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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同安，形似一枚闪光的银
锭，于岁月的淘洗中散发出古朴迷人
的光泽。三面环水，南襟大海，与宝岛
台湾一衣带水，沉淀出难以割舍的两
岸情缘。时光的经纬织就乐古同安悠
远的文脉。海滨邹鲁之地，声明文物
之邦，千年人文荟萃成同安弥足珍贵
的精神资源。

如今，历史发展的浪潮让古同安
走出传统农业文明的旧局，以前所未
有的昂扬之势立于海峡西岸经济发展
的大格局中。

加强农村污染整治，提高
城乡环境质量

同安区是福建省厦门市典型的以
农村占主导的行政区，也堪称厦门市
的“后花园”。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
二、三产业迅猛发展以及农村产业类
型逐步转变，曾经以传统种植业为主
的同安古城，生产模式已经转向多元
化，环境污染也从城市蔓延到农村，
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不断增加、小
型加工企业的滋生，加上农村生活污
水的直接排放等原因，导致农村生态
环境和重点流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矛盾与困难，同安区委、区政
府主动作为、积极应对，使各流域畜禽
养殖污染得到全面控制，畜禽养殖业
逐年走向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并
基本达到生态型养殖的要求。完善各
镇（街、场）农村污水治理和垃圾处理
设施，工业污染物全面稳定达标排放，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形成
生态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发展态势。

摸清污染家底，揪出4个
污染源

2009 年 9 月伊始，同安区政府成
立了以区政府办、环保分局、区建设
局、各镇（街、场）分管领导组成的调查
领导小组，深入开展辖区农村污染源
现状调查，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提供
扎实依据。

经调查分析，同安区农村主要污
染源为养殖污染、生活垃圾、河道淤塞
以及环境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等。

全区共有生猪养殖场（常年存栏

量 20 头以上）2030 家，生猪常年总存栏
量 50.35 万 头 ，每 年 约 产 生 养 殖 废 水
528.9 万吨，排放 COD 13031.69 吨、氨氮
1013.7 吨。尽管大力推行了“猪—沼—
菜（果）”生态型综合利用模式，但仍有许
多养殖场特别是小规模养殖户，未能配
套沼气池，养殖废水直接进入流域，污染
水环境。此外，死猪无害化处理尚不到
位，部分死猪随意丢弃或掩埋。

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面，随着新
农村建设以及清洁家园工作的开展，许
多村庄已基本实现了保洁、垃圾清运等，
但仍存在着环境意识薄弱、清运处理不
及时、垃圾暂存点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形
成二次或多次污染。

流经农村的河道大部分存在淤塞的
情况，而且有些河道淤塞情况严重，已严
重威胁到农业生产和饮水安全。造成淤
塞的原因主要是水土流失以及水生植物
和生活垃圾的淤积。

围绕汀溪水库，着力保护饮
用水水源

根据《福建省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
范工作方案》要求，同安区政府选定了汀

溪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游 5 个行政
村 44 个自然村作为厦门市农村连片整
治示范点。

同安区加大投入，推进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2012 年 8 月，厦
门市政府出台《同安汀溪水库水源保护
区农村综合整治和生态补偿设施方案》，
同年，同安区投入 6000 多万元，在保护
区内实施生猪禁养和生态补偿措施，探
索形成具有厦门特色的饮用水水源生态
补偿制度。按照《厦门市生猪养殖空间
布局与污染防治规划》，以环境承载力为
依据，保留 20 家规模化养殖场，并大力
推广微生物发酵床、干式清粪法、漏缝地
面、固液分离、高效厌氧发酵、有机肥生
产等综合治理模式，推动生猪规模化养
殖场的标准化升级改造。

整治工业污染，不让污染流
入农村

为了防止工业污染渗透影响到农村
生态环境，同安区从多方面入手整治工
业污染。

加强管理，严把环保审批、验收关，
强化持证排污。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保

准入，把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
审批的前置条件，控制污染增量、不欠新
帐。加强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管，跟踪
项目配套环保设施情况，开展“以新带
老”的污染减排举措，落实施工环境监理
工作。按照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对污
染排放企业严格核发排污许可证，建立
统一、规范、完善的排污许可证动态数据
库，及时掌握企业排污情况。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严查违法行
为。重点抓好重金属排放企业的专项整
治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专项检查。3 年
来，全区整治违法排污专项行动共出动
26642 人（次），检查污染企业 9398 家，责
令 37 家企业停产停业治理，对情节较重
的 256 起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共处罚款 556.8 万余元，有效维护了生态
环境安全。

真抓实干，扎实完成年度减排计
划。同安区高度重视减排工作，积极挖
掘减排潜力，从工程减排、结构减排以及
管理减排等方面入手，真抓实干，如期完
成年度减排任务，为厦门市的 COD 减
排做出了巨大贡献。

厦门市同安区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
室供稿

近年来，厦门市思明区紧紧围绕
市政府“跨岛发展，提升岛内”战略，围
绕产业发展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和行
政管理创新，扎实推进智慧、财富、生
态、平安的幸福思明建设，荣膺全国

“两基”工作先进单位、国家可持续发
展实验区等称号。思明区以不到全市
5%的土地创造了全市近 30%的生产
总值和 20%的财政收入，把 70%以上
的财政预算投入民生。2015 年，思明
区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056.1 亿
元，财政总收入 196.2 亿元，固定资产
投资 236.2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幅高于同期经济增速，年度节
能减排任务顺利完成。

在思明区，节能环保产业地位逐
年上升，每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区长
环保目标责任书考核迎检工作都是思
明区政府的重点工作。在“十二五”规
划以环保、民生经济发展为主的理念
下，思明区政府积极推动绿色 GDP 发
展模式转变。

在区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厦门市
环保局思明分局主动作为，将各项环
保工作落实到了实处，实践中，他们从

“思维”到“作为”、从“制衡”到“推动”，
为民办实事，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 从“思维”到“作为”

充分发挥思明区环委会作用。区
域环保工作涉及城管、发改、市政、国
土资源等多个部门，监督管理职能交
叉重叠，仅依靠环保部门将导致协调
困难、行政成本高、工作效率低。作为
环保部门，如何开拓思路，将单一的行

政管理转变为公共管理，是保障区域环
保工作高效落实的难点之一。思明分局
转变思维，充分发挥区环委会作用，抓住
每年的区长环保目标责任书考核工作契
机，将“环保的事”变成“大家的事”，并积
极参与到区政府相关工作中去，避免呈
现边缘化状态，打造一只从综合角度实
施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有力推手。思
明分局建立了思明区环委会办公室，推
进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顺利运行 10
年，在区长环保目标责任书考核、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规划制定实施、环境保护入
户 宣 传 等 工 作 中 都 起 到 举 足 轻 重 的
作用。

将环保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每年，“为民办实事”都是思明区委、
区政府的一项重大工作部署，多年来切
实解决了很多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思明分局从群众关心的身边环境
问题着手，推动“安静居住小区”创建工
作连续 6 年（2009 年～2014 年）纳入为民
办实事项目中。目前，思明区共创建了
6 批“安静居住小区”，涉及全区 10 个街
道 34 个社区中的 63 个小区，创建小区面
积 235.9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11.64 万
平方米，居民楼共 1185 幢，总户数 31097
户。63 个小区噪声监测值均基本达标，
夏日噪音超标控制在 5%内，各小区居民
满意率达到 98.17%，得到群众认可。

2014 年，针对餐饮业油烟污染监管
难问题，思明分局开拓思路，向杭州、深
圳等地引进先进经验，在全市试点安装
3 台油烟在线监控设备，取得良好成效
在思明分局建议下，2015 年，思明区委、
区政府把油烟在线监控设备安装列入

“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区餐饮业安装油

烟在线监控设备 48 套，2016 年，计划再
安装 80套，投入经费 100万元。

借助区政府平台解决信访难题。思
明区是厦门的老城区，住宅、学校、医院
等敏感区域较多，居民环境意识较强，对
餐饮、娱乐业产生的油烟、噪声和建筑施
工项目的噪声、粉尘问题投诉量较大。
思明区每季度召开信访联席会议，召集
多个部门共同处理职能交叉的信访件。
思明分局也积极参与，将疑难信访案件
提交区信访联席会共同解决。近年来，
成功通过信访联席制度处理了 113 件信
访案件。

集合多部门力量逐步解决餐饮业污
染问题。思明区第三产业发达，餐饮、娱
乐项目众多，背街小巷餐饮娱乐业未获
环保审批甚至无照经营等历史遗留问题
比比皆是，其经营所产生的油烟、噪声污
染对周边群众影响较大。对此，思明分
局积极推动区政府出台《思明区餐饮业
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意见》，集合城管、街
道等多部门力量实施餐饮业油烟污染专
项整治，推进餐饮集中区建设，督促餐饮
店配套完善油烟净化设施，查处在禁设
区开店油烟扰民的行为，取缔露天烧烤，
引进台湾烧烤油烟净化设施进行试点，
2015 年新建后埭溪路 22 号（商业冷冻
厂）、建发 JFC 品尚中心、磐基二期等 3
处餐饮集中区。

■ 从“制衡”到“推动”

近几年来，转型发展已成为思明区
的工作重心，思明分局紧紧抓住这一契
机，全力将环保打造成助推经济转型的
有效杠杆，实现行政监督制度与权力结

构之间动态理性平衡。
健全法律法规，严格依法行政。《厦

门市环境保护条例》是 1994 年厦门获得
特区立法权后，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制定
的第一个实体性法规。随着经济发展带
来新的环保问题，又经历了屡次修订。
思明分局高度重视此《条例》的制定修改
工作，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反馈修改意见，
努力助推法律法规健全。 参与规划
制定，引入绿色发展理念。思明分局通
过参与制定思明区五年规划、生态文明
建设规划等，引入发展绿色经济的环保
理念，更新管理思路，在充分利用资源、
能源的基础上，遏制污染，提高 GDP 的
正向效益。思明区的“十三五”规划中，
提出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转型发展的
新局面，其中“绿色发展”占据重要的一
席之地，明确规划目标至 2018 年，基本
达到与实现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目标要求。

推动区域经济转型，鼓励工业企业
外迁。思明分局抓住思明区经济结构转
型契机，积极与区政府沟通，在关停环境
风险源企业、淘汰重污染锅炉、动员工业
企业外迁等工作上都得到了区政府的鼎
力支持。2014 年，思明区 3 家冷冻厂停
产搬迁；2015 年，思明区原有 10 个大型
高污染锅炉均全部淘汰。思明区宏泰集
团、鹭意彩色母粒、安德鲁森等 10 家工
业企业均按规定时限完成了搬迁计划。
此外，厦门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计划
2018 年将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主要生产
车间（超高亮度 LED 外延片和芯片）搬
迁到厦门火炬（翔安）开发区三安光电产
业化基地，目前该基地厂房已基本建成。

厦门市环保局思明分局供稿

厦门市海沧区以空气质量提升
为突破口，全面构建起地方党委组
织领导、政府具体实施、部门各司其
职、社会广泛参与的生态环保网格
化监管机制，初步形成了“党政同
责、齐抓共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生态环保网格化监管体系。

2015 年共出动 1.6 万余人（次）
参与各类环境监管，处理环境监管
事件 6000 余件，2016 年上半年空气
质 量 优 良 率 97.25% ，与 2015 年
93.58%和 2014 年 88%相比，有了较
大程度提升。海沧区在全市首家荣
获“国家生态区”命名。

海沧区运用“五个突出”，达到
了环境保护监管事半功倍的成效。

突出两个责任与环境监
管相结合

海沧区里将“党政同责”和“一
岗双责”落实到网格化环境监管工
作中，区党政一把手总抓全局，区常
委、各分管区领导按职责分工分兵
把口，部门街道党政一把手亲自抓，
对生态环保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
题，定期召集会议协商、调度，协同
推进工作。

海沧区率先完善了街道环保工
作站建设，招聘培训 22 名专职人员
充实街道环境监管力量，并将环境
监管工作纳入区社会治理网格体
系，推动环境监管力量延伸到最基
层。同时，区和街道两级环保部门
对口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协调组
织开展环境监管及联防工作，并建
立网格监管工作队伍，定期指导检
查辖区环境监管工作开展情况。

海沧区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依
托全区现有的社区网格为基本单
元，将环境监管内容纳入现有城乡
社区网格，全区所辖 4 个街道下分
有 39 个社区（村）网格，社区网格辖
有 303个小组网格，网格员 450名。

突出定员监管与网格监
管相结合

海沧区对国控、省控、市控企业
以及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环境信
访多发等 80 家企业开展环保定员
监管，每一家重点企业均确定 1 名
区级环保人员和 1 名街道环保人员
与所在网格员、网格长对接，要求每
周现场监察不少于 1 次。同时注重
夜间和节假日的突击检查，必要时
驻厂监管，提高了监管工作效能。

海沧区还利用全区信息系统的
“大融合、大平台、大数据”，对网格
巡查、发现、处理、反馈全过程，以及
重点污染源定人、定责、定任务等情
况纳入信息化监管，各级网格管理
机构和网格员通过手机 APP 软件
及联动中心系统共享信息，推动监
管工作流程化、透明化、智慧化。

突出细化任务与集合作
战相结合

为强化工作的指导性、实效性，

海沧区细化各责任部门、各级网格和
网格员职责，明确环境监管工作中的
任务和归口处置流程，从而使各部门、
各级网格和网格员知道“做什么、怎么
做”。在工作中，不断加强环境监管联
防联治工作力度，由环保部门、社会治
理联动中心牵头，城管、公安、交警、工
商、建设、安监、经贸、城建、各街道配
合，对网格体系反映的问题和辖区突
出环境问题，逐级按职能解决，努力做
到“每寸土地有人管、每起案件有人
查”。

为进一步发挥环保专业能力，精
准打击违法企业，以街道为单元，将区
级环保工作人员分块划片，使得“条”
上（区级）的所有环保人员作为辅助补
充力量，定期到“块”上（街道）参与环
境监管工作，强化了上下联动、内外协
同的集合作战能力。

突出健全机制和督促问责
相结合

健全网格员日巡查汇报、社区日
汇总上报和街道周汇总上报制度，网
格员每天要做到“三巡、两查、一报”，
即：每天早、中、晚对所负责网格巡查
3 次；每次巡查检查环境质量防控措
施是否到位，检查涉污事项处置后有
无反弹；每天晚上向网格长进行“零报
告”。村（居）和街道除汇总属地内影
响环境质量污染源情况外，还要报告
网格员巡查发现问题是否处理到位，
对无法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提请区里
协调解决。建立完善了环保月例会制
度，区级环保部门每月定期组织街道
环保工作站召开工作例会，分析所属
辖 区 环 境 监 管 形 势 ，研 究 解 决 存 在
问题。

为强化环境监管工作实效，区分
管领导加大现场办公频次，开展现场
调研，督促整改落实；区“两办”、环保
等单位重点对一级网格（街道）实施监
督检查。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被作为
街道和部门年度党政领导环保目标责
任书内容进行考核并纳入年底绩效考
核成绩；各街道也制定了相关考核惩
戒机制，对管控不到位的网格员进行
惩戒，督促做好管控工作。

突出政府招聘和环保管理
相结合

为弥补环保经费不足、编制不够
的短缺，不论是网格员，还是环保专管
员招聘和编制一律以辖区属地政府为
主解决。环保部门参与招考，但更注
重在环保业务培训、能力锤炼、队伍培
养、环保业务考核上下功夫，为“能干
环保事”“干成环保事”奠定基础。而
政府则注重解决人员编制和经费，补
缺补编，并加强对人员的日常管理、思
想教育和日常考核，让人才留得住。
为推动促进环保网格员培养、使用和
管理与政府、环保和综治、民政部门无
缝对接，区里形成了统一的管理考核
和奖惩办法，打造能上能下的积极主
动开展工作的浓厚氛围。
厦门市环境保护局海沧分局供稿

最近，记者来到厦门市湖里区
五缘湾湿地公园，深入了解分散式
生态水处理站运行情况及五缘水乡
湿地治理成效。

为改善五缘湾片区水体环境，
湖里区出台了《湖里区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本着“污水不
见天”和海淡分离的生态建设理念，
对五缘湾湿地公园的污水进行截流
整治。经过整治，昔日恶臭的污水
逐渐被清新自然的生态水体所取
代，而分散式生态水处理站就是

这座分散式污水处理站日处理
污水规模为 1.7 万吨，污水处理后的
出水水质可达到湖泊类景观用水水
质标准，甚至高于地表水Ⅳ类标准，
处理完的生态水直接流入五缘湾湿
地公园，再经过迷宫栈桥一带种植

的大量水生植物进行微生物分解，更
为清澈。

这座藏匿在五缘湾湿地公园中的
分散式污水处理站，与完成生态改造
的露天排洪沟一道，每天将清水源源
不断送到湿地公园，不仅改善了五缘
湾湿地公园的水体水质，又实现了污
水再生循环利用“补水”湿地公园。

近年来，为解决政府长距离输水
管道建设难、污水难收集的头疼问题，
厦门市环保部门力推分散式生态型污
水处理站，改变以往污水通过管网接入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集中处理模式，实现

“源头截污、就地处理、搞活水体、生态
修复”。目前，厦门市已有分散式污水
处理厂数十座，从外表看来，它们就像
是一座座花园，完全可供人们休憩游
玩，不占用城市用地。 张月虹

借生态之势 树古城新貌
厦门市同安区农村生态修复和污染整治见成效

海沧区环境监管实现网格化

五缘湾湿地污水变成生态水

厦门市思明区在转型发展中创新环境管理——

环保助推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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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五缘湾湿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