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责编:李春华
电话: (010)67101255
传真: (010)67119475
E-mail:dfxcb@vip.sina.com 20212021..0303..1616星期二星期二

6363

连续两年签发市“1号令”攻坚水污染防治
环境美不美，关键要看水。2019 年、2020 年惠州连

续两年签发市“1 号令”，采取超常规统筹、超常规督导、
超常规问责等一系列措施，推动惠州治水工作向纵深挺
进。

早在 2019 年，惠州就把消除直排淡水河、沙河、潼湖
水质为劣 V 类的支流为主攻方向，以国考、省考断面水质
全面达标为终极目标，全面打响消除劣Ⅴ类水质河涌、重
点流域（海域）污染治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养殖污染治
理、入河入海排污口整治、工业污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

同时，编制实施系列污染防治攻坚方案，建立周研
判、月调度、季汇报、定期督导、专家问诊、预警等机制，制
订环保责任考核奖惩办法，专门成立 7 个污染防治攻坚
战下沉督导组，每月下沉县（区）一线督导工作。

防治污染，不仅要合力治，更要源头防。惠州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治水攻坚战工作，始终坚持“系统、科学、
精准”的治水原则。2018 年全面打响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以来，打出一套组合拳全面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
一张治水蓝图，全面强化统筹。实现了全市污水管

网“一系统、一张网”管理格局，编制实施淡水河流域水环
境综合整治达标方案、潼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与水质
改善方案、沙河和公庄河流域水质达标方案等，推动改善
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恢复水生态环境。

两级市县（区）联动，推动责任落实。通过实施市领
导包镇督导、部门联合作战、全流域统筹推进等举措，破
除以往“县（区）各自为政、职能部门单打独斗”的污染防
治攻坚局面，推动水污染防治责任层层压实。

三级督导问责，创新体制机制。惠州市政府分管领
导集中约谈了 7 个县（区）党政“一把手”，多次主持召开
水质达标专题会议，强调明确纪律、要求。实施更严格的
督导问责机制，成立 7 个下沉督导组，每月下沉驻点督导
不少于 10天。

四项硬核举措，提升管理水平。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持续深化“放管服”环评审批制度改革，实施
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强化排污许可管理，2018 年至今，已
核发排污许可证 2811 家；加强监测监控，全市 222 家重点
排污单位已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监控数据直
接传输至国家环保监控中心。

五大工程并举，补齐治污短板。着眼于完善污水管
网体系、增强污水处理能力、加快实现雨污分流、全面消
除黑臭水体，系统推进“五大工程”建设。深入开展全市
七大水系 57 条主要支流河涌污染整治及全市 27 条黑臭

惠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显著

碧水围城绿葱茏
蓝天白云入画来

漫步在惠阳体育文化公园淡水河段，一幅美丽的生态
画卷徐徐展开：天蓝水清，空气清新，绿树环绕。2020年，
淡水河国考紫溪断面全年自动监测站均值优于地表水Ⅲ类
标准，近20年来首次实现全年稳定达标，昔日又脏又臭的
淡水河，如今成为造福沿河百姓的民心工程。

淡水河的蝶变，源于2018年以来，广东省惠州市举全
市之力、集全市之智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在走向全面小
康社会的征途上，惠州把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作
为一项重点工作，努力让绿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幸
福底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3年来，惠州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
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2020年惠州生态环境领域喜报频传：惠州
15个国、省考断面全面达标，水环境质量改善幅度全国排
名第七；惠州空气质量保持稳定优良，近年来排名全国168
个重点城市前列，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从2017年起，连续
4年位居珠三角第一。

践行“两山”理论，凝聚绿色高质量发展“惠州力量”

坚持将污染防治攻坚摆在发展突出位置
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整洁的居住环境，实实在

在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如今，越来越多的地区在发展
中交出了漂亮的绿色成绩单。成绩的背后，是惠州多年
持续不懈的努力。

近年来，惠州坚持将污染防治攻坚摆在发展的突出
位置，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全过
程。

特别是 2018 年至今，惠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
头担负起污染防治攻坚的政治责任，挑最重的担子、啃最
硬的骨头，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亲自研究部署污染防治攻坚
战，主动担任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总指挥部总指挥长和第一副
总指挥长、市河长办总河长和副总河长，牵头督导东江和
西枝江两条最主要河流的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签发了总
指挥部 1 号令，号召全市全力以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分管市领导靠前指挥，全力推动解决硬骨头问题。

防治污染，贵在合力治。惠州市人大积极监督各级
政府、部门做好治水工作；惠州市政协多次组织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调研工作，加强民主监督，积极献言献策。全市

各级河长认真履职，特别是市领导带头巡河，2020 年以
来，全市五级河（湖）长共巡河（湖）超 7万次。

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压实生态环保责任
一项项刚性考核，压实生态环保责任：实施《惠州市

对县（区）实行环保责任考核奖惩办法》，推进落实“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推行“能者奖、庸者罚”，进一步健全了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机制。

“一线工作法”解决污染防治攻坚难题。2020 年，污
染防治攻坚战总指挥部成立了近 60人的加强版下沉督导
组，对 7个县（区）的水、大气、土壤、固废污染防治攻坚和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等工作进行全面帮扶和督导，形成“立
即转办—立即整改—立即反馈”的问题整改落实机制；惠
州市纪委监委全程参与督导，有效压实属地环保责任。

一系列法治保障，为污染防治攻坚护航。出台《惠州
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惠州市直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清单》，加快修订《惠州市公众举报环境违法行
为奖励办法》，建立健全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查处移送机
制，为守护生态环境底线、推进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强有力
的法律保障。

突出“铁腕治污”，培育污染防治攻坚“惠州示范”

3年投200亿元开展污染防治攻坚
“十三五”期间，惠州大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正确处

理好资源、环境、人口的关系，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的
关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严格环境准入门槛，强化绿水
青山养护，加大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力度，实施一批
生态资源资产培育工程，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污
染防治攻坚。

做细生态环 保 工 作 模 式 的“ 加 法 ”，提 升 管 理 水
平 。 坚 持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将 生 态 建 设 与 经 济 发 展 同
部 署 、同 推 进 、同 落 实 ，划 定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推 进 国
土 空 间 、城 市 建 设 、环 境 保 护 、产 业 发 展 等 规 划 实 现

“ 多 规 合 一 ”，进 一 步 优 化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 同
时 ，积 极 申 请 中 央 、省 级 环 保 专 项 资 金 ，实 行 财 政 向
生 态 环 境 领 域 倾 斜 ，全 市 3 年 各 级 财 政 在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方 面 共 投 入 约 200 亿 元 ；未 来 3 年 还 将 投 入
120 亿 元 用 于 市 建 成 区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确 保 各
个 重 点 领 域 污 染 治 理 工 作 顺利推进。

做实薄弱环节攻坚的“减法”。深入推进河涌整治，
累计完成 2242 个入河排污口和 40 个入海排污口的整治，
全市七大江河 108 条主要一级支流水质持续好转，较
2018 年消除劣Ⅴ类支流 33 条、新增优良支流 23 条；城市
建成区 27 条黑臭水体达到“长治久清”；实施精准控源治
气，以 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为重点，落实“减煤、治源、控
尘、控车、控烟”举措，强化污染天气应对，全力提升环境
空气质量。

近3年新建改建截污管网2208公里
做优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法”。深化生活污水治理，

近 3 年新建续建城镇污水处理厂 23 座，新增污水处理能
力 73.53 万吨/日，新建、改建截污管网 2208 公里，提标改
造污水处理设施 39 个。近 3 年来建成 4 座生活垃圾无害
化焚烧处理设施，建成东江威立雅二期焚烧项目、塔牌水
泥钢铁行业富铁废渣替代技改项目、光大水泥窑协同处
置项目等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项目，不断提升固体废物处
置能力。2020 年，全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危
险废物安全处置率和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均达 100%。

做好铁锈疤痕地带的“除法”。淘汰 35 蒸吨以下燃
煤锅炉 16 台，超低排放改造燃煤锅炉 6 台，锅炉改气 215
台；整治省、市控 VOCs企业 321家；超低排放改造重点工
业企业 50 家；公交车电动化率实现 100%；各县（区）均划
定了禁止露天烧烤区域，建立了露天焚烧巡查制度。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污染防治既是攻
坚战，又是持久战。在“十四五”新征程上，惠州将继续深
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再接再厉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奋力谱写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黄晓娜

演绎“加减乘除”，打造污染防治攻坚“惠州样板”

水体治理，2019 年，27 条黑臭水体均通过初见成效评估；
2020 年 8 月，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
组织了对惠州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进行省级专项排查，认
定 27 个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黑臭。完成“十三五”期间
213 个建制村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完成农村黑臭
水体排查，科学做好全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划定，农村
污水处理和雨污分流率明显提高，农村生态产品不断丰
富，群众生态环境幸福感显著提升。

通过地方立法加大扬尘污染防治力度
抬头仰望是清新的蓝，环顾四周是怡人的绿，这是惠

州给人的直观印象，更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于幸福最
真切的体会。在护航惠州“气质”的路上，惠州统筹调度，
严格落实责任，坚持全市一盘棋，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作为惠州的省控 VOCs重点企业之一，恒昌涂料（惠
阳）有限公司投入 2114 万元推进 VOCs综合治理，通过治
理每年可削减 VOCs 超过 150 吨。这是惠州开展 VOCs
重点企业“一企一策”治理，有效削减 VOCs 排放量的真
实案例。

放眼全市，煤改气、生物质改气工作也已全面铺开。
钢铁、水泥、石化等重点行业废气全面实施特别排放限
值，全面完成 VOCs 企业整治、生物质锅炉整治、重点工
业企业提标升级等工作，完成 197 家省市控企业 VOCs

“一企一策”整治，321 家 VOCs重点监管企业销号式综合
整治，3个工业园区涉 VOCs企业排查和整治。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在市区，极少见到风一吹便尘土
飞扬的景象。这得益于惠州推行的扬尘治理标准化管
理，出台了《惠州市建筑工地扬尘噪声在线监测系统平台
管理和设备安装接入规范（试行）》，要求建筑工地安装扬

尘噪声在线监测系统，落实施工工地“7 个 100%”扬尘污
染防治措施。同时，通过地方立法加大扬尘污染防治力
度，《惠州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已于今年 1 月 1 日开始施
行。

除了标准化管理，惠州已建成市级扬尘在线监控平
台，累计对市区 496 个工地实施动态监管，全方位、全时
段对在建工地内的冲洗台、施工区域和渣土车装载、密
闭、冲洗情况进行监控。逐步推广泥头车密闭化运输，目
前已有 2220 辆新型全密闭智能环保渣土车投入使用。

全市100%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
土壤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它影响着我们“米

袋子”“菜篮子”“水缸子”的安全，关系到人民健康与民生
大计。

惠州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重点区
域、行业和污染物，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有效防范
风险，土壤防治取得积极成效。调查重点行业企业 1042
家，完成全市调查成果集成，建立污染地块清单、优先管
控名录和数据库；对全市 6 个工业园开展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为治土奠定基础。

同时，推进农用地分类管理，全市 100%完成耕地土
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建立全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管
联动机制，加强建设用地在规划许可、土地供应、治理修
复等环节监管，开展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地块 46
个；加强土壤污染重点单位的环境监管，推动 33 家重点
监管企业完成隐患排查及自行监测工作。全面实现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双 90%目标，
推进了惠州市污染源企业空间分布一张图工作，逐步提
升土壤信息化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