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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阳 县 聚 焦 重 点 、突 破 难
点，把思想行动集中统一到“生
态射阳”建设的决策部署和发展
要求上来，既为环境减负，又为生
态增值，开创性地探索并趟出了
一条发展与保护相向并行之路。

县委、县政府反复强调：“射
阳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环境资
源，但如果不好好保护，再优质
的资源也会很快枯竭。对于不
利于环境发展的项目绝不手软，
宁可拒之门外，也绝不以牺牲环
境资源为代价。”说到做到，射阳
县 先 后 关 闭 了 30 多 家 化 工 企
业，城区污染企业“退城进区”工
作画上了句号，射阳成为名副其
实的“无化县”。

射阳县紧抓“十三五”收官
与“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刻，利
用自然资源优势，全力打造沿海
清洁风电绿色能源产业。射阳
港经济开发区书记张者淼表示：

“开发区坚持把新能源产业作为
沿海区域的主导产业来抓，大力
推进海上风电新城建设，现形成
了风电场、风机整装、管桩等全
产 业 链 条 ，产 业 规 模 达 上 百 亿
级。”远景能源、中车时代新材等
一批风电产业的旗舰型企业、产
业链关键环节、上下游配套项目
相继落户开发区，海上全链式风

电 绿 色 能 源 产 业 进 入 全 盛 发
展期。

全县绿色高端工业经济迅
猛发展，新能源、电子信息、高端
纺织、卫生健康四个主导产业加
快集聚，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深
度融合；新兴产业年产值增幅保
持在 30%以上，已经形成绿色高
端、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成为
加快拉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引挚。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保
持全市前三，连续五年荣获全市
综合考核第一等次，蝉联六年先
进，连续五年入选全国县域经济

“百强县”，并被中国社科院评为
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县”。

在省级现代生态农业科技
园、市 5A 级生态园区的现代农
业 产 业 园 里 ，种 植 户 们 十 分 自
豪：“我们的蔬菜都是有绿色认
证的，能无障碍直供上海等城市
的各大超市蔬菜专柜。”“念绿字
经、走品牌路”催生了势头强劲
的生态农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建设犹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

“ 生 态 农 业 、休 闲 农 业 、观 光 农
业”齐头并进，水稻、大蒜、梨果、
中药材、蔬菜等一个又一个标志
性产品层出不穷，成为名不虚传
的全国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县。

望见绿水、留住乡愁，生态

旅游风生水起。射阳县精心擘
画既有区域文化内涵、又有射阳
生态特色的旅游精品项目，开发
生态旅游新模式。匠心打造全
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省四星级和
二星级乡村旅游点、休闲生态农
庄项目，以及“精品湿地风光旅
游线路”项目；串联五龙口休闲
旅游区、特庸桑乐森林小镇、千
秋阳河湾生态旅游区、海河“四
季果香”现代农业休闲园等重点
乡村生态旅游景区。日月岛生
态旅游区入选“国家优选”旅游
项 目 ，金 海 生 态 林 场 获 批 省 级

“生态森林公园”。2021 年，全县
共接待游客 72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6.5 亿元，生态旅游经
济高开高走。

绿色是大美射阳最厚重的
底色，生态是鹤乡射阳最具潜力
的优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在保护中“升级”，是实
干睿智的射阳人始终不渝的决
心和信念。

今日射阳，已经跨入“江苏
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行列，
未来将紧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创建目标，昂首阔步在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
发展大道上，书写新的华章。

魏列伟单菊

共识 共建 共赢

鹤乡射阳匠心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鹤乡射阳匠心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升级版升级版””

共识，以绿色绘就生态城乡大美篇章

“仙鹤不落无宝地，水绿天蓝
清气长。神话牵手童话讲，芦花
共着菊花香。咸淡融做鸳鸯水，
仙境宛在水中央……”去年，一曲
淮歌《爱不够的地方是射阳》曾惊
艳亮相央视，悠扬的曲调，隽永的
歌词，将鹤乡射阳纵深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
现实模样，深深镌刻观众心中。

“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
工作的突出位置，凝聚生态共识，
从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以绿色
底纹绘就生态篇章。以绿色低碳
循环为导向，壮大绿色经济，倡导
绿色生活，建设绿色家园，不断探
索和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价值转化路径，让生态成为
射阳高质量发展的最炫色彩。”射
阳县委书记吴冈玉的话语斩钉截
铁，掷地有声。

坚 持 规 划 引 领 ，逐 梦 新 宏
图。射阳县根据国家生态文明示
范县建设标准，先后三次修编《射
阳县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作为全
县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性、纲领
性文件。精细编制《射阳县生态
红线规划调整方案》《射阳县国省
考断面和入海河流断面达标建设
方 案》等 10 多 个 专 项 规 划 与 方
案。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
准入负面清单”的“三线一单”制
度，确保“行动有方向、建设有标

准、示范有模板”。
“我们从生态文明绩效评价

考核、环境治理责任落实等多方
面入手，建立了适用有效的推进
制度。”射阳生态环境局局长孙鸿
斌说。全县构建县、镇、村、组四
级环保网格化监管体系，推行“定
区域、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定
奖惩”的“五定制度”,做到执法监
管“全时空、全域化、全覆盖”。制
度化压实领导干部的环境保护与
生态建设责任，严格干部政绩考
评“一票否决”，以生态文明建设
法治观为“两山”理论的射阳实践
持续注入高质量的发展内涵与前
进动力。

开展生态文明“进机关、进企
业、进社区、进村镇、进学校、进家
庭”宣传活动，倡导“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新风尚。面向
企业，开展环保信用“绿色升级”
专项行动，推动企业“环保信用”
评级全面提升，消除红色和黑色
评级企业。全面开展“生态细胞”
建设工程，聚焦难点、补齐短板、
对标找差、靶向发力。11 个镇建
成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4
个村建成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村 ，建 成 1 个 省 级 生 态 工 业 园 。
射阳把“升级版”生态文明建设，
变为一串串坚实脚印；把一抹抹
鲜艳夺目的绿色，根植于每一片
土地和每个人的心中。

共建，让蓝天碧水净土成为现实模样

初 夏 时 节 的 射 阳 ，万 物 勃
发，满目翠绿。蓝天白云下，射
阳河碧波荡漾，蜿蜒而过；日月
岛风光宜人，初展英姿；新型农
村社区整洁干净，河水明澈如
镜，岸上绿荫绵延……一幅幅充
满 诗 情 画 意 的 生 态 画 卷 徐 徐
铺展。

蓝天、碧水、净土，饱含鹤乡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与鹤乡百姓的幸福生活息息相
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射阳县
坚持顶层设计、源头治理和靶向
治污，把打赢蓝天保卫战、碧水
保卫战、净土保卫战“三大战役”
当作全盘工作的重中之重，系统
推进“水、土、气”执法监管，打好
污染防治“组合拳”，悉心呵护

“射阳蓝”“射阳绿”和“射阳美”，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
断提升。

2020 年 ，全 县 环 境 空 气 质
量稳定向好，空气优良天数 331
天，占全年 366 天有效天数比率
的 90.4%，位列全省第二、全市
第一；2021 年上半年，优良空气
环境质量指数继续保持领先。

“十三五”时期，射阳县共完成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 609
个；新建 48 套主城区微型空气
监测点、19 个乡镇大气平台站
点和两个高速出口机动车遥控
监测点，实时聚焦工业源、扬尘
源、餐饮源和移动源。先后组织
开展了消灭黑烟尘、企业排污全
达标等专项环境整治行动，全县
整治沉渣泛起的黑烟囱近 200
个。“硬核”数据，成为射阳打赢

“蓝天保卫战”的最好注脚；蓝天
白云，成为射阳全时空、大背景
里经久不衰的主色调。

“走在小洋河畔，呼吸新鲜

空气，欣赏美丽景色，真的是又
舒服，又自在。”正在小洋河风光
带散步的陈先生，由衷表达了他
的喜悦心情。从“臭水沟”到“景
观河”，身边环境的一步步嬗变，
让居民们切实感受到了政府的
行动力。

射阳县全面开展治水攻坚，
设立 5 个水质监测断面，全天候
检测进水水质，加强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开展地表水重点断面达
标整治，制定国省考断面水质达
标目标责任分解表和整治任务
清单，着力推进河道水产养殖清
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沿线企
业限产限排、陆域畜禽养殖整
治、支流沟河截污等整治措施。

“十三五”以来，全县饮用水水源
地取水口水质Ⅲ类达标率达到
100%，国省考断面Ⅲ类水质比
例始终保持 100%。

近年来“射阳大米”享誉省
内外。凡是品尝过的人，都夸其

“纯香绵甜,软而不粘”。而成就
“射阳大米”的独特口感，除了得
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还有富含矿
物 质 、有 机 质 、微 量 元 素 的 土
壤。射阳县坚持将“守护土壤、
提升地力”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
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加快土壤治理和改良，实施工业
化土壤污染重点区域的生态环
境修复工程，强化建设用地准入
管理、农用地分类和危废规范化
管理，委托第三方开展开发区、
染整集中产业园和主城区等重
点区域的全覆盖走航监测，严格
防范土壤环境安全风险，实现了
全域化水稻、大小麦、玉米和大
豆等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成为
生态强县、乡村振兴的又一支柱
产业。

共赢，在高质量发展大道上阔步前行

与 大 海 相 依 ，与 仙 鹤 共 舞 ，
毗邻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
区的“东方湿地明珠”——江苏
省 盐 城 市 射 阳 县 ，近 年 来 始 终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 发 展 理 念 ，坚 定 不 移 走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统 筹 推 进 产 业 转
型升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城
乡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等 项 工 作 ，匠
心 打 造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升 级
版 ”，捧 出 了 一 份 份 亮 眼 的“ 成
绩单”。

“制定地方城市臭氧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市
重污染天气应急水平，减少臭氧重
污染天气发生频率和污染程度。”旷
良义介绍，按照臭氧重污染天气的
发展趋势和严重性，《预案》分级标
准采用 IAQI（O3）（臭氧分指数）为
预警启动指标，由低到高依次分为
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3 个
等级。

黄色预警：预测 IAQI（O3）大于
150（中 度 污 染）将 持 续 3 天 及 以
上。橙色预警：预测 IAQI（O3）大于
150（中度污染）将持续 4 天及以上，
且 IAQI（O3）大于 200（重度污染）将
持续 1 天及以上。红色预警：预测
IAQI（O3）大于 200（重度污染）将持
续 3天及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预案》根据各
区（市）县空气质量实况和区域预测
预报分析，新增了分区域发布重污
染天气预警信息，实施分区分级管
控，保障臭氧污染防控的科学性，实
现臭氧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的
精准性。

三级预警将分别实行怎样的响
应措施？针对市民关注的这一问
题，旷良义介绍，实行Ⅲ级响应（黄
色预警）期间，中心城区建成区每日
8 点到 18 点，停止房屋修缮、室外建
筑工地喷涂粉刷等排放挥发性有机
物的施工作业；停止市政设施和道
桥防腐维护作业、大型商业建筑装
修、外立面改造、防水作业、道路沥
青铺设、人行道护栏、道路交通隔离
栏、道路标线和标识以及广告等的

涂装或翻新作业（绿色标杆工地及
应急抢险工程除外）。

《预案》显示，实行Ⅱ级响应（橙
色预警）期间，主要是在Ⅲ级响应

（黄色预警）强制性减排措施的基础
上，将重点管控区域扩大至中心城
区、郊区新城建成区。在实行Ⅰ级
响应（红色预警）期间，强制性减排
措施将全部扩大至全市范围内。

那这份应急预案有哪些亮点？
旷良义坦言，“在保持应急减排力度
不放松、保障民生及社会正常运行
的基础上，将精准减排作为臭氧污
染防控的总体方向，科学细化应急
减排措施。”

据介绍，基于大气污染具有流
动性、区域性污染特征，夏秋季为臭
氧污染高发的重点管控时段。成都
市生态环境部门将联合气象部门开
展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和臭氧污染形
势分析研判，强化未来 5-7 天中长
期预报和 3 天精准预报，及时掌握
气象条件和臭氧污染变化趋势，提
前 24 小时发布预警启动信息，及时
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

《预案》将臭氧生成潜势较高物
种涉及的相关行业企业、园区作为
重点管控对象，通过科学指导、精准
施策、常态化监督检查和监测评估
等手段，强化对涉气重点排污单位、
高排放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涉 VOCs 排放施工工地作业的
监管，突出源头监管、精准治污。

值得一提的是，《预案》突出差
异化管控，推动重点行业企业绿色
化发展，对绿色标杆企业、绿色标杆

7月14日，记者从成都市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办召开的新闻
通气会上了解到，成都市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正式施行，二
季度部署实施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八大行动”成效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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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专项治理“八大行动”，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臭氧应急预案突出预警分区分级管控

“我市重点聚焦移动源、工业源、
城市面源实施一系列硬举措，统筹实
施‘散乱污’企业、工地、移动源、挥发
性有机物等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八大行动’。”旷良义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成都持续开展“散乱
污”工业企业清理整治“回头看”，对
3154 家家具制造企业开展绿色化发
展绩效考核，组织 7585 家涉 VOCs排
放企业完成自检自查自测。

同时，开展常态化路检路查，处
罚超标柴油车 2648 辆，取消 2122 辆
超标柴油货车入城资格，淘汰国Ⅲ及
以下标准柴油货车 5439 辆，检测非
道路移动机械 2491 台，分别完成成
品油、车用尿素抽样检查 537 批次、
35 批次，开展渣土车专项执法检查
13 次，完成新能源公交车、出租车、
环卫车推广 576辆。

成都还出台了《成都市重点管控
区域施工工地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导
则》，修订《成都市绿色标杆施工工地
技术标准》，检查工地 73672 个（次），
发现问题工地 7679 个（次），对 1072
个违规项目实施信用扣分，移交行政
处罚案件 431起。

此外，强化重点时段污染管控，
针对 11 次臭氧污染过程分别下达强
化管控通知。

旷良义告诉记者，在二季度，成

都通过健全巡查暗访、跟踪调度、现
场核查等工作制度，组建 9 支、共 100
余人的市级督查队伍，聚焦涉气工业
企业、移动源、工地及其他面源污染
排查整改开展联合督查，督查点位
6468 个，发现问题点位 540 个（占比
8.35%），指导相关责任主体构建长效
机制。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以细颗粒
物和臭氧协同控制为主线，把大气污
染防治作为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的‘一
号工程’，扎实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旷良义在谈到下一步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计划时表示，接下来，将加
快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立法进程，
积极开展餐饮业等重点行业地方标
准研究制定，进一步优化完善与成都
平原周边城市之间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

要加大新能源车推广和老旧车
辆淘汰力度，持续实施“散乱污”工业
企 业 清 理 整 治 ，深 入 推 进 低（无）
VOCs 原辅材料替代，以餐饮油烟、
工地扬尘、汽修喷涂等领域为重点，
以科技推进治污设施提档升级。

在强化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防
控方面，充分借助院士专家组的技术
力量，深入推进全市细颗粒物和臭氧
污染协同防控“一市一策”驻点跟踪
研究工作，推动研究成果落地应用。

九江建成江西首座地下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规模为每日3万立方米

资讯速递

图为执法人员正在青羊区某工地开展臭氧治理专项执法检查图为执法人员正在青羊区某工地开展臭氧治理专项执法检查。。李妮斯供图李妮斯供图

◆本报记者李妮斯成都报道

工地、绿色钣喷维修企业、绿色加油
站实施差异化管理，最大限度减小对
企业正常生产的干扰，严格依法监
管，不搞“一刀切”，落实更加精准化、

差异化的管控措施，统筹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和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
任务，推进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

本报通讯员吕卓然 记
者张林霞九江报道 走进江
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九柴社区
南 侧 的 两 河 地下污水处理
厂，犹如走进被河流环抱的一
片绿岛。一个被树木、草地围
绕的高塔上赫然写着“双溪公
园”，这是污水处理厂的地面景
观公园，而被混凝土立柱撑起的
宽敞地下空间内，隐藏着处理污
水的格栅、滤池等设备。

“整个污水处理厂的设
备都在地下巨坑里，全封闭
的 环 境 加 上 微 负 压 处 理 系
统，让臭气无处可逃。”九江三
峡水务公司两河地下污水处
理厂副厂长王汶兴告诉记者。

厂区污水处理工艺采用
AAO/AO+高密沉淀池 +深
床滤池处理工艺，出水经消
毒后外排至十里河及濂溪河
补水。污泥处理采用离心脱

水机脱水，使污泥含水率达
到 80%以下。

这座“全地下+花园式”
两河水质净化厂，污水处理
规模为 3 万 m3/d，采用“土地
节约型、资源利用型、环境友
好型”地埋式污水处理先进
技 术 ，将 濂 溪 区 10.19 平 方
公 里 范 围 内 的 污 水 收 集 处
理，出水水质达到标准后排
入十里河，再汇入长江。

地下治污，地上造绿，相
比传统地上污水处理厂，九
江建成的江西首个地下污水
处理厂无异味、无噪声，既节
约土地，又生态环保，极大降
低了污水处理厂对居民生活
的影响。利用技术创新实现
集约用地，不仅惠及民生，也
助力构筑城市生态屏障，让污
水处理厂成为周边居民的“好
邻居”。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
齐报道 近 日 ，新 疆 维 吾 尔
自治区发布《关于奖励 2020
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获奖
科技成果和突出贡献奖获奖
人员的决定》，授予 5 人自治
区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奖，
及自然科学奖 6 项、技术发
明 奖 4 项 、科 技 进 步 奖 120
项。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牵头申报的《废弃风
化煤制取腐植酸基有机—无
机肥料技术的绿色开发与示
范应用》（成果）获得自治区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
果对改良土壤实现作物增产
具有重要作用。

新疆心连心公司总农艺
师、项目总负责人郑继亮表

示，这一项目技术可实现废
弃风化煤的高值转化利用和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目
标，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具有
积极意义。项目产品可广泛
应用于绿色农业、有机农业
和节水农业等方面，在实现
作 物 增 产 与 土 壤 改 良 的 同
时，将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新疆干旱区气候特征和
沙漠化盐碱化荒漠土壤特征
以及强烈的阳光紫外线辐射
作用，使土壤有机质和有益
微生物较低，土壤生态环境
比较脆弱。开发具有生物活
性的腐植酸类肥料对于改良
土 壤 与 实 现 作 物 增 产 至 关
重要。

加工废弃风化煤用于
土壤改良技术获新突破

一项目获新疆2020年度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记者在会议上了解到，为进一
步提高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水
平，减少臭氧重污染天气发生频率
和污染程度，切实保护公众健康，提
前做好风险防范，成都已正式印发

《成都市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21 年版）》（以下简称《预案》）。
预警分级如何划分？应急预案

有哪些亮点？又将如何精细化管控
臭氧污染？市“三大战役”办副主任
旷良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其进
行了详细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