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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大邑县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优良天数均
交出了全市第一名的答卷，共收
获 164 个优良天，优良率 90.1%。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优良天数增
加 13 天，优良率增加 6.7 个百分
点 ；PM2.5 平 均 浓 度 为 33.1 微 克/
立方米，同比降低 21.2%；PM10 平
均浓度为 52.2 微克/立方米，同比
降低 8.9%；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 3.43，列全市第一名。

为 持 续 巩 固 生 态 县 创 建 成
果，大邑县委县政府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污染攻坚，决胜污染
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650”工
程，积极落实压减燃煤、治污减
排、控车减油、清洁降尘、综合执
法、科技治气“六大行动”，开展高

污染燃料专项检查2次，抽检燃煤2
批次，立案 1起。严格环保准入约
束，禁止新建高污染项目，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建立“散乱污”动态台账并
强化巡查督查，推进工业污染源深度
治理和淘汰工作。

强化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监管，开展清理无资质搅拌站
点专项行动，对全县 132 个在建
项目开展专项检查并督促整改，
加大城区主要道路、绿化带洒水
保洁力度。

强化重点工业企业监管，加
大突击检查、夜查力度，查处环境
违法行为 7 起；切实抓紧抓实露
天烧烤日常巡查，餐饮油烟、建筑
垃圾、烟花爆竹禁燃监管等。

胡秀芳 李妮斯

2020 年 7 月，成都市青羊生态环境局在
开 展 2019 年 危 险 废 物 申 报 登 记 工 作 过 程
中 ，相 关 危 险 废 物 管 理 人 员 了 解 到 成 都 西
物 精 锐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已 经 停 业 ，但 根 据 公
司 2018 年 危 险 废 物 申 报 登 记 表 及 2019 年
危险废物联单使用情况，尚遗留一批涂料废
物、沾染物及有机溶剂未经处理。

青羊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前期通过前往
公司原址现场检查发现，原址已变更为成都嘉
威锦西车业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贮存间里贮存
的废机油桶、废过滤棉及活性炭、油漆渣、废有
机溶剂、废机油等危险废物，均为原成都西物
精锐汽车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

为有效贯彻落实“谁产生、谁处置”原则，
工作人员通过联系相关部门取得成都西物精

锐汽车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成都西物（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通过多次
跟公司负责人耐心沟通，细致普法，督促公司
尽快将原成都西物精锐汽车有限公司遗留的
危险废物进行了安全转移处置。截至目前，
公司遗留的 2.085 吨危险废物已经全部转移
至四川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切
实消除了环境安全隐患。

近年来，青羊区全面实施高效能治理模
式，深入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
土壤污染防治“620”工程，以“防扬散、防流失、
防渗漏”三防措施切实加强对危险固体废物全
程 安 全 监 管 ，2019 年 共 利 用 处 理 危 险 废 物
6400 余吨。

胡秀芳 李妮斯

2019 年以来，成都市新都区率先在省内
推行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参与的
企业“环保主任”制度，取得明显成效。

新都生态环境局从企业环境管理的角度
出发，积极明晰“环保主任”职责，优先制定相
关建设标准，采用统一的培训教材对企业“环
保主任”环保法律法规、环境安全、环保管理、
在线监测、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操作等方面进
行培训、考核，并颁发上岗证。目前，全区已
组织专业培训 22 期，共有 13 名乡镇环保工作
人员，16 名环保协管员和 126 名企业环保负
责人参训，成都千树家具有限责任公司等首
批 23 家企业实行“环保主任”持证上岗后，企

业内部的环保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企业
污染防治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此外，通过聘请第三方社会环境保护咨
询机构及环保专家，对企业环保问题“望闻问
切”，找准污染治理主要环节和风险隐患突出
问题，开出诊治“药方”，“一对一”指导企业全
面实施企业环保精细化管理。目前，全区已
组织专家上门诊断 200 余次，为企业诊断或
解决实际问题 112个。

下一步，新都生态环境局计划在污水处
理、规模以上食品企业、印刷包装等行业 89
家 企 业 全 面 推 广 实 施“ 环 保 主 任 ”制 度 。

徐丹

守护蓝天白云 共享公园城市

大邑空气质量居全市第一

青羊区转移处置遗留危险废物
2.085吨危险废物得到安全处置

新都在企业推行“环保主任”制度
组织专家对企业进行“一对一”指导

为碧水蓝天保驾护航。 刘伟摄

县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2018~
2020 年）》。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
地基础信息调查 29 家，指导 4 家市
控土壤重点行业企业每年完成土壤
质量自行监测和风险隐患排查。

蒲江县编制四川省首个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初步核算了全县水
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质
量等自然资源资产存量、流量，以及
资源耗减、环境损害、生态破坏等产
生的资源环境负债情况，摸清全县
自然生态资源“家底”。编制四川
省 首 个 县 级 环 境 功 能 区 划 ，将 蒲
江 县 国 土 空 间 划 分 为 自 然 生 态 、
农 村 环 境 和 城 镇 环 境 3 个 一 级
区 、7 个 二 级 区 和 30 个 三 级 功 能
小 区 ，明 确 各 个 功 能 区 的 主 导 环
境功能、环境质量目标、管控措施和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实现了环境保
护分区精准化管控和分类精细化管
理。与名山区签订《环境保护领域
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印发《区域生
态环境联合检查方案》，成立跨区域
环境联合检查组，定期或不定期开
展联合检查。通过联动和整治，蒲
江县与名山区交界处两合水流域

（饮用水水源入境）的水环境质量得
到了明显改善。

推进产业升级与人居环境提升

实现生态价值转化和经济发展

蒲江县农业产业加速向转型升
级、绿色高端迈进，农产品初加工转
化率达 80%，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蒲江雀舌”“蒲江猕猴
桃”“蒲江丑柑”三大区域公共品牌
进入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前
50 强，品牌总价值达 380 亿元；西部
首个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落户蒲

江，被列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精
工机械、生态食品两大绿色产业占
总产值比重分别达 69%；电子商务
年交易额达 100 亿元以上，“蒲江铁
路物流港”纳入成都“四港六中心”
规划建设。

蒲江县坚持“绿色高端”工业取
向，加快中德（蒲江）中小企业合作
区建设。注重发展精工机械、生态
食品两大高端绿色产业，围绕博世
电动、明峰医疗等龙头企业，加快对

“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少”优质企业引进和
培育。强化工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成都中德职教创新功能
区 建 设 ，提 升 AHK 和 KUKA 承 载
能力，加快融入全市智能制造生态
圈 ，2019 年 单 位 GDP 能 耗 下 降
0.99%，不断提升蒲江绿色生态工业
发展能级。

此外，蒲江县还建成“美丽四
川·宜居乡村”达标村 110 个、示范
村 30 个。建成 4A 级景区 2 个、省级
风 景 名 胜 区 和 省 级 旅 游 度 假 区 2
个，旅游收入达 42 亿元以上。建成
绿道 20.8 公里，实施 5 个特色镇打
造和 15 个川西林盘保护。在全市
率 先 实 现 组 组 通 水 泥（沥 青）路 ，
农 村 自 来 水 、天 然 气 普 及 率 达
98%以上，饮用水卫生合格率达到
100% 、城 镇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率 达
90.2%、城 镇 新 建 绿 色 建 筑 比 率 达
64%、农 村 电 网 全 覆 盖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达 率 达 95% ，农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88 元，城乡
收 入 比缩小到 1.55:1。在全市率先
实施全域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幸福美
丽新村建设实施全覆盖，实现了良好
生态环境全民共建、全民共享，人民
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胡秀芳 李妮斯

2017 年，成都市蒲江县成为全国首批、
四川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为全
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蒲江模式”，作出了

“蒲江贡献”，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也守住了蒲江的绿水青山。

三年来，蒲江县委、县政府严格落实“西
控”战略部署，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生态为本
理念，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打造“美丽蒲江·绿色典范”，实现了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文明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

三年来，蒲江县森林覆盖率从 2017 年的
66.79%提高到 2019 年的 66.89%；空气质量优
良 率 从 2017 年 的 68.6%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83.6%；2019 年 PM2.5 平均浓度为 31.1 微克/立
方米，比 2017 年下降 25.9%。今年 1~10 月，
蒲江县 PM2.5 平均浓度为 26.2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22.0%，改善幅度居全市第二。地
表水水质总体良好，2019 年出境断面水质达
Ⅲ类。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土壤有机质
含量达到 2.0%，有机质含量年均提升 0.15 个
百分点。

蒲江县深入推进大气和土壤污染防治，
实施全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打赢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大气方面，全面推进淘汰落后产
能、燃煤锅炉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清洁
能源改造、秸秆禁烧、扬尘治理“四大工程”等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水方面，全面实施“河湖
长”制，制定“一河一策”。县、镇、村各级河长
巡河 14360 次，完成问题整改 1434 处。启动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PPP 项目，总投资 87035.19 万元，完成县城污
水处理厂二期（2 万吨/日）建设，对 4 座城镇
污水处理厂（站）进行提标改造，镇（街道）生
活污水处理厂全覆盖。土壤方面，编制《蒲江

2020 年 5 月国办印发的《关于
对 2019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
励的通报》中，成都市等 5 个城市因

“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重点区
域大气、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受到表彰。

与此同时，成都市经济发展“成
绩单”日前公布，前三季度成都市呈
现出工业经济稳步回升、服务业经
济稳步恢复、农业农村经济保持平
稳的良好势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12876.5亿元，同比增长 2.6%。

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
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决胜之年，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成都市
生态环境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生态环境部
重大部署，坚持劲头不松、力度不
减、标准不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公园城市
生态优势、治理效能和活力韧性进
一步彰显，成都市生态环境质量稳
中趋好，重大任务有序推进，各项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

上下同心、科学应对，
夺取疫情防控最大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成都市
生态环境系统迅速行动，明确提出

“六个三”防控工作新要求，持续保
持“两个紧盯”，从组织领导、日常监
管和协调联运三方面强化涉疫医疗
废物全程监管，24 小时专人驻守医
疗废物处置中心，同步加强医疗污
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切实筑牢疫
情防控“最后一道防线”，坚决斩断
病毒传播后路。

同时，制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实
施方案》，印发《优化环评服务工作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十条措施》，简化
疫情防控相关建设项目环评手续。

靠前服务、纾危解困，
助力企业主体复苏

深化“送政策、帮企业，送服务、
解难题”专项行动，实行环评审批正
面清单“三个一批”管理，截至目前，
全 市 共 审 批 1962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2468.44 亿元，环保投资 43.4 亿元，
服务公卫中心、医药生产、环保基础
设施等类型 36 个重点项目加快落

地，登记备案和告知承诺制项目环评
占 95%，在全国属领先行列。

统筹实施《成都市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承诺制正面清单》
和执法与服务并重“五项”措施，实行
监 督 执 法 正 面 清 单“ 三 个 优 化 ”管
理。建立常态化政企“一对一”对话
机制，开展“一对一”复工走访服务，
开通复工复产咨询服务热线，助力百
余家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动真碰硬、久久为功，
狠抓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

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重
要契机和抓手，构建并巩固“大环保”
格局。成都市建立“ 责 任 制 + 清 单
制 + 销 号 制 ”，实 行“ 一 本 账 、挂 牌
办 、回 头 看 、周 调 度 、月 通 报 、年 考
核 ”，建 立 督 察 问 题 整 改 销 号 备 案
管 理 办 法 ，以 及 提 示 、警 示 、督 办 、
通报、行政约谈制度，确保中央、省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问题
整改到位。

截至目前，全市涉及整改问题
13301 个，完成率 97.08%；其中，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和群众
信 访 举 报 问 题 整 改 完 成 率 分 别 为
78.1%、99.3%，“回头看”反馈意见和
群众信访举报问题整改完成率分别
为 83.7%、98.8%，国家、四川省移交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完成
率为 81.1%。

聚焦聚力、驰而不息，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今年 5 月国办印发《关于对 2019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成 效 明 显 地 方 予 以 督 查 激 励 的 通
报》，其中表彰成都市等 5 个城市“环
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重点区域大

气、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成都市系统总结经验，稳步迭代

优化，一方面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战略，在省级成果基础上细化“三
线一单”；另一方面严格落实“三个治
污”要求，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650”“626”“620”工程和低碳城市
建设“636”工程，对全市 4600 余家小
微企业开展 VOCs 治理义诊帮扶并
制定 8 个行业企业整改提升系列手
册，实施黄龙溪断面达标攻坚战，加
快固废管理信息化建设进程，推动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此外，全市积极开展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创建，青羊区、邛崃市
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中榜上有名。
至此，全市 20 个行政区划中已累计
有 7个区（市）县创建成功。

升级思维、敢为人先，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全面推进

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构建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深化成
都市生态环保“1234567”工作思路，
健全法律政策体系，起草《成都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并报 送 市 政 府 审
议 ，配 合 完 成《成 都 市 三 岔 湖 水 环
境 保 护 条 例》《老 鹰 水 库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条 例》立 法 相 关 工 作 ；健 全
企 业 责 任 体 系 ，印 发《成 都 市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制 度 改 革 实 施 方
案》；健 全 全 民 行 动 体 系 ，构 建“ 碳
惠 天府”机制，首创“公众碳减排积
分奖励、项目碳减排开发运营”的碳
普惠双路径。

建立健全与部属单位、先发城
市、高校企业、国际组织的 4 大合作
机制，目前已与中国环科院、政研中
心、卫星中心、对外合作中心、环境发
展中心、中国环境报社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对标京津冀、长三角、深圳开
展常态化交流学习，与国家电网四
川电科院协同探索“电力数据+污
染防治”治理路径，与成都大学联合
发起成立成都生态文明研究院，举
办第二届中国环博会成都展。巩固
拓展“一院一站一室”科研国家队平
台体系，成都大气复合污染研究和
防控院士（专家）工作站高效高质运
行，中环院成都创新研究院、国家环
境保护机动车污染控制与模拟重点
实验室（成都基地）正加速落地。

踏石留印、铸魂强能，
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铁军建设的意见》，成都
市不折不扣抓好市委第五巡察组反
馈问题整改，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传承发扬“忠诚、团结、担当、专
业、卓越、廉洁”成都环保精神。修
订《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通
过“三会一课”、集中学习、个人自学
等多种形式强化理论学习。部署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按照“一岗双责”要求
制定 84 项整改措施。出台《成都市
生态环境系统纪检工作规程》，理清
执 纪 监 督“ 关 系 图 ”，明 确“ 责 任
田”。树立鲜明“三群一出”选人用
人导向，印发《成都市生态环境局派
出机构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办法（试
行）》，稳 步 推 进 派 出 机 构 套 改 晋
升。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建成机关
文化墙，《成都生态环保人》党建杂
志正式创刊。

此外，成都首届生态环境监测
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成功举
办，来自 20 家社会检测机构、全市
各监测站的近 200 名专业技术人员
参赛，业务能力得到有效锤炼。

胡秀芳 李妮斯

成都保卫锦城蓝天成都保卫锦城蓝天、、蓉城碧水蓉城碧水、、天府净土天府净土
公园城市生态优势公园城市生态优势、、治理效能和活力韧性进一步彰显治理效能和活力韧性进一步彰显

鸟瞰都江堰。 邓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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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比例达76.4%

CO浓度

NO2浓度

PM10浓度

PM2.5浓度

⬇14.6%

⬇6.3%

⬇2.6%

⬇9.1%
108个地表水断面

优良水体比例为95.4%

同比上升6.6个百分点

■ 8个国、省考核断面优良水体比例为100%

■ 无劣Ⅴ类水质断面

■ 黄龙溪国考断面水质由2019年同期Ⅳ类改善为Ⅲ类

■ 7个“十四五”拟新增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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