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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在领
导干部”。近几年，成都市温江区
与全局的生态环境状况基本一
致，处于总体在改善、局部在恶化
的状态。各级部门在治理环境问
题时，往往又出现各自为政、力量
薄弱、时松时紧的情况。如何更
好地将各级拥有环保职能的部门
拧成一股绳，形成环保大合力，是
当前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之一。

2017 年以来，温江区环境保
护局破旧立新，以“顶层设计、化
零为整、夯实基础”为主要手段，
整合全区各部门的环保力量，开
创性地构建了具有温江特色的大
环保工作体系，改变了以往环保
工作“各单位各自为政、环保部门
单打独斗”的工作局面，变“松散
治理”为“齐抓共管”，形成了全区
环保大合力，让温江区环境保护
工作站上了新的台阶。通过全区
上下不懈努力，温江区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取得了卓越成效，大环
保建设受到省市环保主管部门的
高度肯定，工作经验得到了人民
网、央广网、四川文明网、成都晚
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和推广。

顶层设计，制度建设不
断完善

出台了《温江区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实
施办法（试行）》《成都市温江区环
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方案》《温江
区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等 12 项
制度文件，成立了温江区环境保
护委员会，率先在四川省县级环
保系统设立环保宣传教育和信息
中心，在全区 10 个镇（街）、科技
园管委会成立了环保科，落实专
职环保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同时，
成立了区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配备 12 名优秀干部，专职抓全区
环境保护督察督办工作。既细化
了责任分工，又强化了各单位之
间的协调配合，形成了“党委统一
领导、政府组织实施、部门协同作
战、社会广泛参与”的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落实体系，各级各部门环
保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部门间
推诿扯皮和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等
现象有效改观，全区环保“一盘
棋”的工作格局正逐步形成，环保
合力不断汇聚。

化零为整，环保大合力
逐步形成

在构建具有温江特色的环保
大体系过程中，区环保局积极探
索，建立了符合温江实际的“领导
包片、环保督察、部门联动、智能
环保”等一系列环保内在小体系，
并将这些体系逐一梳理，让“小体
系”在大环保体系内部各司其职，
聚沙成塔，最终形成环保大合力。

领导包片，催生环保内在动
力。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的相关要求，结合“三联系工作”
的开展，全区所有镇（街）和科技
园区管委会按照“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原则，分别由 11位区级领
导包片，包片区域内的各类重大环
保问题均由包片领导督导整改，实
现全区“自上而下”重视环保工作，
催生了环保工作内在动力。截至
11 月 20 日，11 位区级领导共计亲
自督办案件 150余件。

环保督察，确保问题整改不
反弹。温江区纪委积极参与环境
保护督察，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大
力开展环境保护领域“为官不为”
专项整治，坚持“一案双查”，对工
作失职失责、项目推进不力、弄虚
作假等行为予以严肃问责，紧盯
问题不放，问责一人，警醒一片。
截至目前，针对中央环保督察转

办案件 125 件、省挂牌调度 46 个
问题、温江区自查梳理的 89 个问
题 ，问 责 环 保 履 职 不 到 位 的 镇

（街）、部门党政干部 16 人，约谈
15 人。同时对已整改完成的，加
强“回头看”监督检查，巩固问题
整改成效，确保不反弹。

部门联动，实现问题快速有
效整改。建立环保问题集中调
度、环保联席会议、环保问题定期
通报等制度，明确环保问题整改
分工，提升问题整改效率，目前已
召开调度会 27 次，解决全区百余
个重要环境问题（其中重大历史
遗留问题 10 件）；按照“责任部门
牵头、环保部门配合”的工作原
则，充分整合规划、公安、环卫、水
务、城管、建设、市政公用等环保
力量，对黑臭水体、空气污染、生
活垃圾、工地扬尘等环境问题进
行精准精细治理，全面提升区域
内环境质量。

智能环保，实现环境监管集
约高效。实施网格化环境监管，
对全区镇（街）和科技园区管委会
进行网格化管理，确定专职（兼
职）网格员，并定期进行考核，拓
宽环境监管和问题收集渠道，节
约了环境问题收集的时间和经济
成本。

探索试行“环保管家”，对标
先进地区的工作经验，探索邀请
专业环保公司对全区企业进行监
督管理，初步实现“环保服务外
包”，大幅度节约全区环保人力，
目前已结合实际形成了《成都市
温江区推广实行“环保管家”指导
意见》。

搭建现代化环保督察平台，
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
技术手段，建设空气自动监测微
站、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定期采集
水质、大气数据，计算结果作为评
定全区生态质量、确定环保督察
工作重点方向的重要参考依据。

夯实基础，日常治理日
益精细

大气治理精准精细。出台了
《温江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试
行）》《温江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方案（2014-2017 年）》《成都市温
江区关于实施“成都治霾十条”推
进铁腕治霾工作办法》等文件，压
紧压实污染防治责任。截至目
前，关停“三无”企业 228 家；覆盖
裸土约 24 万平方米；减少用煤量
约 5.7 万吨，完成 408 家餐饮燃煤
商户整治；累计淘汰黄标车及老
旧车辆 1751 辆。

水污染防治精准精细。编制
完成《成都市温江区水环境质量
达标方案（2016-2020 年）》《成都
市温江区良好水体生态环境保护
方 案（2016-2020 年）》。 全 面 实
施河长制，实行“一河一策”；加强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完成温
江金强寿安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定工作，完善了成都岷江水
厂和金强寿安水厂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隔离设施、保护区界碑、

警示标志；开展小流域污染整
治，完成 60 余家工业企业雨污
混排问题整改；按 PPP 模式引
进社会投资人对全区 42 段黑
臭水体进行整治；实施“全域禁
养”，清场关闭零散规模养殖场

（户）46户。
土壤污染防治精准精细。

制定《成都市温江区土壤污染
防 治 工 作 方 案》《2017 年 度 温
江区土壤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完成国控土壤监测点位的核定
与设置，确定 19 家省控、市控
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

生态保护精准精细。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将生态保护红
线区域划分为“重要水源涵养
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其
他生态保护红线区”，针对各类
生态区域分别提出详细的“禁
止类”、“限制类”、“引导类”等
管控措施，实施差异化的管理
办法与环境准入制度，确保全
区生态保护红线功能不降低、
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供稿：成都市温江区环境
保护局

对于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的
居民而言，鲁家滩湿地公园的美
丽度就是幸福的能见度。

早 些 年 的 鲁 家 滩 环 境 脏 乱
差，居民满腹抱怨。为此，和盛镇
深入开展鲁家滩沿岸生态环境治
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全面拆除
鲁家滩沿岸 8 家农家乐，并对沿
岸护坡进行了综合治理和绿化美
化，投入 150 万元对沿岸环境和
尾水垃圾进行有效治理，初步形
成了鲁家滩湿地公园景观。

转变的岂止是一个鲁家滩？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和盛环境质
量得到全面改善，天更蓝、地更
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先后成
功创建全国环境优美示范镇、全

双流，地处成都平原东南边
缘、成都市西南郊，以西晋文学家
左思所著《蜀都赋》中“带二江之
双流”而得名，现为成都市 22 个
区县之一，辖区面积 466 平方公
里，户籍人口 53 万，经济综合实
力曾连续 18 年位居四川省十强
县榜首。

今年以来，大量“空港蓝”（中
国内地第四大国际机场坐落于双
流区）、“双流蓝”、“成都蓝”的照
片刷爆了双流区市民的朋友圈。
而仅仅在一年前，双流地区秋冬
季长时间的严重雾霾还历历在
目。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这背
后，双流区委、区政府及全区人民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都付出了怎
样的艰辛努力？

十面“霾”伏缘何起

2016 年，双流区大气环境质
量优良天数仅有 160 天，比成都
市少 54 天，优良率 44.3%，在成都
市区县中排名倒数。环境空气质
量（AQI）6 项 指 标 中 ，细 颗 粒 物

（PM2.5）浓度 75 微克/立方米、可
吸 入 颗 粒 物（PM10）浓 度 128 微
克/立方米、臭氧（O3）浓度 195 微
克/立 方 米 ，均 超 过 国 家 二 级 标
准，分别比成都市年均值高 12 微
克/立方米、23 微克/立方米和 27

微克/立方米，其中，PM2.5和 O3浓
度比全省高出 28 微克/立方米和
63 微 克/立 方 米 ，PM10 年 均 浓 度
比北京市高出 36 微克/立方米。
大气环境质量呈现出的“三高”特
征，让双流环保人压力山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双流
地区的空气质量恶化也非一日
之“功”：双流区是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强县（2015 年撤县设区），长
期位居全国百强县前例。工业企
业和建设工地数量众多，“小、散、
乱、污”企业遍及各乡镇；户籍人
口 53 万 ，机 动 车 保 有 量 却 有 近
50 万辆，人均机动车保有量接近
1：1，远超过“北上广”等一线城
市，再加上本地大气扩散条件差，
空气质量在成都区县中长期处于
后几位。据环境专家“会诊”，工
业企业多、建设工地多、机动车多
是导致双流区大气环境污染的关
键因素，“三多”是导致“三高”最
直接的“罪魁祸首”。很显然，十
面“霾”伏很大程度上是双流经济
高速发展带来的副作用，是人民
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城镇化进程
不断加快带来的“富贵病”，也是
双流大气环境污染治理攻坚战必
须拿下的高地。

如何让雾霾消散蓝天重现，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优 美 生 态 环 境
需要？

谋定后动治沉疴

形势空前严峻，任务异常艰
巨。区委区政府下定决心打赢这
场“蓝天保卫战”，一系列强力措
施相继实施：

成立“三大战役”和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以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任组长，以交通、城
管、规建、环保、公安等 23 个单位
为成员，齐抓共管，由以往各部门
单打独斗、各自为战转变为“集团
军”联合协同作战。

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由分管环保的区领导
担任召集人，每月召开一次联席
会议，分析、讨论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统一指挥、统筹协调各项工
作；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则每天
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安排部署管
控、应对措施。

面向社会“借脑借智”，延揽
了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四

川大学等环保领域相关专家学
者，就双流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进行专门会商，对大气污染开展
源解析，分析大气污染成因；建立
专家“微信群”，为双流生态环境
建设中长期规划出谋划策。邀请
成都市环科院专家在区常委会上
为领导干部们讲解大气和水环境
现状及主要成因，为双流区大气
和水环境治理工作“开方治病”。

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双流
区先后印发了一系列指导文件，
力求布局上争得先手：《成都市双
流区“蓝天行动”实施方案》出台，
力 争 通 过 3 年 努 力 ，到 2019 年
SO2、NOX、VOCs 等 主 要 大 气 污
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实现大
气环境质量明显提升（长期）。《成
都市双流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
案 2017 年度重点任务》印发，落
实工作责任，倒排进度，推进各项
重点任务落实，确保完成年度空
气质量目标任务（中期）。《成都市
双流区 2017 年臭氧污染防控行
动方案》在夏季臭氧污染指数刚
刚 上 升 时 紧 急 下 发 ，对 全 区
VOCs 排放企业实施“错峰生产”
等一系列紧急措施（短期）。

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是打赢

战役的重要前提。《双流区区级部
门、镇（街道）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考核方案》把环境保护职责、任务
详细分解到全区各镇（街）、各部
门，并直接与年终绩效挂钩考核。
各镇、各部门对照本部门任务重
点，定期梳理工作进度，自查自纠、
倒排工期，“以时保天，以天保月，
以月保年”，确保各项任务按时保
质完成。在全省率先实现镇（街）
PM10、PM2.5在线监测全覆盖，在全
区重点区域建设微型网格监测子
站 14个，另正在建设 40个，第一时
间精准掌握污染源区域的问题，并
根据在线监测数据，对各镇（街）实
行月监督考核制度，对排名倒数后
两位的镇（街）进行资金扣缴、对
负责人约谈问责。

至此，双流“蓝天保卫战”的
战役规划制定完毕，各路军团蓄
势待发，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精准发力成效显

“蓝天保卫战”全面打响，各
条战线齐头并进，捷报频传：

“散、乱、污”企业整治攻坚
战：全区组织 12 个工作组开展拉
网式排查，摸排出“散、乱、污”企
业 2728 家，按照“取缔一批、规范
一批、搬迁一批”原则开展整治工
作，由各区领导包片管理并实施
分 类 处 置 ；共 取 缔（两 断 三 清）
1209 家、整改规范 88 家，其余正
在规范、整治、搬迁中；同时，为妥
善 解 决 污 染 企 业 关 停 带 来 的
28638名失业人员就业问题，召开
了 9 场专场招聘会，举办了 64 期
培训班，培训 3340 人，解决就业
28635人，就业安置率达到 99.9%。

扬尘污染治理攻坚战：一是
工地扬尘治理，要求建筑施工单
位坚决落实湿法作业、裸土覆盖
等措施，在大型建筑工地安装扬
尘在线监测系统 148 套，24 小时
全天候实时监控；二是道路扬尘
治理，强化环卫清扫保洁作业，加
大日常冲洗频次，采取“定车、定
线路、人休车不休”的 24 小时全

覆盖冲洗方式，实行机械化清扫
与人工清扫结合等措施强化环卫
冲洗作业，平均日出动洒水车、抑
尘车、雾炮车 400 余台（次），冲洗
面积约 1300 万平方米。

机动车污染治理攻坚战：一
是开展渣土车专项整治行动。严
查、重罚渣土车、砂石车“抛、撒、
滴、漏”等问题和超载、冒载、擅自
改变车辆外形和技术标准等违法
违规行为，整治渣土车交通违法
行为 6525 件。二是开展机动车
尾气治理专项行动。倡导绿色出
行，对辖区内“黄标车”实施“清零
行动”，加快城市慢行系统规划建
设，全力支持共享单车、共享汽车
发展；财政投入 2.3 亿元，开行新
能源公交车 320 辆，建成全省最
大的新能源公交车充电场站。

露天焚烧及燃煤管控攻坚
战：一 是 开 展 清 洁 能 源 替 代 行
动。对全区 475 家餐饮店铺实施

“煤改气、煤改电”，对全区燃煤锅
炉实施“清零”，实现全区 92 台燃
煤锅炉淘汰或清洁能源替代，完
成率 100%。 二是开展露天焚烧
专项整治行动，严控秸秆焚烧行
为，积极推动露天烧烤进店经营。

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是
开展了加油站、油库专项整治行
动。对全区 43 个加油站、两个油
库油气回收装置进行专项抽检整
治。二是开展汽修厂、4S 店专项
整治行动。整治、规范 79 家汽修
厂，关闭“三无”汽修厂 615 家、4S
店 21 家。三是开展家具厂、皮鞋
厂专项整治行动。对 267 家家具
厂 、122 家 制 鞋 厂 实 施 深 度 治
理。四是开展重点企业治污减排
行动，对 10 家 VOCs 排放重点企
业实施深度治理和技改升级。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截
至 11 月底，全区共计立案 188 件，
处罚 714 万元，比 2016 全年增长
500%，向公安机关移送刑事拘留
案件 6 件、行政拘留案件 8 件,拘
留 22人。

同时，区大气办还每日开展
暗访督查，发现各类大气污染或

潜 在 污 染 问 题 172 个 ，通 报 172
个，向纪委移交线索 7个。

有付出必定有收获，双流精
准治霾成效明显，今年截至 11 月
底，双流区空气优良天数 211 天，
同比增加 53 天，甚至比 2016 年全
年都多出 51 天；PM10、PM2.5 浓度
分别为 91 微克/立方米、54 微克/
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24.17% 和
22.86%，两项指标降幅在成都市
22个区县中均位居前例。

不忘初心在路上

长缨在手，江山向美。雨过
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画将来。
环境污染治理任重而道远。

大气污染沉疴已久，“三高”
的治疗不可能一蹴而就，仅仅依
靠政府强制行政行为也存在很大
的局限性。

双流区委书记周先毅在全区
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虽然近年
来双流在环境保护上下了不少功
夫，但环境治理成效与经济发展
水平还不匹配、与‘空港双流·国
际航都’的城市品牌还不相称，还
不能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公
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提供给人民群众。”为让城市里
的人民也能“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必须拿出“更加
有力的举措，为成都建设美丽中
国典范城市做出贡献。”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今双
流人正着手研究立足全民共治、
长期可持续的污染防控和治理策
略，《成都市双流区生态文明建设
规划》（2015-2025 年）修编、《成
都市双流区生态红线划定研究报
告》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环境监
管三级网格化体系不断完善，更
具创新意义的全区网格化综合服
务体系正在形成中……

冬季到来，成都地区重污染
天气蓝色预警已经拉响，新一轮
的大气污染阻击战即将展开，双
流人民正严阵以待，准备迎接新
的战斗。 杨锦 郭春平 张毓

呵护绿水青山 建设美丽家园

构建大环保体系 形成环保大合力
——成都温江区收获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双流铁腕治大气 打赢蓝天保卫战成都平原地区因四周群
山环绕、大气流通不畅、终年
多雾而有“蜀犬吠日”之说，

“阳光、蓝天、白云”像奢侈品
一样难得，而今，“双流蓝”猝
不及防的刷屏让双流人民因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带来的获
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题记

双流机场航站楼 程从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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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区生态保护红线区界碑

省卫生镇、全市环境治理示范镇。
更令人欣喜的是，如今的和

盛，不仅青山绿水常在，更崛起座
座“金山银山”，收获环境红利。

保护环境，并不意味着停止
发展。和盛镇负责人认为，“要在
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用良好的
生态环境保障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关
键在于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盛镇
先后启动项目包装储备 87 个，推
出经营性地块 23 宗，引进保尔惠
美等产业化项目 17 个，引进四川
考试院项目，启动莲花坊商住综
合体建设，实施了月石河、二支九
斗等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及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启动了 2800 亩
紫薇公园核心区“土桥紫薇田园
综合体”项目建设，初步建成“柳
禾印象”民宿产业园、临江竹里文
化院落群。推动面向职业院校的
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文创基地、
院校培训、文创产业已开启新的
篇章。都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基本形成以天乡路为
轴线的都市现代农业区和以鲁家
滩为核心的湿地旅游区，柏萃花
木村、临江花海、渡桥韭菜基地、
土桥紫薇田园综合体等特色农业
基地初具规模。

成绩显而易见。和盛镇经济
实力逐步壮大，产业化项目建设
势头强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入 21.5 亿元，完成地方财政税收
2297 万元，实现服务业增加值由
2011 年 的 16815 万 元 增 长 到
37743 万元，增长 20928 万元，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1
年的 10690 元增长到 23532 元，增
长 12842 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由 2011 年 的 11632 元 增 长 到
24808 元，增长 13176 元。

生态环境的改善，为经济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绿水青山”
已成为和盛镇对外招商引资最靓
丽的一张名片。绿水青山正逐渐
成为“金山银山”，美丽和盛焕发
出绿色新活力。

供稿：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
人民政府

成都温江区和盛镇鲁家滩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