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先进位，奋力赛出环境
质量好成绩

精准治污保蓝天。2020 年，全
市国控站点 PM2.5 年均浓度为 38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3.9%；优 良
天数比率 81.4%，同比上升 11.8 个
百分点，两项指标超过江苏省下达
的约束性目标。

全市实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
程 348 项，4 个园区、110 家企业制定
VOCs“一园一策”“一企一策”治理
方案，建设柴油车 OBD 在线监控平
台，新建港口岸电系统 5 套；积极推
进《镇江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地方
立法，城市建成区道路机扫率达到
90%，市区降尘量控制在 4 吨/月/平
方公里以下；公布实施《全市建筑、
市政工地和散货码头重污染天气应
急管控停限产豁免管理办法》和《臭
氧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停限产豁免名
单》，树立干好干坏不一样的鲜明导
向。

系统治理增碧水。2020 年，全
市地表水国考断面、省考断面、主要
入江支流断面、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 的 水 质 达 标 率 、优 Ⅲ 比 例 均 为
100%，国、省考断面优Ⅲ比例分别
同比上升 12.5 和 5.3 个百分点，省考
以上断面水质优Ⅲ比例与南京并列
全省第一，超过江苏省下达的工作
目标。

镇江市制定实施“百日攻坚”行
动方案和碧水保卫战十项工作举
措，建立国考断面水质日通报群，日
分析、周通报、月会商，专项督查推
进句容河生态缓冲带建设和吕城断
面水质达标整治。推动 10 家省级
及以上工业园区加强污水处理设施
专项整治。指导光大海绵城市发展

（镇 江）有 限 公 司 开 展 沿 金 山 湖
CSO 溢流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并列
入省级生态安全缓冲区示范项目。

一着不让抓整改。2020 年，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镇
江市的 16 个问题和长江经济带“4+
7 + 7”突 出 环 境 问 题 全 部 见 底 清
零。全市清理整治长江干流岸线违
法违规项目 142 个，长江干流及洲
岛岸线开发利用率控制在 16.35%，
长江镇江段干流水质保持Ⅱ类，主
要入江支流水质全部达到Ⅲ类以
上。蓝天白云映照下，江面上频现
江豚身影。

改革创新改革创新，，着力释放绿色着力释放绿色
发展新动能发展新动能

绿色金融走在全省前列绿色金融走在全省前列。。镇江镇江
市搭建了“绿色助企行、贷动双胜
利”对接会等平台，制定实施绿色金
融“五条举措”，为江苏天奈、丹徒建

投等企业争取绿色上市奖补和绿色
债券贴息，为 100 多家企业争取环
责险补贴。2020 年 8 月 28 日，江苏
省第四届“金环”对话会在镇江市成
功举办，在省内取得良好反响。

多措并举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为帮助企业算好“环保账”，镇江市
召开“提高环境治理效能，助力经济
高质量发展”专题座谈会，邀请企业
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解读环境法
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全面推进“绿
岛”工程建设，降低企业治污成本，
12 个治污设施集中共享的“绿岛”
项目列入省首批试点，推动绿色金
融和绿岛试点“两绿融合”，6 个“绿
岛”项目获江苏银行环保贷意向授
信 1.35亿元。

强化监管营造公平守法环境。
坚持依法依规监管，镇江市开展了
环境违法违规大案要案查处专项行
动，2020 年，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共
下达处罚决定书 336 件；罚款金额
2132.619 万元。开展“普法送服务”
主题周活动，走访企业 270 余家，召
开座谈会、培训会 26 场，1000 余人
参加，发放“致 VOCs 排放企业的一
封信”1200 份。

擦亮品牌，全力打造生态
文明新格局

强 化 顶 层 设 计 。 镇 江 市 坚 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出台
《镇江市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改
革实施意见》和《2020 年镇江市生
态文明（低碳城市）建设九大行动任
务》，开展《镇江市“十四五”生态文
明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健全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绿色产业发展制度，
完善污染修复治理制度、资源总量
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监管和风险防
范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六
大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高质
量发展全过程。

打造“镇江经验”。镇江市把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改革与实施产
业强市战略、精美镇江建设相融合，
实施生态文明暨低碳城市建设 80
项年度行动任务，聚焦更优美的环
境，做好青山绿水、低碳生活的文
章，推进主城区“一山一景”改造，让
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

推 动 全 民 参 与 。 在 市 主 要 媒
体 开 设“ 坚 决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专 栏 专 题 ，通 过 门 户 网 站 、微
信 公 众 号 等 平 台 ，向 社 会 公 布 了
2020 年 首 批 10 起 典 型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在 市 电 视 台 等 媒 体 播 出 28
期 曝 光 和 回 访 突 出 环 境 问 题 节
目 。 推 动 环 境 公 益 组 织 开 展“ 绿
芽”网络环保志愿讲师队建设，出
台《镇 江 市 保 护 和 奖 励 生 态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举 报 人 的 若 干 规 定（试
行）》，鼓励公众监督。

以改革激活力，以创新促发展，扎实
推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

加强改革集成。制定出台镇江市
深 化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综 合 改 革 实 施 意
见 和 生 态 文 明（低 碳 城 市）建 设 2020
年 九 大 行 动 任 务 ，建 立 国 土 空 间 开 发
保 护 、绿 色 产 业 发 展 、污 染 修 复 治 理 、
资 源 总 量 管 理 、生 态 环 境 监 管 和 风 险
防 范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责 任 六 大 机 制 ，

项 目 化 、系 统 性 提 升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水
平。

突出标准规范。制定镇江市长江岸
线资源保护条例，细化长江岸线资源使
用、退出机制。在全国较早制定市级绿
色工厂认定规范和指标体系，进一步明
晰全市绿色制造骨架，纵向推进绿色产
品的设计、生产加工以及供应链建设，全
市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 18 家、市级

绿色工厂 62家。
健全监管服务。制定实施绿色金融

“五条举措”，构建“一日达”服务、额度扩
容、延期付息等服务机制，搭建“绿色助
企行、贷动双胜利”对接会等服务平台，
打造“服务型”环责险品牌。深入推进生
态环境综合执法改革，成立市生态环境
调度中心，完成各类环境线索和资源数
据集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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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制定实施改革方案，践行实施80项重点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越走越实
近年来，镇江市秉持“扬长、补短、务

实、创新”原则，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综合改革，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镇江
模式”，努力打造“创新创业福地、山水花
园名城”。

机构改革后，根据镇江市委、市政府

部署，镇江市生态文明（低碳城市）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发改部门 划 转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主 要 领 导 任
办 公 室 主 任 。 2020 年 ，江 苏 省 委 深 改
委 将“ 推 动 镇 江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作 为
年 度 改 革 任 务 ，镇 江 市 委 主 要 领 导 任

挂 钩 领 导 ，镇 江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认 真 履
行 生 态 办 职 责 ，认 真 谋 划 五 年 规 划 ，
制 定 实 施 改 革 方 案 ，践 行 实 施 年 度 80
项重点任务，团结各地、各部门，全力推
动生态文明综合改革和建设工作走实走
深，为高质量发展释放绿色动能。

充分挖掘山水资源和交通优势，优
化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布局，聚力打造
沿东西向三条发展带。

“南线”突出绿色生态发展。以省道
S122、规划宁扬宁马城际为轴线，主动融
入宁杭生态经济带建设，重点布局高效
农业、休闲观光、生态旅游、健康养老等

产业，打造面向城市群服务的“菜篮子”
“后花园”“休闲地”。

“中线”突出产业创新发展。依托宁
镇山地北侧沿 G312 区域、南侧沿 G42 区
域，搭建 G312 产业创新走廊，“西端”全
面对接南京紫东地区，“东端”深度融合
镇江主城，切实增强市域整体发展的拉

动力和支撑力。
“北线”突出沿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转型发展。全面落实长江经济带负面清
单，建立多层次湿地保护系统，打造水清
岸绿景美的“滨江绿廊”的同时，统筹推
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充分展现“江河交
汇”的独特魅力。

召开镇江市建设美丽镇江推进大
会，高标准部署推进“美丽镇江”建设。

聚力主城“山景”改造。依托城市山
林特质，推动山、水、城和谐相融，对主城
区 26 座山体进行“一山一景”改造，构建

“10 分钟公园绿地服务圈”。全市累计
新增各类城市绿地 544.93 公顷，公园绿
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 84%，2020 年新增
成片造林 1 万亩，自然湿地保护率和林

木覆盖率分别达到 60%和 25.4%。
建设“低碳”景区。制定低碳景区评

价办法，根据低碳管理、低碳环境、低碳
技术、低碳设施和低碳文化等 5 类指标
分设 3 个等级。 从提升低碳旅游基础
环境、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倡导绿色餐饮
等方面入手，成功打造茅山低碳景区等
一批试点。

探索生态“经济”路径。整合全市农

业农村服务平台系统，打造“亚夫”直通
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展销服务等三大平
台。加大产学研合作，推动村办合作社
与省内外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合作关系，
共建综合试验示范基地。支持农业龙头
企业建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28
个典型村“一村一所”实现全覆盖。实施
品牌战略，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优质农产品基地占比达 60%以上。

加强政府引导，撬动社会各方资本
投入绿色发展，绘就“最大同心圆”。

高标准建设海绵城市。采用 BOT
运作模式，由市政府联合企业成立合资
公司，以“海绵+治黑+治涝+环境提升”
为目标，推动道路、新老小区 LID 整治，
荣获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优秀城
市，实现试点区域易淹易涝片区和黑臭
水体全部消除，夏季热岛效应强度下降

0.9℃。
提升生活垃圾处置能力。建成镇

江、丹阳、句容 3 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成为苏南五市首个实现生活垃圾全
量焚烧的城市。与长江三峡集团签署

《共抓长江大保护合作框架协议》，采取
“资本+专业化技术平台”模式，采用国
内首创工艺，推动实施污泥和餐厨废弃
物 协 同 处 理 工 程 ，资 源 利 用 率 达 到

100%，这一做法在湖北荆门、江西九江
等地被成功复制。

市场化建设城市污水处理项目。与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推进股权合作，以城
镇污水治理为切入点，以项目合作形式，
融资 8 亿元推动建成区污水处理提质增
效项目。深化地方水务平台市场化改
革，理顺污水处理价格机制，形成可推广
的城镇污水治理新模式。

系统布局，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城乡统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多元运作，补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

长效保护，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共进

——江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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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江苏省镇江市生态环境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市委七届

十一次全会、全市污染防治攻坚行动部署会议精神，按照“三高一争”的

总要求，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深化生态文明综合改革，

牢牢守护绿水青山底色，为打造“创新创业福地、山水花园名城”提供有

力的生态环境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