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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导向，也是行动。射阳县
领导反复强调，要从发展绿色经济、打造宜
居环境、引导公众参与等方面入手，坚定

“生态兴县”战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之路，切实改变“经济
腿长、环保腿短”的状况，让射阳蓝成为不

生态射阳 与海相依与鹤共舞

与海共生，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的江苏省射阳县，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的重要越冬
地、著名的盐城国家级珍禽保护区相毗邻，被誉为“东方湿地明珠”，且享有“鹤乡”美誉。今
日的射阳县，与海相依，与鹤共舞，可谓海风河韵，满目皆绿。无论久居射阳的市民，还是外
地来此的游客和宾朋，都由衷感叹：“射阳的天真蓝，水真清，地真绿，空气真好。”

“射阳绿、射阳蓝、射阳美”应运而生

有人说，射阳之美，美在滩
涂湿地。射阳县总面积 7730 平
方公里，其中海域面积 5130 平
方公里，7.32 万公顷生态湿地，
是江苏省海域及湿地面积最大
的县。这里生长着 450 多种植
物，有两栖爬行类动物 40 多种，
鱼类 280 种，其他哺乳类动物 40
多种；此外，有鸟类 400 多种，其
中 11 种被国家列入一类保护动
物，近千只黑嘴鸥在此繁殖。每
年还有千余只丹顶鹤来此越冬，
占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的 40%
以上。

作为沿海珍禽湿地的重要
保护地，射阳县国家级生态保护
红线总面积达 337.47 平方公里，
省 级 生 态 管 控 区 域 总 面 积 达
702.5 平方公里，是国家级红线
和省级管控区域面积占比较大
的县。

根据保护红线，射阳县相应
地制定湿地保护及其产业布局
规划，列出 60 多种红线内的违
规开发建设行为。县政府每年
与涉滩镇区签订护鹤责任状；制
定最严措施，层层明确责任，出
台珍禽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

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方案，开
展调查摸底与会商研究，实施一
系 列“ 外 科 手 术 ”式 清 理 与 修
复 。 射 阳 县 先 后 投 入 20 多 亿
元，用于保护区周边滩涂湿地的
一系列生态湿地保护和生态治
理修复。

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射
阳县担负巨大压力，却始终不越
红线一步，把生态湿地环境保护
与经济建设摆在优先位置，在加
大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寻
求突破，探索和实践双轨并行的
发展模式。

射阳县通过主打“射阳绿、
射阳蓝、射阳美”三大生态环境
品牌，确定契合区域特色发展要
求的规划导向。凡是涉及生态
湿地保护的项目，一律实行生态
保护“一票否决”制，从源头防控
污染，保鹤乡净土。与此同时，
开展高质量招商引资，不断优化
发展硬环境和服务软环境，让好
项目引得来，留得住。一弃一
留，泾渭分明，充分彰显了射阳
县委、县政府“让道生态保护、坚
持绿色发展”的意志和决心。

在保护与发展的抉择之际，

即 使 伤 筋 动 骨 也 在 所 不
惜。射阳县立足县情，运用

“走、转、改”方式，淘汰关闭
一批、转型发展一批、外迁
转移一批。全县先后关闭

了近 30 家老旧化工企业，
其他企业全部“退城进区”，
为高端产业与高新技术产
业腾出足够的绿色发展空
间。

“生态美”绘就高质量发展最美底色

射阳县按照打造“沿海生态县域”的发
展方向，始终秉持“既为环境减负，又为生
态增值”的发展思路，不断调整经济结构，
为经济发展构筑绿色平台，将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全县科学发展的“高压线”和“安全
线”，不断抬高准入门槛，大力营造绿色产
业格局。

射阳县委、县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全面关停县内污染严重、治理无望的化工
企业；与此同时，瞄准新能源产业，让风电、
太阳能发电、火力发电、生物发电“四电齐
上”，构筑江苏省沿海风光互补的绿色产业
高地。以此为依托，实施调转同步与结构
调整战略，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与高端
产业发展，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应运而生，同时催生一
批高新技术主打产品。全县形成机械装
备、高端纺织染整、健康食品、新型建材、新
能源及其装备等主导产业，射阳县获评“中
国纺织产业基地县”、合德科技创业园获评

“国家级科技孵化器”、伟龙电器等 21 个企
业获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节能减排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工作有
序推进。今年射阳县围绕年度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目标责任书要求，突出环境问题

防治导向，积极谋划部署，挂牌督办项目，
狠抓措施落实，全面治理重点企业堆场扬
尘，重点整治高耗能燃煤锅炉，严控综合能
源和煤炭消费总量，切实提高电煤使用比
重和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确
保非电工业行业用煤削减取得实效，圆满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被作为一项重大的
民生工程，摆在突出位置。近年来，射阳县
持续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长效管理机
制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五位一体”环卫设
施配套完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全县建
成国家级生态镇 4 个、省级生态镇 13 个，8
个镇通过了国家级生态镇考核。昔日“垃
圾满地、河面堵塞、水质恶臭”景象已成过
往，一汪汪碧水、一片片绿地呈现眼前，犹
如一幅幅浓墨重彩绘就的美丽画卷。

海滨建设与内陆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相得益彰。射阳港停泊着大型船舶、港区
道路纵横交错、主干道正在拓宽伸展。总投
资 8.66亿元的光明银宝乳业项目落地，形成
年产值几十亿元的循环型生态产业发展模
式，收获了沿海生态经济战略高地的“连锁
效应”，一个拥有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的
射阳港新兴海滨新城呼之欲出。

一个让人“深呼吸、敞心扉”的好地方

变的城市标识，射阳绿成为靓丽
的城市底色，射阳美成为鲜明的
城乡颜值。

射阳县借力湿地与珍禽保
护区位优势，建设既有区域文化
内涵、又有射阳特色的沿海旅游
精品项目，接连打造全国农业旅
游示范点、江苏省四星级、二星
级乡村旅游点和休闲生态农庄
项目以及精品湿地风光旅游线
路。鹤乡菊海、阳河湾等乡村旅
游景点初具规模，日月岛生态旅
游区入选国家优选旅游项目，金
海 林 场 获 批 省 级 森 林 公 园 。
2019 年，射阳县荣获“美丽中国
绿色生态旅游名县”称号。

镇村建设同步加快。特色
田园乡村规划编制、村庄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和“美丽乡村”建设
统筹推进，先后入选首批“全省
新型农村社区示范项目”两个、

“ 中 国 美 丽 乡 村 百 佳 范 例 ”1
个。农村饮用水二、三级管网改
造全部完成，完成农村人居环境

“四治理、四提升”任务。
“绿色射阳”建设同样如火

如荼。全县重点实施“成片造
林、美丽乡村、高效林业、生态农
田”及“一路一河”五大工程，城
市绿化覆盖率达 43.7%，林木覆
盖率达到 27.5%，森林覆盖率接
近 20%。今年重点实施生
态 造 林 绿 化“321”工
程 ，加 快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美 丽 城 镇 、
美丽通道”，新增
成 片 生 态 林 3
万 亩 、生 态 抚
育 森 林 5 万
亩 、四 旁 植
树 100 万

株；建设生态绿美乡村 15 个，新
建 和 完 善 生 态 农 田 林 网 10 万
亩，新增城镇公共生态绿地 130
公顷，新建和提升绿色生态景观
通道 600公里。

全县饮用水水源及地表水
水质持续保持稳定。2019 年以
来，纳入江苏省“十三五”水环境
质量考核目标的 3 个省级以上
考核断面，年均水质均符合地表
水Ⅲ类标准，断面达标率 100%，
完成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考核
目标；两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 100%，均达到Ⅲ类
标准。

近几年来，射阳县通过加强
“发展转方式、能源调结构、城乡
增绿化、工地控扬尘、秸秆禁焚
烧、违法必查处”等环境综合防
治措施，始终保持空气环境质量
稳定向好态势，成效显著。今年
1 月至 7 月，江苏省 54 个县（市、
区）PM2.5 浓度排名，射阳县位列
前 5 名，空气优良天数比率稳步
跻身全省第一。“射阳好空气”，
已成为一张拿得出手的沿海城
市名片，让人深呼吸、敞心扉；

“射阳环境美”，已变身流光溢彩
的区域生态品牌，闻名遐迩。

孙鸿斌 魏列伟

近日，湖北省十堰市持续高温，十堰市民间河长坚守岗
位，加密河道巡逻和日常保洁频率，打捞漂浮垃圾。图为民间
河长冒着酷暑在打捞漂浮垃圾，开展日常巡河工作。

薛乐生摄

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
员杨国阿克苏报道 连 日
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生态环境 局 进 一 步
强 化 与 疫 情 防 控 有 关 的 医
疗 废 物 、医 学 观 察 点 生 活
垃 圾 处 置 环 境 监 管 工 作 ，
确 保 医 疗 废 物 和 医 学 观 察
点 生 活 垃 圾 得 到 及 时 有 序
安 全 处 置 ，坚 决 防 范 二 次
污染。

作为阿克苏地区唯一一
家医疗废物 无 害 化 处 置 单
位 ，阿 克 苏 中 新 联 合 环 境
治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年 处 理
能 力 仅 为 1020 吨 ，在 当 前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情 况 下 ，
处 置 处 理 能 力 已 明 显 不
足 。 今 年 7 月 初 ，公 司 新
购 置 一 套 微 波 消 毒 处 理 医
疗 废 物 设 施 ，年 处 理 能 力
为 3600吨。

对此，阿克苏地区生态
环境局和新疆阿克苏（南疆）
危 险 废 物 管 理 中 心 主 动 作
为，在完成相关行政审批后

迅速向阿克苏中新联合环境
治理有限责任公司重新核发
了《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
公司医疗废物处置处理能力
从原有的 1020 吨/年提升至
4620 吨/年 。 目 前 ，这 一 公
司高温焚烧及微波消毒两套
处置设施均正常运行，为阿
克苏地区医疗废物及医学观
察点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奠定
坚实基础。

据介绍，日前新疆阿克
苏（南疆）危险废物管理中心
已派驻专业技术能 力 强 的
党 员 干 部 进 驻 医 疗 废 物 处
置 单 位 一 线 ，进 行 现 场 指
导 服 务 ，要 求 处 置 企 业 规
范 操 作 ，保 证 医 疗 废 物 处
置 设 施 长 期 稳 定 运 行 。 并
增 加 医 疗 废 物 收 集 频 次 ，
设 专 人 负 责 收 集 、转 运 ，合
理 调 配 清 运 车 辆 ，科 学 设
置 运 输 路 线 和 时 间 ，确 保
医 疗 废 物 及 时 、高 效 、安
全 、无 害 化 处 置 ，为 疫 情 防
控发挥积极作用。

为企业提供现场指导服务 增加收集频次

阿克苏加强医废及医学
观察点生活垃圾环境监管

从最新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到，青
岛市 7 月份 PM2.5 浓度为 15 微克/立方
米，空气质量优良率 90.3%，两项约束
性指标均位列省内第一。为确保打赢
蓝天保卫战，青岛市制定了“每天必
争、每微克必争”的“作战”目标，向保
卫战发起总攻。

“除了加严考核之外，我们还成立
了帮扶小组，组织专家队伍到排名落
后的区市、镇街，从技术、机制、管控等
多方面帮助其找问题、补短板、解难
症，有力推进了工作的整改落实。”刘
家平说。

在帮扶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指导
辖区和镇街开展实时数据监控、污染
动态观测、趋势分析研判。山东省青
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空气质量首席预
报员方渊表示，“通过镇街站指标浓度
的每日时段走势、异常峰值变化、每周
环比及镇街横向对比等多角度比较方
法，深度分析镇街中心管控区、周边影
响区域的空气质量状况，为辖区污染

成因分析和问题排查溯源做好基础技
术支撑。”

同时，围绕镇街空气质量改善和
属地责任，指导镇街全面开展区域内
各类排放源专项排查。

“建立一张污染源分布示意图、一
本污染源分类动态台账、一份大气环
境问题梳理清单，做到各类大气污染
源底数全、情况明、责任清，实施镇街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网格化清单式监
管，推动辖区精准治污，提升辖区和镇
街大气污染防治的全方位管理水平。”
刘家平说。

以目标促进度，以考核促提升，今
年以来截至 7 月，青岛各区市 PM2.5、
PM10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3 项控
制性指标均完成并好于目标值。

今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胜之
年，青岛市将继续运用全市综合考核、
生态补偿、镇街排名等管理手段，提高
城市污染防治管理水平，让青岛蓝天
常在，空气更加清新。

◆

王
诺
张
韬
刘
奇

青
岛
治
气
新
机
制
换
来
﹃
天
蓝
蓝
﹄

严
格
实
行
大
气
工
作
分
级
排
名
管
控
措
施
，加
强
部
门
联
动
推
进
大
气
深
度
攻
坚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半年“成绩单”。上半
年，青岛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状况为近6年来最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同比增高8.9个百分点，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善14.8%，位居
全省前列。

近年来，为了让蓝天常在，青岛市各级各部门共同发力，针对大气
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污染治理措施，合力推进蓝天保卫
战各项“作战任务”。如今，青岛的天更蓝、空气更加清新，“颜值”在线
的青岛，成为市民朋友圈的“点赞王”。

时 针 指 向 下 午 14：00，山 东 省
青岛市政府中心会议室内气氛肃
静，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第 18 次
半月调度会议正在召开。市政府分
管副市长朱培吉带领市生态环境委
员会 10 多个成员单位以及各区市
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各辖区镇街和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调度近半个
月的大气攻坚情况。

会议现场大屏幕上，正在播放
市生态环境、住房建设、城市管理、
公安和交通运输等主要牵头部门大
气攻坚检查问题通报视频，其中涉及
建筑工地裸土覆盖不严、城市道路积
尘未及时清扫、柴油货车冒黑烟等80
多个大气污染问题被逐一曝光。

这是自 2019 年 9 月起，青岛市
启动的“每周通报、半月调度、全月
考核”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新
机制首次将具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职责的区市、部门、镇街及相关单位
全部纳入成员管理范围，统一要求、
统一监督、统一考核，严格实行大气
工作分级排名管控措施。”市大气污
染治理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市生态
环境局局长杨钊贤表示。

新机制运行后，坚持每周通报
全市 142 个镇街空气质量现状值和
下滑幅度排名情况，各区市组织进
行排名靠后镇街相关负责人约谈等
通报会。市政府每半月组织召开全
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议，制
作突出环境问题专题片，现场进行
视频通报，并对排名靠后且未完成
约束性指标月度目标、问题突出的
区市和镇街实施预警提醒、约谈、问
责等措施。每月对各区市环境空气
质量实施生态补偿考核。

“大气新机制运行 10 个月来，
相关责任部门感到‘辣味十足’，‘红
脸出汗’成了常态，考核的加严增强
了镇街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这既是压力，也转化为了
动力。”杨钊贤说。

截至目前，新机制已累计通报
并 解 决 全 市 各 类 大 气 污 染 问 题
1400 余个。市委、市政府召开相关
空气质量约谈会议及各区市表态发
言 18 次，组织对辖区镇街及有关部
门进行约谈共计 300 余次。各区市
采取诫勉、约谈、通报批评、书面检
查和批评教育等方式问责 26人。

一个“新机制”，让部门“红脸出汗”抓治理

采取现场执法、远程监控和帮
扶指导等方式，结合重点走航和雷
达扫描监测、区域无人机巡查等科技
手段应用，加强大气污染精准管控
……今年 5月以来，青岛市全面开展
夏秋季挥发性有机物（VOCs）强化攻
坚行动，着力抓好石化、涂装、化工、橡
胶、包装印刷五大重点行业 560家企
业治理，推进小产业集群整治。

同时，将 VOCs 减排纳入市委
市政府对各区市的综合考核，实施
有奖举报制度，鼓励各部门及社会
各界监督举报挥发性有机物偷排漏

排、治理设施不运行、超标排放等违
法行为。

此外，青岛市在全市机关企事
业单位推行公务用车错时加油措
施。“夏季以来，我们鼓励各油企错
峰卸油并推出夜间错时加油优惠活
动，同时积极倡导市民夜间加油，避
开夏季臭氧污染高峰时段，减少高
温天气加油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全
方位发挥VOCs削峰减排作用。”市生
态环境局大气处处长刘家平说。

今年以来，青岛市持续加强生
态环境、发改、公安等部门的对接联

一套“组合拳”，蓝天保卫战任务强力推进

一个“总目标”，微克必争、每天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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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深度攻坚，综合开
展臭氧污染防治、建设工地扬尘专项整
治、渣土车污染联合执法、成品油煤炭市
场专项整治及工业炉窑综合治理等攻坚
行动，推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为深化辖区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管
理，青岛市建立镇街大气污染源网格
化精细管控机制。这一机制以全市
142 个镇、街道和功能区空气自动监
测子站为基础单元，细化监控网格、明
确网格化监管职责，构建“国控—省控
—市控—镇街”全覆盖的空气质量监
控网络体系。实行镇街综合调度、部
门联动执法、辖区督导协调、限时整改

反馈等联防联控工作制度，实现大气
污染问题快速响应和多部门实时联动
的一体化闭环运转流程管控。

山东省青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
任薛传文介绍：“镇街站按照国家监测
技术规范布点，通过完善市、区两级镇
街空气质量监测平台相关数据监控功
能，执行监测数据三级审核制度。”他
表示，统一发布全市镇街空气质量统
计专报，确保镇街环境监测数据真实、
全面、准确、有效，为大气污染治理提
供了有力的监测技术支持，对全市大
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监控和精细化管理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