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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武汉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09 天，比 2015 年增加117 天。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2 天，比 2015 年减少 17 天；颗粒物浓度大幅下降，其中 PM10 和

PM2.5平均浓度分别比 2015 年下降44.2%和47.1%。

2020 年 1 月~11 月，武汉市市江河湖泊水质稳步提升，全市 11 条主要河流的 30

个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90%。

水质优良断面数量24 个，比 2015 年增加5 个，劣 V 类断面为零，比 2015 年减少

2 个；166 个湖泊中，水质优良湖泊24 个，比 2015 年增加17 个，劣 V 类湖泊 6 个，比

2015 年减少31 个；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为优良,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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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生态环境保护谱新篇

同心同创生态文明 共建共享美丽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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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废
物转运至武汉市医废应急处置中
心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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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篇

“十三五”期间，湖北省武汉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各
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可如期完成。这五年是
迄今为止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
年，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武汉市出台《武汉市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实施细则》《武汉市市区生态环境保护同责暂行
规定》等制度文件，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成立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指
挥部等议事协调机构，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

武汉市颁布实施《武汉市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 动 机 械 排 气 污 染 防 治 条 例》《武 汉 市 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办法》《武汉市
禁 止 生 产 销 售 使 用 含 磷 洗 涤 用 品 规 定》等 地
方性法规，公布施行《武汉市扬尘污染防治管

理 办 法》《武 汉 市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管 理 办 法》等
行政规章。

创新建立长江汉江武汉段跨区断面水质考
核奖惩机制，武汉市深化河湖长制实施“三长联
动”，建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等多项制度，为
加快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武汉经验。

目前，武汉市基本完成生态环境部门“三位
一体”（生态环境机构改革、监测监察垂直改革、
综合执法改革）机构改革，为打造生态环境保护
铁军提供坚强的体制保障。

生态环境保护治污水平显著提升

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武汉市将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范围扩大近 5 倍，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
机械禁用区；提前实现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
造全覆盖，综合整治燃煤锅炉 516台，实施重点行
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 155 个；狠抓工地道路
扬尘污染防治，对不文明施工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武汉市建立了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公安交管
部门处罚的机动车上路联合执法机制，2020 年
以来路检柴油车 1.2 万辆、编码登记非道路移动
机械 1.65万台。

为了打好碧水保卫战，武汉市建立全市河湖

排口清单并开展溯源整治，以“三湖三河”为突破
口开展河湖流域水环境“三清”行动，加快实施污
水收集管网混错接改造、雨污分流改造，大东湖
核心区污水传输系统工程主隧全线贯通，北湖污
水处理厂实现通水试运行，全市城镇生活污水处
理规模提升至 400.5万吨/日。

武汉市还开展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土壤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建立疑似污染地块档
案，督促实施重点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加强
固体废物、化学品与重金属污染防治，大幅提升
医疗废物收集处置能力。

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取得重大进展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武汉

市高标准规划建设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加快打造
世界滨水生态名城。打响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
性战役，落实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十大战略性举
措，实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专项行动，推动沿
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加快建设国家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示范区。

通过优化调整长江汉江核心区港口码头岸
线资源，深化长江汉江干线港口码头整治，武汉
市实现长江汉江核心区 103 个码头“一无一化一
提升”（无货运、船厂码头，公务、旅游码头集约化
运营，城市滨江生态景观明显提升），清理腾退岸
线总长 47公里，累计复绿近 800万平方米。

实施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禁捕”，分类处置
退捕鱼船 620 艘，着力养护长江水域生态资源环
境。启动长江绿道示范段等绿化工程，超额完成
长江两岸造林绿化阶段性目标任务。深入推进

长江武汉段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跟踪研究，长
江武汉段水质多数时段优于国家要求。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守基本生态控
制线，武汉市分三批次优化调整 166 个湖泊“三
线一路”规划。扎实开展生态示范创建，累计
创建 1 个省级生态区、14 个省级生态乡镇、150
个省级生态村。大力实施“四个三重大生态工
程”，深入推进“厕所革命”，持续提高城乡污水
治理、垃圾处理能力，提前两年完成精准灭荒
目标任务。

武汉市大力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际湿
地城市，实施精致园林三年行动，成功举办第十
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建成世界级东湖
绿道和全球最大城市江滩公园。全力推进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持续削减化肥农药施用量，规范
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完成水产养殖“三区”划定
和湖泊渔业“三网”设施拆除。

科学精准开展生态环境监督管理
2020 年以来，武汉市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精

心组织，攻坚克难，平湖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码头搬迁、劣Ⅴ类湖泊水质改善、北湖污水处理
厂建设等重难点督察整改任务取得了显著进展
和成效，一大批影响环境的历史遗留难题、老百
姓关心的身边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国家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涉汉问题完成整改销
号 3个。

武汉市集中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专项行动，
累计整治环境安全隐患 68 处；开展“清废行动”，
累计核查 130 处疑似问题点位，将 39 个问题全部
整改到位；持续开展“绿盾”专项行动，累计拆除
湿地自然保护区内违章建筑 4.7万平方米。

坚持优化营商环境，武汉市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等行政许可事项
办理时限压缩至全国同类城市最优，实施环评审
批正面清单，做到直接豁免一批“免打扰”、告知
承诺一批“少跑腿”、优化服务一批“零接触”；建

立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对 395 家企业免除现场执
法检查。

同时，武汉市坚持规范管理，大力推进主要
污染物总量减排，全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
需氧量、氨氮排放量比 2015 年分别削减 2.0 万
吨、2.4 万吨、1.9 万吨、0.23 万吨；加快构建以排
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完
成 1.8 万余家排污单位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发证
登记工作，累计核发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排污许
可证 1400 余家，基本实现排污许可全覆盖；严格
落实排污权交易制度，250 余家（次）企业成交金
额累计超过 3100 万元。

坚持严管重罚，武汉市累计立案查处环境违
法行为 2736 个，实施行政处罚案件 2187 件，罚款
金额近 2 亿元，分别比“十二五”时期增加 17.6%、
32.1%、220.2%；实 施 按 日 计 罚 13 件、查 封 扣 押
234 件、限产停产 13 件，移送行政拘留 26 起，移
送司法部门 9起。

突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目前，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正在按照国家的

要求、全市的总体规划，紧锣密鼓地编制“十四
五”期间的生态环境规划，总体目标是：坚持生
态文明思想，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 转 型 ，努 力 建 设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美 丽
武汉。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武汉市严格
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强化国
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以建设国家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示范区为抓手，加快建设百里沿江生
态文化长廊，打造全国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

打好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健全城
镇、乡镇、农村三级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武汉
市力争早日实现污水零直排。聚焦细颗粒物和
臭氧污染协同控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限制
高排放重型柴油货车使用，鼓励淘汰老旧机动
车。加快构建大城市固体废物处置体系，推进污
染地块治理与修复。

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深入实施碳
排放达峰行动，武汉市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

运输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实施重点行业重要领域绿
色化改造，提高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进一步减少
燃煤消费总量。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开展绿
色生活创建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武汉市大力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国际湿地城市，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等生态补偿机制，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
线监管制度，推进长江两岸造林绿化，落实长江
汉江武汉段“十年禁捕”决策，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

加快建设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武汉市科学
界定有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完善生
态环境保护地方法规规章体系，深化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改革。健全以环评制度为主体的源
头预防体系、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
监管制度体系，提升生态环境领域风险防范和应
急处置能力。

撰文/摄影：闫成义 鄢祖海 张珂 李芳 胡喜
珍 杨海垚于海涛 余洋

科学精准开展生态环境监
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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