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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烟台市是一座生态之城，碧海蓝天是它靓丽的名片。

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是烟台市民称道的城市福利，也是烟台入选

中国最佳避暑旅游城市的最大优势。

为巩固提升生态优势，近年来，烟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全市上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不断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抓

手，以中央和山东省生态环保督察为契机，开展治污攻坚整治，解

决了一批重点难点环境问题，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讯 为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烟台市围绕山东省“1+1+
8”工作主线，结合全市实际，明确
今年生态环境工作要点，全力打好
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努力打造美丽生态城市。

烟台市将积极组织做好环
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制定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
和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
案，适时启动第二轮市级环保督
察，针对整改薄弱环节，采取“机
动式”“点穴式”巡回督察方式，
对重点问题开展专项督察。

为深入开展大气污染综合
整治，烟台市将推进氮氧化物和
挥发性有机物协同减排，加大机
动 车 排 气 污 染 防 治 力 度 ，巩 固

“散乱污”企业整治和燃煤锅炉
淘汰成果，制定实施乡镇空气质

量改善考核办法，定期发布乡镇
空气质量数据并进行考核排名。

围绕水环境治理，烟台市建
立健全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制
度，组织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保
专项行动；6 月底前，将制定并
组织实施不达标工业直排海污
染源全面稳定达标排放改造方
案；开展入海排污口溯源排查，
争取年底前完成入海排污口统
一编号，建立入海排污口名录；
推动入海河流污染治理，督促沿

海县市区将入海河流纳入常规
监测计划，开展水质监测；组织
开展农村污水现状调查，因地制
宜推进农村地区污水治理工作。

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制定
实施全市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规划，提高土壤污染防治能力。
打好危险废物治理攻坚战，提升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和全过
程信息化监管水平，抓好长期贮
存危险废物超过 100 吨问题整
改调度，确保 2019 年年底前完

成整改任务。
为强化污染源头控制，烟台

市严格环境准入，全面推进排污
许可证发放工作，按照国家、省

针对不同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时
序的工作部署安排，确保按时完成
2019年度排污许可证发放。

同时，烟台市将不断完善环
境 安 全 防 控 体 系 ，强 化 环 境 监
管。做好全市重点污染源监控
和空气自动监测点位建设运行
工作，实时公开重点企业排污状
况。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联动衔接机制，严厉打击超
标排污、暗管排污等各类环境违
法行为。 邱春光

本报讯 烟台市牟平区近
年来不断加大治污攻坚力度，
以生态环境改善提升城市吸引
力。2018 年，全区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到 84.3%，全区接待游客
人数达 6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50.6亿元，同比增长12.9%。

牟平区成立大气污染防治
办公室，采取明查、暗查、抽查
等多种方式，对大气污染源开

展常态化巡查，发现问题拍摄
取证，及时进行通报督办。同
时，区生态环境、公安、综合行
政执法、住建等职责部门配合
联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2018 年以来，牟平区投资
3500 万元建设樱花大道，投资
1.5 亿余元对部分道路进行大
修，新增绿化面积约 12.6 万平
方米。 李强张春煦

本报讯 烟台市开发区以
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污
染源头防治，开发区建立实施
入区项目专家评审和评估决策
机 制 。 深 入 开 展 清 洁 生 产 审
核，进一步节能降耗减污增效。

为强化环境监管，开发区
建立三级网格 7 个、四级网格
184 个 ，明 确 网 格 巡 查 员 184
人，基本形成覆盖全面、责任到
人的网格监管体系。

开发区按照执法常态化、
监管专业化、检测社会化的思
路，聘请环保机构专业人员参
与 现 场 执 法 检 查 。 投 入 1000
多 万 元 建 设 环 境 自 动 监 控 体
系，在现有 81 处监控点的基础
上，加严在线监控安装要求，扩
大安装范围，构建起综合性、信
息化环境监控平台，为环保科
学决策和应急指挥调度提供坚
实保障。 王泽东

本报讯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
招远分局执法人员近日先后到
辖区内一家预拌混凝土企业和
一家商砼企业进行突击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扬尘防治措施落
实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要求企
业立即整改。

这是招远市不断加强重点
行业扬尘污染防治监管的一个
缩影。

为 全 面 加 强 大 气 污 染 防
治，规范企业落实物料存放、装
卸等环节的防尘措施，招远市

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商品混凝
土等行业扬尘管理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各企业建
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确
保扬尘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根据《通知》，企业要对厂
区道路及生产作业区地面、路
面进行硬化处理，未硬化的空
地要进行绿化。在进出口设置
清洗专用场地和设施。要完善
污水排放沉淀设施，沉淀物应
及时清理。

针对砂石、砂土等易产生

扬尘的物料，要采用密闭方式
分类贮存。粉煤灰、水泥、矿粉
等粉料必须密闭运输，砂石料、
砂 土 必 须 篷 盖 运 输 。 搅 拌 楼

（站）必须安装布袋收尘装置。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

按照属地原则推进落实。各企
业要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制定
整 改 计 划 ，倒 排 工 期 、挂 图 作
战 ，于 10 月 底 前 完 成 整 改 任
务。生态环境部门要依法加大
处罚力度，对不按规定要求进
行整改的严肃惩处。 曹利平

牟平区收获生态“红利”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旅游收入 50.6亿元

开发区强化源头治污监管
聘请专业人员参与现场执法检查

招远给重点行业扬尘治理立规矩
企业防治扬尘不规范，10月底前必须完成整改

烟台制定改善生态环境路线图
打好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烟台治气攻坚擦亮生态名片
2018 年发放生态补偿资金 8000 余万元，立案处罚 1698 家违法企业

今年，烟台市将以实施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为
抓手，纵深推进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

为全面提升大气污染防治
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烟台市
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由县（市、
区）延 伸 到 镇 街 ，全 市 所 有 乡
镇、街道、各类开发区全部建成
运行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实
现市县乡三级联网。加大对各
类大气污染源的监控力度，探
索将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
先进监控手段应用于生态环保
工作中，提升精准治污能力和

水平。
为确保各县（市、区）空气

质量达标，烟台市对已经达标
的县（市、区）明确持续改善的
目标和任务，对尚未达标的区
域限定达标时间，力争到 2020
年，所有县（市、区）全部达到国
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围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烟台市继续加快推进挥发性有
机物、建筑施工裸露地面道路
交通扬尘、柴油货车排气、工业
无 组 织 排 放 等 方 面 的 综 合 治
理，持续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集中开展春季扬尘污染
整治攻坚行动，制定实施全市

2019 年锅炉和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计划，今年 10 月底前，将完成
144 台燃气锅炉低氮改造、84 台
生物质专用锅炉更换及 55 个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

同时，烟台市将进一步加
大环境监管力度，提升环境监
管效能，消除监管盲区，强化环
保公安联勤联动，严厉打击各
类环境违法行为。全力抓好中
央 和 省 生 态 环 保 督 察 问 题 整
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明确
时限要求、整改标准，落实整改
责任，实施销号管理，确保整改
工作取得实效。

为加快能源和产业结构调
整，烟台市不断压减煤炭消费，
开展散煤清洁化治理，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

围绕工业污染综合治理，
烟台市大力实施燃煤机组（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建成运行

198 个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推
进重点行业错峰生产，有效降
低了全市秋冬季大气污染物排
放总量。全面启动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治理，完成 215 个石化、
有机化工、表面涂装等重点行
业挥发性有机物项目治理和 4

为构建大气污染防治联防
联控的工作格局，烟台市制定

《烟台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在优化结
构与布局、强化污染综合防治、
健全大气环境管理体系 3 方面
确定 13 项重点任务。制定《烟
台 市 加 强 污 染 源 头 控 制 推 进

“ 四 减 四 增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18-2020 年）》，组 建 推 进
“四减四增”工作专班，实行集
中办公，对工作进展实施月调
度和年评估。

烟台市不断完善大气污染
防治激励约束机制，制定实施

《烟台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
偿办法》，对各县（市、区）季度
环境空气质量同比改善情况进
行综合测评，并由市级财政按
照改善幅度和恶化幅度发放或
收缴生态补偿资金。2018 年，
烟台市累计向各县（市、区）发
放生态补偿资金 8000 余万元。

为加大大气污染防治督办
问责力度，烟台市每月通报全
市空气质量改善状况，针对市

区空气质量同比恶化的问题，
市政府约谈了六区政府（管委）
和住建、城管、公安、交通运输
等 8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烟台市着力打造严密的环
境监管网络，健全完善网格化
环境监管体系，将全市 1600 余
家排污单位纳入随机检查名录
库，将市、县两级环境执法人员
录入随机抽查执法人员系统，
每季度随机抽取执法人员、随
机抽取排污单位，实施环境监管

“双随机、一公开”。2018年，全
市依法对1698 家违法企业立案
处罚，罚款 6178 余万元。

为汇聚公众参与的强大合
力，烟台市不断加大宣传力度，
向公众和企业发放环保手册 6
万余份。实施全方位环境监管
信息公开，制定全市污染源环
境 监 管 信 息 公 开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公 开 48 个 大 气 重 点 污 染
源、94 个在线监测点位的环境
监测信息，接受公众监督。通
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畅通与
群众互动交流渠道。

本报讯 山东省蓬莱市持续
实施生态立市战略，通过调整能
源产业结构、加强污染治理等措
施，强化大气污染防治。2018 年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15天，优良率为 86.3%。

围绕能源和产业结构优化，
蓬莱市严把环境准入关，严禁引
入高污染项目；全面清理取缔“散
乱污”企业，积极开展散煤清洁化
治理，大力推进城镇清洁取暖工
程建设。

为强化工业和移动源污染防

治，蓬莱市加快推进重点工业企
业污染防治，要求企业安装污染
源在线监控系统。严厉查处货车
超标排放行为，加强对港口煤炭运
输企业管理，加强成品油质量监管
整治，严把油品质量关。

针对扬尘污染问题，蓬莱市
引入数字化工地监管模式，建成
建筑工地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加
强物料运输车辆监管，严查违规
作业渣土车；强化堆场物料扬尘
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各项扬尘污
染防治措施。 曲慧英孙蕾

本报讯 去年以来，烟台市莱
山区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为契机，多措并举抓好整改落
实，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

莱 山 区 强 化 重 点 污 染 源 治
理，完成燃煤锅炉淘汰替代 122
台，大型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11 台。制定扬尘污染源整治方
案，全面加强建筑工地、市政工程
等项目扬尘防控措施，建立完善
城市扬尘常态化监管机制。

为建立长效机制，莱山区要

求各职能单位加强重点领域、重
点企业的日常监管，认真梳理分
析群众反复投诉和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销号
管理，并及时组织“回头看”，防止
各类问题反弹。

莱山区加大环境违法企业查
处力度，定期开展夜查、双随机抽
查、重点企业专项检查等各类执
法活动，严厉打击超标排污、暗管
排污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对环
境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一经
查实，严惩不贷。 孙乾坤

本报讯 为加强扬尘污染
治理，烟台市生态环境局龙口
分局日前联合各镇街区开展春
季扬尘污染整治行动，严查扬
尘污染违法违规行为。

此次专项行动纳入检查范
围的有 100 多家企业。龙口分
局执法人员分别对港口码头、
商砼企业及易产生扬尘的企业
进行突击检查。在检查的 5 家
企业中，4 家企业能够按要求

完成密闭料棚、防风抑尘网及
自动喷淋等防尘设施建设，只
有一家企业对厂区内堆场裸露
地面的覆盖不够彻底，执法人
员现场指出问题，并下达整改
要求。

为确保整治效果，龙口分
局有针对性地把各企业进行分
组，分门别类开展培训，以此提
高企业管理人员的思想意识，
减少问题的出现。 李鹏

龙口开展扬尘污染整治行动
将 100多家企业纳入检查范围

蓬莱重拳治污改善气质
2018 年优良天数为 315天，优良率达 86.3%

建立工作台账 实行销号管理

莱山区借力督察强化管理

本报讯 为保障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安全，山东省海阳市
出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巡查制度》，要求每季度
巡查一次，防范水污染事件发
生。

同时，海阳市开展水源地
保护专项行动和保护区规范化
建设整治行动。建立饮用水水
源水质预警监测体系，3 个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
保持 100%。

海阳市还对农村饮用水水
源 现 状 进 行 了 全 面 调 研 ，对
245 个单村联村和省定贫困村
农村水源地保护区（范围）进行
勘界划分，对 209 个村的饮用
水源地进行监测。完成 90 个
村饮用水水源地设施防护工程
建设。 孙美霞张晟 宋鹏斐

海阳每季度巡查一次水源地
确保饮用水水质达标

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考核问责

狠抓源头防控，推进综合整治

个化工园区、7 家重点企业的挥
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控设备安装
联网工作。

在机动车污染治理方面，
烟台市开展了黄标车提前淘汰
与“黄改绿”工作，全市累计淘
汰黄标车 11.3 万余辆，3800 余
辆国二柴油黄标车完成“黄改
绿”。推进加油站油气回收改
造工作，全市 723 座加油站全部
完 成 油 气 回 收 一 、二 级 改 造 ，
202 座加油站完成三级改造工
作。

为 加 强 扬 尘 污 染 综 合 整
治 ，烟 台 市 严 格 按 照“ 源 头 严
控、过程严管、末端严治”的原
则，对照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
百”标准，集中力量打响建筑工
地扬尘污染防控攻坚战。组织
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严
查渣土运输车辆违规运输等行
为 。 建 立 和 完 善 道 路 保 洁 台
账，市区机械化清扫率、洒水率
达到 97.7%，县市机械化清扫率
达到 90.9%。

烟台市依法整治“散乱污”

企业，围绕中央 和 省 生 态 环 保
督 察 反 馈 意 见 整 改 ，建 立 市
县 乡 村 四 级“ 散 乱 污 ”企 业 整
治 网 格 化 监 管 体 系 ，各 级 监
管 网 格 按 周 、按 月 、按 季 度 开
展 排 查 和 集 中 整 治 。 同 时 对

“ 散 乱 污 ”企 业 清 理 整 治 和 燃
煤 锅 炉 淘 汰 工 作 进 行“ 回 头
看 ”，严 防 死 灰 复 燃 和 污 染 反
弹 。 2018 年 ，全 市 6012 家“ 散
乱 污 ”企 业 整 治 和 3198 台 燃
煤 小 锅 炉 淘 汰 已 全 部 完 成 整
改验收和销号工作。

提升防治水平，保护碧水蓝天

为加强机动车污染治理，山东省烟台市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
局日前联合公安分局、建设交通局对福州路大成停车场开展柴油
货车场地抽测工作。图为抽检现场。 刘庚鑫摄

为深入推进中央、省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烟台市实施问题销号管理，做到条条要整改、件件
有落实。图为烟台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周俊（右三）现场督导整改。 崔国栋摄

◆本报通讯员邱春光

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