路（公路、铁路）两侧”、“四边三化”
（在公路边、铁路边、河边、山边开展洁
化、绿化、美化）整改模式，加大外立面
改造工程力度，通过拆改结合、拆绿结
合、堵疏结合，着力构筑诸暨最美景观
带。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入资金逾亿
元，完成外立面改造近 150万平方米。

诸暨市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定位、
高质量推进，从组织领导、实地督察、
示范引领、工程招标、全程监管等领域
构筑起排查整治体系。细致排查“两
路”沿线各类整治点位，勾画出全市外
立面改造分布图，夯实整体布局基础，
在外立面工程招投标、诸暨特色文化
景观带打造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效果。

同时，诸暨市构建工程进展档案，
对外立面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等进行
严格监管。建立“两路两侧”外立面改
造线路名录，建设工程进度信息数据
库，涵盖改造面积、单位造价、预计工
期等方面，定期通报各镇乡（街道）改
造情况。构建督察考核机制，整改过
程中，市规划局工作人员负责对应各
乡镇，落实指导职责，对外立面改造进
行实地督导，指导各镇街依照全市整
体规划施工。

在外立面改造中，诸暨市统一规
划，在外立面改造工程实施前，由市规
划局统一制定沿线建筑编制整改方
案、设计规划，以公路干线、铁路沿线
环境突出问题为重点，统筹规划整治

“四边”其他区域环境薄弱环节。
诸暨市注重在外立面改造工程中

培育精品工程，按照市规划局下发的
设计样本对农业设施用房等进行整
改，并在外立面墙体进行涂绘。重点
在旅游景区和县域交界地段开展美化
工程，做到精品精致、善做善成，使建
筑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同时彰显诸暨
特色文化。

诸暨市通过多方联动，保障外立
面改造工程。充分发挥“四边三化”办
的统筹协调作用，定期研究、分析各镇
街在外立面改造工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形成统一的指导方案。同时，积
极推广好的经验做法，以简报和实地
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先进带后进，共同
推进外立面改造工作。同时，通过召
开动员会、发放“四边三化”整治行动
倡议书等形式，广泛宣传外立面改造
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大社会宣
传力度。

诸暨市细化明确主体责任，实行
外立面改造分段包干制，以行政村为
单位，各村领导为段长，包宣传发动、
包改造协调。在改造期间，各段工作
人员全天候分段坚守，按照属地管理、
分头推进的原则，采取每日一汇报、3
日一督察、每周一例会的方式，严格督
察、协调推进各段改造工作，实现一门
一带绘画卷、两路两侧看变迁的庄重
承诺。 马利伟

投入逾亿元改造外立面

建城市
最美景观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