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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青岛市环境保护局
成立，翌年 组 建 青 岛 市 环 境 保
护 监 测 站 ，1984 年 ，市 辖 各 县 、
区 相 继 成 立 环 境 保 护 局 、监 测
站，2012 年，完成环保综合执法
体 制 改 革 。 2018 年 ，实 施 环 保
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今年，组建青岛市生态
环 境 局 。 经 过 历 次 机 构变革，
青岛市生态环境部门职责分工更
加科学系统，队伍力量逐步壮大，
环境监管执法、监测能力水平不
断提升。

近年来，青岛市生态环境系
统采取突击检查、错时检查、交叉
检查、联合检查 等 多 种 方 式 ，相
继开展了大气污染、流域治理、
清理违法建设项目、危险废物、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等系列专项
执 法 检 查 ，加 强 环 保 执 法 与 刑
事 司 法 相 衔 接 ，对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动 真 碰 硬 、绝 不 手 软 。“ 十 二
五”期间，全市共下达各类环境
行政处罚 6066 起罚款 1.1 亿元，
2018 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检
查企业 3.7 万家（次），查处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 2000 起，罚款 1.46 亿
元；移交行政拘留案件 21 件，刑
事案件 13 件，极大地震慑了环境
违法行为。

经过 40 余年发展，青岛市环
境监测能力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通过购置先进监测设备，加强监
测站点建设，拓展监测领域，建成
了覆盖大气、水、土壤、重金属、核

与辐射等众多门类的现代化环境
监测预警体系，总监测能力达到
90 类 599 项。加强环境安全应急
指挥中心建设，完善风险评估、隐
患排查、事故预警和应急处置等
工作机制，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
件，全市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在加强自身环境法制和体制
机制建设方面，青岛市同样不遗
余力，先后颁布《青岛市生活饮用
水源环境保护条例》《青岛市机动
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6 部现
行地方性法规，出台《青岛市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工作责任规定》《青
岛市“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青岛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
(2016~2030)》《关 于 全 面 加 强 生
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实施意见》“1+1+8”工作
方案，织就了一张紧密严实的生
态环保制度网络。

环境科研、宣传教育、信息化
建设等基础能力水平持续提升。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波澜壮
阔。生态环 境 保 护 功 在 当 代 、
利在千秋。青岛市将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牢 固 树 立 并 践 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沿着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 之 路 砥 砺 前 行 ，加 快 补 齐 生
态 环 境 短 板 ，建 设 开 放 、现 代 、
活 力 、时 尚 的 现 代 化 国 际 大 都
市 ，让“ 红 瓦 绿 树、碧海蓝天”成
为这座城市永恒的符号。

久久为功，“青岛蓝”成为城市上空常态色

20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随 着 青 岛 市 工 业 的 迅 速 发
展，市区烟筒林立，二氧化硫、烟粉尘污染严重，到八
九 十 年 代 ，大 气 污 染 物 各 项 指 标 居 高 不 下 ，酸 雨 频
发 ，大 气 污 染 日 益 严 重 ，这 座 风 景 秀 丽 的 海 滨 城 市 一
度被列入“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

为 此 ，青 岛 市 决 心 下 大 力 气 治 理 大 气 污 染 ，从 淘
汰 大 小 灶 入 手 ，先 后 创 建 基 本 无 黑 烟 片 和 烟 尘 控 制
区 ，治 理 重 点 污 染 源 ，锁“ 黄 龙 ”治“ 黑 龙 ”。 九 十 年
代 ，开 始 加 快 发 展 集 中 供 热 和 燃 气 ，控 制 燃 煤 污 染 ，
大 气 污 染 趋 势 得 到 有 效 控 制 。 到 2000 年 ，市 区 二 氧
化 硫 浓 度 比 1990 年 下 降 72％ ，酸 雨 频 率 减 少 21 个 百
分 点 ，空 气 质 量 实 现 转 折 ，一 举 摘 掉 了“ 全 国 十 大 空
气污染城市”的帽子。

2001 年 ，青 岛 市 颁 布 实 施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条 例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全 面 进 入 法 制 化 轨 道 ，之 后 相 继 开

展 了 淘 汰 燃 煤 锅 炉 、控 制 燃 煤 含 硫 量 、推 广 燃 煤 锅 炉
除 尘 脱 硫 设 施 、工 业 粉 尘 治 理 等 工 作 ，空 气 质 量 实 现
连年改善。

“ 十 二 五 ”时 期 ，青 岛 市 大 气 污 染 类 型 从 煤 烟 、扬
尘 混 合 型 转 变 为 以 煤 烟 、机 动 车 尾 气 、扬 尘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为 主 的 复 合 型 污 染 ，突 出 表 现 为 细 颗 粒 物 污
染加重，PM2.5、雾霾进入公众视野。

为 了 打 赢 治 理 雾 霾 攻 坚 战 ，2013 年 起 ，青 岛 市 将
各 区 市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情 况 纳 入 全 市 科 学 发 展 综 合 考
核 ，连 续 5 年 开 展 大 气 污 染 专 项 整 治 ，组 织 实 施 年 度
治 理 计 划 ，开 展 空 气 质 量 生 态 补 偿 。“ 十 二 五 ”期 间 ，
累 计 淘 汰 燃 煤 锅 炉 214 台 ，治 理 工 业 扬 尘 项 目 72 个 ，
淘汰黄标车 16.5 万辆。

2018 年以来，随着《青岛市打赢蓝天保 卫 战 作 战
方 案 暨 2013~2020 年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三 期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青 岛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达 标 规 划》
等 文 件 的 印 发 实 施 ，青 岛 市 新 一 轮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 规 划 图 ”进 入“ 施 工 阶 段 ”，减 煤 治 煤 、扬 尘 治 理 、
机 动 车 污 染 防 治 、消 减 挥 发 性 有 机 废 气 等 一 系 列
措 施 强 力 推 进 。 2018 年 ，全 市 240 台 10 蒸 吨 以 上
燃 煤 锅 炉 全 部 实 现 超 低 排 放 ，125 台 10 蒸 吨 及 以
下 燃 煤 小 锅 炉 实 现 清 零 ，800 多 个 建 筑 工 地 实 现 扬
尘 数 字 化 、实 时 化 监 测 。 青 岛 市 区 PM2.5 浓 度 由
2013 年 的 66 微 克/立 方 米 降 至 35 微 克/立 方 米 ，空 气
优 良 率 达 到 85%，较 2013 年 改 善 12.1%，6 项 空 气 质 量
指 标 除 PM10 外 ，全 部 实 现 达 标 ，空 气 质 量 位 居 全 省 前
列。

从曾经的酸雨频发、雾霾笼罩，到现在时常被“青
岛 蓝 ”刷 屏 的 朋 友 圈 ，空 气 质 量 持 续 改 善 成 为 青 岛 市
环境质量不断提升最直观的体现。

系统治理，河流再现碧水涟漪好景致

20 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城市污水管网、集中处理设
施缺乏，青岛市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入河道，造成
河流水质污染，一些原本清澈的河流一度成为污水横流、
臭气熏天的“黑水河”。

从那时起，青岛市逐年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制定了
分期分批治理污染源、水源地保护及流域污染综合治理
规划。

1997 年，全部关停两万吨以下化学制浆造纸企业，
2008 年，实施青岛市重点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

“十一五”时期，对辖区海泊河、李村河等河道进行综合治
理，“十二五”时期，完成 50 条河流（河段）综合治理，整治

污水直排口 480 处，通过实施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全市
水环境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随着水污染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2016 年，青岛市
出台《青岛市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
未来 5 年至 15 年全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思路和目标，列出
加强各类污染源治理、促进水资源节约和再生水利用、加
强水生态保护和修复等三大方面 36 条具体任务措施，擘
画了水污染治理新的“蓝图”。

目前，全市正加快推进实施青岛市落实“水十条”实
施方案，系统深入开展水污染治理工作。2017 年，开展
了 11 条过城河段或小流域环境综合整治。2018 年，完成

14 处城区黑臭水体治理，420 余家重点涉水企业建设了
污水治理设施，累计建成并运行城市污水处理厂 24 座，
总处理能力 215 万吨/日，出水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一级 A
标准。

重点流域生态补偿考核、全面实行“河长制”，一系列
相关制度密集出台，一批重点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协同推
进，换来了河流水质的不断改善和水生态功能的逐步恢
复。2018 年，全市重点河流、水库 94 个断面中，劣 V 类断
面数量同比减少 6 个，18 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
体保持达标，大沽河、李村河等河流恢复了往日“水清沙
白，鱼跃鸥翔”景观，成为市民休闲旅游好去处。

秉承“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特质
青岛市以良好生态环境迈进新时代

向海而兴，逐步建立全方位胶州湾保护体系

胶州湾是青岛市的母亲湾，历年来，青岛市坚持把加
强胶州湾环境保护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水陆统筹、河海兼
顾，持续推进胶州湾污染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

“ 十 二 五 ”以 来 ，全 市 成 立 胶 州 湾 保 护 委 员 会 ，出
台《青 岛 市 胶 州 湾 保 护 条 例》《2013~2015 年 环 胶 州 湾
流 域 污 染 综 合 整 治 方 案》等 多 部 地 方 法 规 规 章 和 一
系 列 政 策 文 件 ，2017 年 ，青 岛 市 在 全 国 率 先 实 施“ 湾
长制”，着力打造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物丰的蓝色
海湾。

2009 年起，青岛市对胶州湾实施网格化布点监测，

将湾内监测点位和频次由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 4 个，每年
监测 3 次，增加到 39 个，每年监测 4 次。2012 年，设立 1
座浮标站对海水水质进行 24 小时实时监测，监测体系的
不断健全完善，为胶州湾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加科学、精准
的决策依据。

加大环湾区域环境监管力度，严格建设项目审批
管 理 ，加 强 环 境 执 法 检 查 ，严 厉 查 处 违 法 排 污 行 为 。
积 极 推 进 环 湾 区 域 工 业 企 业 环 保 搬 迁 ，市 区 工 业 污
染 排 放 对 胶 州 湾 的 影 响 呈 逐 年 下 降 趋 势 。 2018 年 ，
胶 州 湾 水 质 优 良 海 域 面 积 占 比 73.7% ，比 5 年 前 提 高

了 10.3 个百分点。
为坚决打赢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硬仗，今年，青岛市印

发《青岛市打好胶州湾及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
方案》，以入海河流综合整治为重点，强化陆源入海污染
控制，以近岸海域生态红线管控为重点，强化海岸带生态
保护与修复，以推进海域开发活动污染防控为重点，强化
海洋污染防治，确定了三项重点任务 14 项措施，进一步
深化胶州湾及近岸海域污染防治。

胶州湾如今已重现美丽容颜，入海口湿地珍禽栖息，
跨海大桥下碧波万顷。

腾笼换鸟，释放绿色发展新动能

由于历史原因，青岛市老城区聚集了一大批老工业
企业，这些企业产业层次低，生产方式粗放，高污染、高排
放，不仅给附近的居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也阻碍了经
济转型升级和城市功能优化。

着眼于加快转型发展、提升城区环境，青岛市实施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战略，自 2008 年开始，全面启动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老城区企业环保搬迁工作。出台《关于
推进老城区企业搬迁改造工作的意见》，坚持分类施策，
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予以关停转产，对一般性、无污染
的工业企业，鼓励转型发展。

借 助 环 保 搬 迁 ，有 着 72 年 发 展 历 程 的 海 晶 化 工 、

1949 年成立的国棉六厂、1958 年建厂的青钢等一批老企
业纷纷抢抓机遇，加速转型升级，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了
企业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2015 年底，位于李沧区娄山后运行了 57 年的青钢老
厂区圆满完成历史使命，实现全面关停，搬迁至西海岸新
区董家口后，依托临海临港的区域优势、雄厚的技术实
力、先进的环保设施等，变身具有突出竞争优势的现代化
临海钢铁企业——青岛特钢。与老厂区相比，新厂区每
年节能 11 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 27.5 万吨二氧化碳，
烟（粉）尘、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 89%、38%，化学需
氧量实现了零排放。

青钢的“华丽转身”仅仅是青岛市老城区企业搬迁的
一个缩影，截至 2017 年底，全市 129 户规划内搬迁企业
中，已关停搬迁 117 户，其中涉及污染企业 67 户。初步统
计，关停的污染搬迁企业，使市区每年减少工业废水排放
量 2318 万吨、化学需氧量 1805 吨、烟（粉）尘 1.58 万吨，分
别占市区排放总量的 72%、71%和 80%。

老企业的陆续搬迁，不仅大幅缓解了困扰原区域数
十年的空气、噪声等污染问题，而且腾出空间，这些腾出
的地块主要用来整体成片开发，转型发展商贸服务、文化
创意等高端服务业，老城区的地理优势和生态优势得到
了重新释放。

城乡统筹，不断加快生态建设步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青岛市在加快工业污染
防治，遏制污染加重趋势的同时，坚持城乡统筹，一体化
推进生态建设工作，推动城区环境持续改善，留住乡镇农

村田园风光。
1998 年，青岛市启动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工

作，从中心城市率先突破，实施“蓝天工程”治理大气

污 染 ，加 快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开 展 城 市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
2000 年 ，青 岛 市 成 功 创 建 国 家 环 保 模 范 城 市 ，通 过 创
模 ，青 岛 市 生 态 环 保 工 作 得 到 跨 越 式发展，生态环境

高位推动，构建生态环保大格局

改革开放后，青岛市落实环
境保护基本国策，把环境保护纳
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城市发展
规划。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期
间，青岛市层层实施“一把手”工
程，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创模
工作领导小组，层层签订责任书，
纳入全市年终目标责任制考核，
调动全市力量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岛市加
快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制 度 体 系 建
设 ，完 善“ 党 政 同 责 ”“ 一 岗 双
责 ”环 保 责 任 落 实 制 度 。 2017
年 ，青 岛 市 在 2015 年 成 立 以 市
长为主任的市环境保护委员会
的 基 础 上 ，根 据 生 态 环 境 工 作
需 要 和 各 成 员 单 位 环 保 职 责 ，
进一步调整充实了环委会的力
量 ，增 加 市 政 府 所 有 副 市 长 担
任 环 委 会 副 主 任 ，成 员 单 位 新
增 26 个 达 到 64 个 ，同 时 ，设 立
工 业 、农 业 、海 洋 、交 通 运 输 等
10 个 专 业 委 员 会 ，有力推进各
领域各行业环保工作统筹开展，
发挥“术业有专攻”的作用，推动
上下结合、条块结合抓环境保护。

为保障中央、省生态环保督

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青岛 市 成 立 以 市 委 、市 政 府
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保障和整
改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建 立 分 工 负
责、有序衔接、高效运转的工作
体 系 ，将 督 察 反 馈 问 题 整 改 事
项纳入市委常委会年度工作要
点 、市 政 府 每 月 重 点 工 作 计 划
和政府工作报告公开挂牌督办
事 项 ，健全各项保障制度，推动
突出环境问题解决。

截至 2018 年底，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组交办青岛市 875 件信访
件，已解决 862 件，反馈意见涉及
全省各市的 23 项共性问题和青
岛市 4 项具体问题，已完成整改
11 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
看”、省环保督察转交青岛市信访
件 563 件 和 1267 件 ，分 别 解 决
498 件和 1175 件，其余问题正在
有序整改。

通过不断探索与创新，青岛
市已基本形成“ 党 委 领 导 、政 府
负责、人大和政协监督、部门齐
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生态
环 保 工 作 大 格 局 ，生 态 环保工
作在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上加速前进。

筑基固本，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青岛市“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城市风貌

环境监测人员对锅炉烟气进行监测

明显改善 ，先 后 获 得“国家园 林
城 市 ”“ 中 国 人 居 环 境 奖 ”等 荣
誉。

2006 年，青岛市区及所辖 5
个县级市全部建成国家环保模范
城市，完成了创模成果由中心城
市向卫星城市延伸扩展，在全国
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建成国家环保
模范城市群，2008 年，青岛市荣
获“中华宝钢环境奖”。

获得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
后，青岛市做出《关于进一步加强
环境保护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的决
定》，编制实施了《青岛市创建国
家 生 态 市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4~
2016 年）》等文件，全市生态建设
工作得到稳步推进。

“十二五”期间，辖区黄岛区、

城阳区获评“国家生态区”，即墨
市、胶州市获“省级生态市”命名，
全市 90%的镇建成省级以上生态
镇，1065 个村庄获得市级以上生
态村命名。

2018 年，青岛市以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为切入点，推动 228 个
建制村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累计
达到 694 个。主要涉农区市均划
定了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
养区，禁养区内 1095 家养殖场户
全部完成关闭搬迁，畜禽养殖污
染综合防治成效明显。开展“绿
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
动，打好自然保护区等突出生态
问题整治攻坚战，推动解决了一
批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历史遗
留问题。

撰稿薛建涛 摄影 张建峰

黄海之滨、胶州湾畔，镶嵌着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
这里被誉为“东方瑞士”，这就是山东省青岛市。“红瓦绿
树，碧海蓝天”是对这座城市风貌最富诗意的写照，这里
不仅蕴涵着美丽的自然环境、城市建筑和城市发展的历
史文化，还凝聚着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

在历史的长河中，70 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 ，

70 年 ，却 又 沧 海 桑 田 ，见 证 了 这 座 城 市 的 成 长 与
变 化 。 回 顾 青 岛 市 走 过 的 70 年 ，既 是 高 歌 猛 进 的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史 ，也 是 绿 意 渐 浓 的 生 态 环 境 改 善 史 。
青岛市的生态环境事业历经孕育萌芽、发展壮大，如
今 ，正 在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的指引下，书写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