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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图片新闻

为构建破损山体修复治理长效
机制，枣庄市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压实主体责任。

枣庄市要求，各区（市）、枣庄高
新区主要负责人要落实第一责任人
责任，重点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
亲自协调、重要事项亲自安排，层层
传导压力。将山体保护和修复治理
纳入对各区（市）、枣庄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综合绩效考核。

资金不足是制约山体修复的重
要瓶颈。为此，枣庄市在争取上级财
政资金支持的同时，努力拓宽资金渠
道，积极探索吸引社会资本的方式，
争取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贷款，研究
制定合法持证矿山就近搭配破损山
体修复治理任务方案，构建“政府主
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化运
作”的山体保护和修复治理新模式。

针对督察发现的典型案例，枣庄
市已启动问责追责程序，在进一步核
实取证的基础上，依法依规追究相关
责任主体的责任，坚决遏制新增破坏
山体非法采石的行为。

在加大修复治理力度的基础上，
枣庄市将持续加强督导考核，进一步
压实属地政府主体责任，确保尽快全
面完成山体保护和修复治理任务。
对山体保护和修复治理工作不力，实
施过程推诿扯皮以及不作为、乱作
为，未能按照规定时限完成治理工作
任务的，将由有关单位依据职能分工
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约谈，
限期整改；对工作进度严重滞后或造
成严重生态破坏等不良后果的，市
委、市政府进行通报批评和严肃约谈
问责；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需修复治理的山体中已完成治理需修复治理的山体中已完成治理2828处处，，正在实施修复正在实施修复3434处处

枣庄两百余座破损山体迎来枣庄两百余座破损山体迎来““生机生机””
◆本报记者周雁凌董若义 通讯员张晓波 唐磊

“前些年，这个采石场一直荒着，到处坑坑洼洼的没法看。这两年政府进行山
体修复治理，这里简直变了样。”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黄风口山下，村民韩大爷
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已经在山下生活了几十年的韩大爷，亲眼见证了黄风口山一带从破损荒凉到
绿水青山的转变。

过去，黄风口山体因石灰岩开采导致较大面积受损，基岩裸露无植被发育，地
形地貌景观及周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为修复山体环境，当地先后投入资金
5000余万元，采用深坑回填、危岩卸载、覆土绿化等方式进行治理。

然而，枣庄市近年来虽然在破损山体修复治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受到历
史遗留破损山体量大面广、修复治理资金需求量大、私挖盗采时有发生，以及修复
治理工作落实不到位等因素影响，部分山体治理滞后，生态面貌迟迟得不到改观。

今年4月，山东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枣庄市督察期间，指出其存
在“山体保护不力，生态恢复治理滞后”等问题。

为保护好山体，枣庄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多次研究部署，出台《关于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的实施意见》。其中，“开展山体保护和修复
治理专项行动”成为重中之重。

目前，枣庄市已全面启动山体保护和修复治理专项行动，建立市、区（市）两级
山体保护联席会议、山体保护联合执法制度，探索实施山长制，完成一级和二级保
护山体永久性界桩设立，通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高水平管理，
确保全市山体得到充分保护和有效修复治理。

“靠山吃山”破坏生态，199处破损山体亟待修复

枣庄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山石
资源丰富，山体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
的 1/3。长期以来，“靠山吃山”观念在
当地根深蒂固，一些地方和企业形成资
源依赖意识。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枣庄市部
分区域出现开山采石行为，到八十年代
末、九十年代初达到高峰。当时全市有
乡镇水泥企业 40 余家、小规模采石场
230 多家。长期的开采严重破坏了山体
资源和环境面貌。

自 2010 年起，枣庄市抓住被列为国
家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的机遇，
积极向国家和省里争取破损山体修复治
理资金 6.44 亿元，用于实施修复治理项
目 76 个，修复治理面积 2000 余公顷，改
善了部分山体生态环境。同时，大力整
治和规范山石资源开发，先后关闭 82 家

“小、散、乱”山石开采矿山。
2017 年，山东省人大通过《枣庄市

山体保护条例》。2018 年，枣庄市政府
公布《枣庄市山体保护名录》，确定 247
处保护山体。其 中 ，一 级 保 护 山 体 有
131 处，二级保护山体有 116 处。今年
初 ，枣 庄 市 委 、市 政 府 出 台《关 于 实 施

“ 山 水 林 田 大 会 战 ”的 意 见》，把 破 损
山 体 修 复 治 理 列 入“ 山 水 林 田 大 会
战 ”十 大 工 程 ，为 破 损 山 体 修 复 治 理
再添动能。

2020 年，枣庄市专门委托第三方开
展了一次山体破损情况调查，初步确定
全市破损山体仍有 303 处。其中，42 处
可自然恢复，261 处需采取相应工程措
施 进 行 修 复 治 理 。 截 至 目 前 ，261 处
需 修 复 治 理 的 山 体 中 已 完 成 治 理 28
处 ，正 在 实 施 修 复 34 处 ，尚 需 治 理 修
复 199 处。

党政一把手跟踪调度，全力恢复山体风貌

“要抓紧研究推进问题整改，建立长
效机制，压实各级责任，加大整治力度，
尽快恢复山体风貌。”

“要确保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让
督察组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对敷衍
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

针对省生态环境督察发现的问题，
枣庄市委书记陈平、市长张宏伟多次作
出批示、要求，跟踪调度、密集部署。市
委常委会议两次、市政府常务会议 4 次
听取、研究、部署问题整改，市政府分管
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一步安排相关
工作，加快整改进度。

枣庄市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分管副

市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区
（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负责
人为成员的山体保护和修复治理专项行
动工作专班，坚持互相配合、统筹推进。

在此基础上，枣庄市成立由市级领
导任组长的督导组，分赴各区（市）进行
调查督导，市政府督查室全程跟踪督办。

为加强专项整治，枣庄市出台《山体
保护和修复治理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
出通过强化规划引领、制定“一山一策”、
规范项目审批、严格设计方案审查与验
收、规范土石料处置、建立台账管理、强
化治理成效和严打非法开采行为等 8 个
方面的具体措施，因地制宜、分阶段推

压实责任长效管控，确保山体修复治理成效

地处枣庄市薛城区的黄龙山盛产青石，周边村民“靠山吃山”，
采石加工石子，高峰期有 40 多支队伍私挖滥采。这导致山体地形
破碎，水土流失严重。为修复山体，枣庄市开展系统治理。图为治
理后的黄龙山，再现绿意葱茏、山花烂漫的美景。 董若义摄

进，提速破损山体修复治理。
枣庄市要求，对每座破损山体都

要制定一个治理方案、压实一家项目
主体、明确一个督导小组，确保修复
治理方案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修复
治理过程中，属地区（市）人民政府和
高新区管委会要坚持全程随时调度、
随时检查、随时督办，确保修复成效。

按照计划，枣庄市将于今年 7 月
底前，完成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
的立行立改问题的整改，确保整体治
理取得明显成效；利用两年左右的时
间，完成“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破损
山体修复治理任务；到“十四五”末，
全面完成全市破损山体治理任务。

枣庄市还加快构建全方位山体
保护现代化监测网络，形成完善的山
体保护和修复治理体制机制，努力实

现全市山体保护和修复治理全覆盖。
目前，枣庄市对露天生产矿山、

地下矿山已全部安装视频监控。实
时视频数据接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监管平台。在全市破损山体、私挖
盗采的塘口以及山石运输途经道路
等 511 处位置安装高清视频监控设
备，实施 24小时监控。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综合执
法支队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一监
控系统使用后，盗采易发多发区域便
一览无余。系统发现盗采行为后可
自动向公安、自然资源部门提醒报
警，有效减轻执法巡查压力。系统运
行以来，已发现 200 多条疑似盗采线
索，均及时安排相关区（市）自然资源
局依法处置，做到“发现在初始，杜绝
在萌芽”。

本报通讯员罗妮娜 舒心 见习记者
王雯 记者晏利扬温岭报道 打开“海洋
收集宝”APP，点击“污染物申报”，输入
污染物种类数量、接收地点、时段等信
息 ，等 待 收 集 船 提 供 上 门 的 免 费 服 务
……在浙江省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礁山渔
港，一些渔船近日体验了一回能处理船
舶水污染物的高科技。高科技治污是温
岭市近日开始全面投入试运行的“海洋
云仓”中的重要一环。

借力数字化手段，船舶污
染物处理全程可视

温岭市三面临海，2020 年底在册渔
船 达 2288 艘 。 长 期 以 来 ，渔 船 含 油 污
水、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的回收
处置是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之一。
自今年 4 月底开始，温岭市尝试运用“海
洋云仓”模式，借力“物联网+区块链”技
术，实现船舶污染物收集处置一站式、全
流程数字化治理，覆盖温岭市中心渔港
石塘港区、箬山港区、松门礁山渔港、钓
浜渔港、龙门渔港、观岙渔港等 6 个渔港
港区。

走进松门礁山渔港，赫然可见两个
“聪明的大家伙”。它们是“海洋云仓”蓝
卫士 A 型与“海洋云仓”蓝卫士 C 型。从
渔船上收集的船舶水污染物在这里进行
分类储存和水油分离处理，再回收至各
个相应的污染物处理站。

“位于礁山渔港的‘海洋云仓’蓝卫
士 A 型是全国首台自带含油污水自动预
处理功能的电子云仓，每小时能处理两
吨含油污水。”技术承担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除了先进的设备，利用数字化手段保
障污染物处理的数据真实性与全程可视
化，也是这一模式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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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海洋云仓’模
式 ，是 通 过 智 能 物 联 网 硬 件 +

‘海洋云仓’+移动 APP 结合的
形式实现的。大数据系统对接
到‘渔船船港通平台’，系统会记
录每个环节的电子联单，从收集
到存储到出仓都有监控，实现海
洋水污染物的全流程、全时段信
息可视化，而且这些数据是不可
篡改的。”温岭市相关人员表示，
这些都为真正落实船舶污染物
有人收、有处去、方便管提供了
严密保障。

绿码渔船享优惠，
红码渔船受监管

据悉，这一模式全面投入运
行后，要求年收集渔船污染物不
低于 3600 艘次，年接收处置油
污水、生活污水、废矿物油等总
量不低于 1200 吨。而伴随试运

行步伐的加快，保障“海洋云仓”
深入运行的监管举措也相应出
炉。

下 一 步 ，温 岭 市 还 将 推 行
“三色码”管理机制。渔船正常
进行污染物收集的为绿码，进出
港达到两次且超过两个月未进
行收集的渔船变为黄码，进出港
达到 3 次且超过半年未进行收
集的渔船变为红码。对于红码
船舶，温岭市将出台严格的监管
制度，进行一系列重点监管。

“我们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
相关的政策。对于绿码的渔船，
会有贷款优惠和加油补贴等优
惠政策；而对于红码的渔船，将
会进行精准监管，甚至给予停航
的处罚。”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温
岭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最终
的目的就是改善生态环境，提升
近岸海域水质，让渔民获益。”

◆本报记者肖颖

陕西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张金
东介绍陕西省 2020 年-2021 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情况。纳入国
家汾渭平原考核的关中 8 市（区）综
合指数平均为 5.61，同比改善 4.6%；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平均为 12 天，
同比减少 3.1 天；PM2.5 平均浓度为 6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7%。8 市

（区）全 部 实 现 国 家 要 求 的 秋 冬 季
PM2.5平均浓度的控制目标。

应急响应期PM2.5日均
浓度下降11%

张金东介绍，在 2020 年-2021 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期间，陕西省
把大气污染防治摆在突出位置，全力推
进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开展全省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关中地区完成 76 台
工业炉窑废气深度治理；50 家涉挥发
性有机物重点企业完成高效污染防
治设施建设；34 家工业企业完成无组

织排放深度治理；开展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检测 7700 余辆；建成 16 个挥
发性有机物监测点。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响应重污染
天 气 减 排 要 求 。 将 9840 家 企 业 和
6558 家施工工地纳入应急减排清单；
坚持分类施策、差异化减排，避免“一
刀切”，对 35 个重点行业 3068 家企业
进行评级，将 785 个工程和 64 家企业
纳入保障类清单，细化落实应急减排
措施到具体生产线、生产环节、生产
设施，实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

“一厂一策”，做到精准治污减排。经
测算，在应急响应期间，陕西省 PM2.5

日均浓度下降 11%。

4招科学防治臭氧污染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 3
年来，陕西省臭氧作为首要污染物的
天数占比均超 35%。对此，陕西省提
出用 4项措施防治臭氧污染。

科学“抓”。科学制定全省“十四
五”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蓝天保
卫战年度工作方案，突出 PM2.5 和臭
氧协同控制、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

物协同治理减排。
精准“治”。全面排查区域内涉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储油库和排
放油烟的饮食企业，全面提升石化、
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
业治理设施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收集
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推
动将公交、出租、环卫、邮政快递、物流
配送等车辆替换成新能源汽车工作。

源头“防”。加密监测和分析，提
高预测准确性，及时通报气象条件和
臭氧污染变化趋势。建立“散乱污”
企业监管长效机制，坚决遏制“散乱
污”企业污染反弹。鼓励涉挥发性有机
物重点行业企业实施生产调控、错时生
产，引导油库和加油站夜间装、卸油。

依法“管”。聚焦臭氧污染防治
开展联合执法、交叉执法，创新执法
方式。对排放稳定达标、运行管理规
范、环境绩效水平高的企业，纳入监
督执法正面清单；对不能稳定达标排
放、无组织排放、旁路排污的企业，严
肃查处；对违法情节严重、屡查屡犯
的，形成典型案例公开曝光。要保障
企业依法经营、合法经营，防止“一刀
切”的做法。

关中8市（区）实现秋冬季PM2.5平均浓度控制目标

陕西用四招防治臭氧污染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大理
报道 云 南 省 大 理 白 族 自 治 州
（以下简称大理州）人民政府近
日印发《洱海保护管理范围分区
划定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进一步加强洱海保护管理工作，
有效防治洱海水污染，改善洱海
流域生态环境。

《方案》通过依法科学划定
洱海一、二、三级保护区，进一步
明确洱海流域保护和管理边界，
推动各项管控措施落实落地。

《方案》重点包含 4 个部分：
一是分区功能及管理要求，主要
对洱海一、二、三级保护区功能
及管控要求进行再次明确；二是
划定原则，明确划定过程中坚持

依法划定、科学划定、统筹兼顾
的原则；三是划定的技术标准和
方法，对坐标系统、地图投影及
分带、数据格式、测量精度、外延
方法等内容进行统一和明确；四
是具体范围划定，主要对洱海
一、二、三级保护区具体范围的
划定情况、部分区域的划定及界
桩布设等内容进行阐述。

洱海保护管理范围是以洱
海水体为主的整个洱海流域。
此 次 划 定 的 洱 海 流 域 面 积 为
2565.19 平方公里。其中，一级
保护区面积为 259.20 平方公里；
二级保护区面积为 106.85 平方
公 里 ；三 级 保 护 区 面 积 为
2199.14平方公里。

大理州划定洱海保护管理范围分区
进一步明确洱海流域保护和管理边界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加大城乡生态环境治理力度，
大力开展采石场等废弃矿山复垦和生态修复，通过台阶围堰绿
化、陡坡植生槽绿化等，提高植被覆盖率，美化乡村环境。图为
近日在路桥区螺洋街道樟岙村废弃采石场边坡锚固绿化生态修
复工地，工人正攀援在岩壁边，进行岩石锚杆加固和铺设勾花钢
丝网。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齐报道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获悉，为
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乌鲁木齐市
政府加大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等四大环节投
入。据悉，乌鲁木齐市 3929个居民小区将实现生活垃圾
分类设施全覆盖和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全覆盖。

天山区环卫清运队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巨天文
说：“我每天都要巡查几十个小区，看看垃圾分类指导
员具体指导是否到位，配备到小区内的智能垃圾房和
分类垃圾桶是否使用正常，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乌鲁木齐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乌鲁
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环境卫生管理科科长
张义斌介绍，2020 年以来，乌鲁木齐市政府加大垃圾
分类资金投入，先后投放 15 万个分类垃圾桶、1812 个
分类垃圾房、1700 余辆分类垃圾运输车。目前，乌鲁
木齐市 3929 个居住小区中，已有 3116 个小区完成分类
垃圾桶的摆放，覆盖率达到 79.3%。

据了解，目前乌鲁木齐市已建成投入使用 54 座一
级垃圾转运站，年内将改扩建 16 座厨余垃圾转运站，
新建 6 座其他垃圾转运站，同时，将新建 8 座大件垃圾
预处理站。

目前，乌鲁木齐市加大了垃圾分类各环节的投入
力度，全面推动垃圾分类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全链条提
升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 ，提
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同时，推动
生活垃圾安全化、清洁化、集约化、高效化处置利用。

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将全覆盖

乌鲁木齐年内新改扩建
22座垃圾转运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