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读本06
2018.11.01 星期四 责编:徐小雪 电话: (010)67139791 传真: (010)67119475 E-mail:hjbdfxw@126.com

“ 让‘ 环 境 就 是 民 生 ，
青 山 就 是 美 丽 ，蓝 天 也 是
幸 福 ’的 理 念 在 日 照 落 地
生 根 ，把 生 态 日 照 的 金 字
招 牌 越 擦 越 亮 ，让 日 照 永
享 青 山 绿 水 、碧 海 蓝 天 。”
这 是 日 照 市 委 书 记 齐 家 滨
作出的承诺。

“要聚焦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日照市委副
书记、市长李永红向全市发
出动员令。

2018 年 ，在 日 照 市 委 、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
各级各部门全力攻坚、合力

治污，全市环境质量改善取
得阶段性成果。

“日照彩云飞，日照海天
宽，跳进浪花里，巨轮凌波起
……”《日照海天》这首歌曲
描绘出的海天美景，就是如
今 这 座 沿 海 城 市 的 真 实
写照。

日照聚力改善生态惠民生
今年前 9月四项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同比分别改善

本报讯 为改善辖区生态环
境质量，日照市环保局东港分局
深入实施六大环保提升工程，守
护蓝天白云，严格落实河长制，
精细管理水环境，建立环境监管
网格化体系，严厉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

东港区环保分局在开展扬
尘、燃煤、工业、机动车和面源污
染综合整治攻坚“五大战役”的
基础上，深入实施“绿色城建、绿
色交通、绿色企业、绿色园区、绿
色片区、绿色港口”六大环保提
升工程，完成 20 个空气自动监
测微站选址，工地扬尘治理基本
实现“六个百分百”。

今 年 上 半 年 ，全 区 PM2.5、
PM10、SO2 平均浓度同比改善幅
度分别为 7.3%、1.1%、11.8%。

为保护一城碧水清流，东港
区环保分局严格落实河长制，建
立以水控制单元为核心的精细
化治理管理体系，对全区 14 条
重点河流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和

排名通报，累计清淤河道 11.34
公里、敷设污水管道 1.76 公里，
安装生态浮岛、推流曝气、生物
魔船及种植人工水草 9.6 万平方
米，整治污水直排口 34 个。辖
区 5 个监控断面水质实现稳定
达标。

东 港 区 环 保 分 局 以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非 规 模 化 畜 禽
养 殖 污 染 整 治 为 重 点 ，全 面 开
展 农 村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推 进 农
村 生 产 生 活 方 式 生 态 化 、绿 色
化 。 同 时 ，对 症 下 药 保 障 土 壤
环 境 安 全 ，狠 抓 农 业 面 源 污
染；对全区 71 家企业的危险废
物 管 理 情 况 进 行 审 查 和 核 算 ，

将 14 家 实 验 室 全 部 纳 入 危 废
规范化管理。

围绕环境监管，东港区环保
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建立起横到
边、竖到底的环境监管网格化体
系，让环境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以中央、省、市环保督察为契机，
攻坚克难，积极推进突出环境问
题综合整治，共解决 227 个环境
重点难点问题。联合法院、检察
院、公安建立环境执法联动工作
机 制 ，先 后 立 案 查 处 违 法 企 业
59 家，移送涉嫌犯罪 5 起，移送
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10 起，处罚
金额 324万余元。

徐瑞泽

本报讯 为防治高排放工程机
械的排气污染，进一步改善全市空
气质量，日照市环保局、住建局、交
通局、口岸港航局、公路局五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划定市区高排放工程
机械禁用区域的通告》（以下简称

《通告》），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在
日照市市区临沂路以东、山海路以
南、上海路以北的所有区域；临沂路
以西、日照路以东、山东路以南、迎
宾路以北的所有区域；日照港集团
有限公司石臼港区所在区域，禁止
使用高排放工程机械。

《通告》明确，在禁用区内禁止
使用国一（或相当于国一）及以下排
放标准的工程机械。对出厂未超过
3 年的工程机械，业主应提供设备
铭牌、合格证等证明；对出厂超过 3
年的，除提供设备铭牌、合格证等证
明外，还应提供检测报告；对进口时
间较长等特殊情况的工程机械，工

程机械业主可提供有资质的检测机
构出具检测报告。鼓励选用电动或
天然气动力等新能源工程机械。

在职责划分上，《通告》要求各
区县政府、管委对辖区内高排放工
程机械禁用区负有属地监管责任。
住建、交通、环保、公路等部门按照
各自的职能，加强对工程机械的监
督管理，建立相关台账，严查严惩使
用高排放工程机械的单位。

日照市要求各区县政府、管委
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各有关职能
部门单位按照“管行业必须管环保”
的原则，指定专人负责高排放工程
机械禁用区管理工作，建立高排放
工程机械禁用区自查制度。要切实
履行监督责任，加强执法监管，强化
部门联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每两
个月组织一次巡查和不定期飞行检
查，发现违法行为，坚决依法查处。

郭慧

高排放工程机械禁用区划定
禁用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工程机械

“生态是日照最大的优势，没
有生态就没有日照。在今后的发
展中，要坚持山水林海一体保护，
为全省生态建设提供宝贵经验。”
这是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日照
市调研时提出的要求。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日照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和省
委的决策部署，立足实际，着眼未
来，提出“生态立市”战略，在实施
源头治污、推进“四减四增”的基
础上，打出“四五六”组合拳，开展

蓝天、清水、净土、绿盾四大行动，
打响五大治水歼灭战，推进六大
治气提升工程。

2018 年 3 月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发 布 通 报 表 彰 全 国 4 个 环 境
质 量 明 显 改 善 的 市（州），日 照
市 成 为 山 东 省 唯 一 入 选 城 市 。
2018 年 1 月 ~9 月 ，全 市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持 续改善，其中，7 月~8
月，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连续两个
月创历史单月最低值。8 月，日
照市位列全国 169 个重点城市空
气质量第 14 名，首次进入全国前
20名。

为准确定位污染源头，2017
年日照市环保部门与中科院合
作，组织开展大气污染源调查，共
排 查 出 各 类 污 染 源 3700 多 个 。
日照市在此基础上，全面打响蓝
天保卫战，聚焦扬尘、燃煤、工业、
机动车船、面源五大污染源，设立
45处战场分线作战。

截至目前，日照市已关停淘
汰城区燃煤小锅炉 2112 台，其中
1608 台沿海养殖燃煤小锅炉全部

“清零”；24 台燃煤机组和 21 台 10
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完成超低
排放改造或关停；80个高架源全部
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环保部门
联网；关停取缔砖瓦窑 35 家；清
理整治“散乱污”企业 1090 家。

日照市加快推进“四减四增”
工作，力促新旧动能转换。通过
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过剩和落后
产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推动钢
铁、石化、汽车、粮油四大主导产
业提升，浆纸、建材、能源、纺织四
大传统产业转型，高端装备、生物
医药、信息技术、新材料四大新兴
产业倍增，初步构建起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四梁八柱”。

为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减少
煤炭消费，日照市全面实施燃煤
锅炉和工业炉窑综合整治，加快
淘汰落后燃煤机组，对新上耗煤

项目严格实行煤炭消费减量替
代，大力提升天然气供给能力。
上半年，全市风力、光伏、生物质、
垃圾焚烧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5.69
亿千瓦时，增长 2.9%。

围绕运输结构调整，日照市
减少公路运输，增加铁路运输，加
快制定疏港交通优化规划，减少
柴油货车集疏港运量，压缩大宗
物料公路运输量。上半年，完成
地方公路货运量 4316 万吨，铁路
货运量 3815.26 万吨，海上货运量
364.52 万吨；沿海港口货物吞吐
量 2.23亿吨，增长 11.7%。

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日照
市以果茶菜等经济作物为重点，
加快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组织
实施水肥一体化示范工程，严格
控制高毒高风险农药使用。深入
实施农业十大特色产业振兴规划
和茶叶、桑蚕、烟叶、蜂业、中药材
5 个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特色种
植业总面积突破 150万亩。

综合施策换来了环境质量的
全面改善，2017 年日照市国控站
点空气质量优良率、综合指数、
PM2.5 浓度和一氧化碳浓度改善
幅度均居山东省第一位，获得省
级 生 态 补 偿 资 金 4982 万 元 ；崮
河 、沭 河 等 国 控 断 面 实 现 稳 定
达标。

为 进 一 步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质
量，日照市组织开展四大行动，打
响五大治水歼灭战，全面实施环
保提升六大工程。

日照市全面实施蓝天、清水、
净土、绿盾四大行动。以“减煤、压
小、抑尘、控车”为重点，制定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确保大气
环境质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坚持水陆统筹、河海兼顾，扎
实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实施，实施
全链条水污染防治，打造水污染
防治升级版，确保省控以上河流
断面全部稳定达标。

东港区打出改善生态环境组合拳
解决 227个环境重点难点问题

以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为 基
准，加快推进土壤污染状况
详查，合理确定区域功能定
位、空间布局，强化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加强
固废处置管理，守住土壤环
境安全底线。

严守“三线一单”（生态
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
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
和环评审批负面清单），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
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保护力度，完善网格化监管
体系，从源头防止生态破坏，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日
照市大力实施“六大提升工
程”。通过实施港口环保提
升工程，改善港区环境，打造
绿色港口。

实 施 钢 铁 环 保 提 升 工
程，加快落后设备淘汰和产
能置换，大力推进污染治理
设施提标改造，严格落实错

峰生产，构建循环经济体系。
实施交通运输环保提升

工程，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加
快淘汰高排放工程机械，提升
公交、公共自行车利用率。

实施城市建设环保提升
工程，按照“六个百分百”标
准，狠抓建筑施工扬尘整治，
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实施临港工业环保提升
工程，严格落实排污许可证
管理制度，推进石化、浆纸、
火电等行业污染深度治理。

实施工业园区环保提升
工程，实现园区企业污染物
全面达标排放。

围绕水环境质量改善，
日 照 市 打 响 五 大 治 水 歼 灭
战。实行入河排污口立标管
理，有效控制入河排污总量；
明确水污染防治控制单元水
质目标，制定各区县限期达
标方案，有针对性地实施一
批重点治污项目。

针对黑臭水体治理，逐

步推进管网雨污分流改造，
杜绝污水溢流、生活污水直
排 ；排 查 、整 治 城 区 黑 臭 水
体，实施排水设施及河道深
度清淤。

根据区划方案编制全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
护规划；开展县级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项排
查，逐一制定整治方案；严厉
打击饮用水水源地违规项目
建设，严防死灰复燃。

全面清理禁养区内畜禽
养殖场，推进畜禽养殖废弃
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生态化处理；加强农业种植
业面源污染防控，开展农作
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
治；扩大测土配方施肥范围。

制定工业污染源全面达
标排放计划并组织实施；完
成全市纳管企业排查，实行
排水许可证制度，对违法企
业依法从严、从重处理，确保
限期达标。

◆本报通讯员孙勇强 王洁

溯源定位 加快推进“四减四增”

铁腕治污 打出“四五六”组合拳
合力攻坚 擦亮生态金字招牌

本报讯 为规范塑料行业发展，
日照市莒县制定《莒县废塑料综合
利用企业规范条件》，从规范范围、
生产规模等 10 个方面提出要求，引
导企业新上智能化生产设备、研发
引进领先技术，助推塑料产业新旧
动能转换。

同时，莒县出台《关于推动全县
塑料产业转型升级支持企业绿色发
展的意见》，从鼓励企业研发应用新
技术、集聚绿色发展等 4 个方面提
出 17 条扶持奖励政策，推动企业绿
色转型发展。

为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莒
县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入驻高端塑
料产业园租用厂房的，租金原则上

按 不 超 过 50 元/平 方 米 的 标 准 收
取，超出部分由县财政给予扶持，连
续扶持 3 年；对入园后新上污水处
理、废气收集处理等环保设施设备，
且投入使用后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
国家环保要求的企业，按相应设施
设备进购价款 20%的比例给予资金
扶持，对单个企业的扶持金额最高
不超过 20 万元。目前有 20 多家涉
塑企业选择入驻。

为加强对废塑料综合利用企业
的环境监管，莒县环保局以做好中
央、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整改
为契机，不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
环境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许传周

本报讯 为加强对矿山石材行
业的综合整治，日照市五莲县创新
树立“治理就是发展”的理念，把治
理作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发展优
势的有效途径，推动石材产业转型
升级，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莲县专门成立了矿山石材综
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从责任部门
抽调精干力量集中办公，具体负责
矿山石材综合治理工作。

为科学划定可采区、限采区、禁
采区范围，五莲县修编了《五莲县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五莲县矿山地质
环境调查与治理规划》，对可采区优
化整合、限采区限期退出、禁采区逐

步关停。同时，制定了《五莲县花岗
石矿山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将全县
500多处采矿点整合为 12处。

针 对 矿 山 扬 尘 和 噪 声 污 染 问
题，五莲县不断提升标准，加大投
入，抑尘降噪，全面推广绳锯湿法开
采，强制开采过程中废水循环利用；
投资 5000 万元对主矿区内主要通道
进行硬化；投资 2000万元设立 4处冲
洗站，对所有运输矿产品车辆实施喷
淋作业。同时，全面开展调查摸底，对
存在环保手续不全、治污设施不配套
等问题的企业逐一进行停产整治。目
前，已有 188家石材加工企业通过环
评验收工作。 徐立文迟华

本报讯 为准确掌握大气污
染来源，科学防治大气污染，日照
市岚山区日前聘请中科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专家团队，结合区域钢
铁、石化、港口等重点企业及周边
重点污染源颗粒物采样分析，开
展辖区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和污
染来源研究。

颗粒物来源解析是指通过化
学、物理学、数学等方法定性或定
量识别环境受体中大气颗粒物污
染的来源。通过使用大气颗粒物

源解析方法可以确定排放源的种
类和排放源的贡献，不仅能够为
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规划提供科学
的依据，而且对于确定污染治理
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岚山区大气污染物来源解析
工作的实施，将对城区大气环境
质量的改善提供专项整治、精细
化管理的解决方案，对大气污染
提出针对性控制、管理性建议，为
精准治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 秦续峰

追本溯源 科学治污

岚山区开展大气污染物源解析
本报讯 为 加 快 绿 色 发

展，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
把环境优先贯穿于园区和项
目建设全过程，全力打造绿
色生态工业园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浆纸、
火电、建材等临港产业大气污
染物进行深度治理，辖区内森
博浆纸启动石灰窑氮氧化物
治理，华能电厂煤炭运输皮带
管廊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全区19家单位26台分散式燃
煤工业锅炉全部拆除。

针对扬尘污染，经济技
术开发区联合督查考核局，

对建筑工地、拆迁工地进行
检查，给主管部门下发督办
单，督促落实“六个百分百”
要求。对道路保洁实行网格
化管理，将城市道路划分为
深度保洁示范路 3 条、一级
路 10 条、二级路 57 条，6 辆
洒水车同时作业，确保深度
保洁。实施“增绿补绿透绿”
工 程 ，排 查 城 市 裸 露 地 块
500亩，完成绿化 476亩。

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
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大型货
运车辆尾气检测执法检查活
动，依法查处车辆尾气超标、
污染控制装置弄虚作假等违

法行为。渣土管理部门上半
年下发整改通知书 36 份，约
谈企业 3 家，全区通报 1 家，
开展夜查活动 6次。

为强化环境监管，经济
技术开发区建立了巡查、报
告、处置、沟通和督查机制，
全面落实“定区域、定职责、
定人员、定任务、定考核”的

“五定”要求，打通环境监管
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环境
执法力量向基层延伸下沉。
上半年，开发区被评为全省
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建设示
范 典 型 ，获 得 奖 补 资 金 175
万元。 阚波

出台17条扶持奖励政策

莒县助力塑料行业绿色发展

经开区全力打造绿色园区
部门联动治理污染，建立督查巡查机制

五莲县综合整治矿山石材行业
188家石材加工企业通过环评验收

图为蓝天白云下的日照市区。

图为日照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红（右二）在企业调研环保工作。

图为日照市委书记齐家滨（中）向省环保督察组汇报督察整改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