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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吴忠市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县，成为宁夏首个入选国家级生态文
明示范的城市，这是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级认证，也
是吴忠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最好见证。

获此殊荣以来，吴忠市步履不停，力度不减，围

守好绿水青山守好绿水青山 收获收获““金山银山金山银山””
———吴忠市带着生态—吴忠市带着生态““金名片金名片””迈向新征程迈向新征程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

中卫市将围绕“提气、降碳、强生态，增水、固土、
防风险”，深入研究和谋划“十四五”目标指标、重点

守好生命线守好生命线 打好大会战打好大会战 建设先行市建设先行市
———中卫市奋力开创—中卫市奋力开创““十四五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

近年来，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吴 忠 市 牢 固 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
生态立区战略，聚力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 ，着 力 解 决 突 出 环 境 问 题 ，坚 决 守 好 改 善
生态环境生命线，生态文明示范效应不断深
入 ，走 出 了 一 条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的 高 质
量发展之路，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显著增强。

吴忠市先后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等荣誉称号，持续
向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吴忠市一张靓丽名片。

收官“十三五”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近年来，吴忠市实施“五个坚持”，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吴忠市的天更蓝了，水更清
了，地更绿了。

坚持“四尘同治”，打好“蓝天保卫战”。累
计完成治理项目 382 个，淘汰燃煤锅炉 803 台
3415.82 蒸吨。火电、水泥等重点行业全部完成
了超低排放或特别排放限值改造，基本完成 20
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除尘脱硫脱硝改造，按
区域达到排放标准。实施吴忠市环境空气质量
网格及生态数据平台项目，全市大气环境监管
能力进一步提升。2020 年，吴忠市全年优良天
数为 307 天，与 2015 年相比，增加了 6.6 个百分
点，PM2.5年均浓度下降了 12.19%。

坚持“五水共治”，打好“碧水保卫战”。全
面落实河长制，实施入黄排水沟综合整治等 9
大行动，过境黄河湿地保护面积达 4 万余亩，9
个城镇污水处理厂全部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全市 5 个工业园区实现污水集中处置。获批全

国第二批黑臭水体治
理示范市，组织实施

了清水沟、南干沟、吴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人工湿地
等一系列水污染治理工程，入黄排水沟水质稳定保
持在地表水Ⅳ类以上，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坚持“六废联治”，打好“净土保卫战”。出台《吴
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金积工业园
区、青铜峡工业园区、太阳山开发区、盐池工业园区、
同心工业园区固废填埋场全部建成投运，降低了工
业固废带来的环境安全隐患。开展工业固体废物堆
存场所环境整治，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全市工业危废
及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达 100%。

坚持转型升级，构建绿色生态经济体系。深入
实施工业转型升级行动，大力发展健康食品、装备制
造、现代纺织和新能源、新材料等“3+X”主导产业。

“ 十 三 五 ”期 间 ，累 计 淘 汰 造 纸 、电 石 等 落 后 产 能
354.91 万吨，全市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 23.4%，万
元 GDP 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15 年
分别降低 27.8%、26.7%。

坚持共治共享，打造绿色生态建设体系。“十三
五”以来，吴忠市大力实施平原绿网提升、生态廊道
建设等重点工程，共完成营造林面积 156.13 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 17.5%，修复退化草原面积 35.7 万亩，全
市草原植被覆盖度为 54%，成为自治区首个“中国十
佳绿色城市”。加大黄河两岸国土绿化力度，治理黄
河流域水土流失 312.9 平方公里，全市生态安全屏障
进一步筑牢。

展望“十四五”
绘制美丽生态画卷

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这
条主线，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推
动工业企业排污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发展绿色
化，全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协同治理 ，抓 好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 吴 忠 市 以
二氧化碳排放尽早尽快达峰为着力点，切实推
进 碳 排 放 强 度 下 降 。 将 碳 排 放 达 峰 与 空 气 质
量达标协同治理，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与氮氧化
物 协 同 治 理 ，实 现 细 颗 粒 物 与 臭 氧 协 同 控 制 ，
协 同 解 决 复 合 型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问 题 。 加 强
PM2.5 和 O3、碳 和 霾 两 个 协 同 控 制 ，重 点 控 制 烟
粉尘、NOX和 VOCs污染物排放，落实区域联防联
控。突出精准治污，以“一行一策”管理为主要导
向，实施综合整治。

综合治理，抓好水污染防治。以水生态环境
质量为核心，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统筹
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创新体制
机制，一河一策精准施治，持续巩固提升入黄排水
沟水质；推进各类排污口整治，着力解决群众身边
的突出问题，扩大农村污水治理覆盖面，提高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率，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

系统治理，抓好土壤污染防治。健全土壤监
测网络体系和法规标准体系，建立污染地块清单
和优先管控名录，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
强化风险管控，统筹推进土壤“六废”联治，综合防
治土壤污染。深入治理危险废物，完善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转移管理等制度，确保危险废物 100%
安全处置。全面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治，实
施重点工业行业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处置
全过程监管。

深度治理，抓好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三线一
单”管控单元有效落地，用“线”管住空间布局，用

“单”规范发展行为。围绕推动高耗水、高污染、高
风险产业结构与布局优化，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加快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产业体系，提高绿色
发展指数。加快启动非电非钢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实施有组织排放全面达标、无组织排放有效管
控、全过程精细化监管深度治理。以新型城镇化
为重点，实现节能、节水低碳发展。

吴忠市生态环境局供稿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委和市政府坚
决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
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守好生态
保护红线，全面打响“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植绿
增绿”三个大会战，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市。

上下联动齐治理
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中卫市扼守宁夏“西大门”，地处黄河前套
之首，黄河流经市域 182 公里，是宁夏乃至西北
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中卫市始终把生态环境
保护作为“一把手工程”，定期研究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先后制定印发了《关于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市的意见》《党委和政
府及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等重要文件，
擘画出中卫市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并将目
标任务细化分解到县（区）、部门和重点企业，层
层靠实责任、传导压力，做到责任共担、压力同
负、齐抓共管。同时，中卫市全力推进生态环境
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努力构
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
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严格建
设项目环境准入，实施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
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落实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十三五”期间，审批各类建设
项目环评报告书（表）785 个。

聚焦标志性战役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十三五”期间，中卫市始终把民生扛在肩、
揣在心，加大环境保护监督力度，不遗余力地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
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中卫市精准防控，
统筹推进“四尘”共治。严格控制高耗能、高
污染行业企业准入，推进工业园区绿色低碳
循 环 发 展 。 持 续 开 展“ 散 乱 污 ”企 业 综 合 整
治 ，实 施 脱 硫 、脱 硝 、除 尘 大 气 治 理 项 目 276
个。实行卫生保洁“以克论净”精细化管理和施

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
管控措施，严禁秸秆焚
烧 。 实 施 散 煤“ 双 替
代”，淘汰燃煤锅炉 476 台，建成清洁煤配送中心 20
个 ，整 治 洗 煤 厂 、配 煤 场 89 家 。 与 2015 年 相 比 ，
2020 年优良天数比例增加 3.8 个百分点，PM2.5 平均
浓度下降 21.4%。

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中卫市坚持源头把控，
扎实推进“五水”同治。完成 4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规范化建设；14 个农村“千吨万人”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规范化建设项目正在实施。完成
4 个集中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完成中卫市第一排
水沟支沟黑山嘴沟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工程、中宁县
北河子沟入黄口人工湿地等重点项目。中卫市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特色鲜明，亮点突出，2020 年全
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现场会在中卫市召开，为
全区创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十三五”以来，
全市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2020 年度中卫市水环境
质量位居全区前列。

坚决打好净土保卫战。中卫市将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安排，协同推进“六废”联
治。建立协作监管长效机制，强化建设用地准入管
理和农用地管控。加强土壤重点企业监管和涉重金
属行业污染防控，防范土壤新增污染。深入开展危
险废物三年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提高工业固废利
用和处置能力建设，今年上半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64.2%。

奋楫扬帆正当时
开创生态环境新局面

任务、重大项目和保障机制，编制完成生态
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同时，紧盯生态环
境保护重点领域，编制好“十四五”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水生态环境保护、土壤与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工业固废污染防治“十四五”规
划、“ 一带两廊”等专项规划，形成以综合规
划为统领、各专项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
以规划引领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

深入打好污染治理大会战。中卫市严
格按照大会战实施方案要求，继续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确保 2021 年，全
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自治区
考核要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黄河干流中卫段水质Ⅱ类进Ⅱ类出，黄
河支流清水河泉眼山断面、香山湖水质达到
Ⅲ 类；重点入黄排水沟水质达到Ⅳ 类；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国家考核要
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
全利用率保持稳定，土壤环境风险有效管
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稳步提升。近年
来，中卫市坚持把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中之重，督促相关整
改责任单位加大整改力度，坚持标准不降、
力度不减，紧盯不放、一盯到底，不达目标决
不罢手，切实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
不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黄河畔荡起的涟漪映照着蓝天，鸟儿飞
过沙漠与游人并肩赏景，夜深时星空浩瀚辽
阔，生态环境改善带给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沙漠水城、云天中卫正以
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供稿
银川七子连湖湿地公园

香山公园绿树湖水交相辉映

吴忠黄河楼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工作安排，坚决扛起先行
区建设时代重任，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

今年来，银川市成立由分管生态环境副市长
任组长的多个议事协调机构，高位推动工作落实，
形成上下贯通、分级负责、快捷高效的工作推进机
制。通过制定水、气、土、排污权交易改革等多个
方案，细化分解全年重点工作任务，层层压实责
任，为生态环境工作绘制“路线图”。

精准施策
突破大气污染治理瓶颈

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在具
体工作中，银川市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
来带动全局，为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常态化奠定基
础。

治煤有新成效。启动实施宁夏电投清洁能源
智慧供热、贺兰县城镇集中供热等项目；降低煤炭
消费比重，稳步推进兵沟 200MW 光伏发电 10 个
新能源项目开工建设；拆除燃煤锅炉两台，实施

“煤改电”“煤改气”21台。
治气有新进步。推动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

改造，强化 VOCs和 NOx 协同减排，完成 3 条水泥
熟料生产线超低排放改造，开展夏季臭氧污染防
治 攻 坚 ，实 施 VOCS 专 项 治 理 ，全 市 26 家 重 点
VOCS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综合整治。

治尘有新提高。开展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
动，城市建成区机械化清扫率达 95%，234 处建筑
工地严格执行 6 个标准化扬尘防控措施，全面落
实沙尘天裸露空地、堆土全覆盖，洗扫、喷雾全天
候，路段、卫生保洁全方位的“三全”措施。

治车有新进步。累计遥测车辆 13.8 万余辆，
对固定式遥测筛选超标的 48 辆车辆进行环检锁
定，路检车辆 4969 辆；淘汰重型货车、三轮汽车等
1605 辆。推进监控体系建设和应用，增设固定式
遥感监测点位 5个。

禁烧有新举措。充分发挥“热点网格”视频监
控科技作用，建立“空中+地面”“人防+技防”立体
巡查体系，对焚烧现象进行动态监控，秸秆焚烧发
生次数、面积较往年明显下降。

全面发力
打造水环境优质样板

银川市按照亲水、治水、保水、活水的思路，统
筹地上地下、岸上水中、城市乡村，坚持“五水同
治”，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对水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幸福感。

治理城镇污水。建设处理能力 30 万 m3/d 出
水标准为准Ⅳ类的第一再生水厂，目前进入调试
阶段；推进污水处理设施规范运行，污染物达标排
放；强化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强化医疗
废水、城镇污水等主要监管节点，规范医疗废水应
急处理、杀菌消毒要求，严防新型冠状病毒通过粪
便和污水扩散传播。

黑臭水体整治。综合运用源头治理、中段连
通截污、末端治理、全域净化等措施推进
黑臭水体整治，严格落实“河长制”，实施
银新干沟、第二排水沟等黑臭水体整治提
升示范项目建设，发挥示范效应。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实施日供水“千
吨万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西夏区、永宁县主体工程已完工，兴庆区、
金凤区、贺兰县、灵武市正在抓紧实施；组
织开展“银川市水源地生态管理系统”培
训，为更好地规范化管理饮用水水源地提

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水环境监测管理。继续发挥环境质

量改善的刚性约束作用，每月通报各河湖
沟断面监测情况，对水质未达到考核目标
的县区实施预警，以水质结果倒逼县区落
实水环境治理工作责任；每季度组织召开
水环境质量分析会，分析查找水质超标的
原因，指导县（市）、区针对超标污染物制
定整改措施，对症施策。

积极探索 创新“两权”交易改革

积极探索排污权 交 易 改 革 。 制 定
《关于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改革
示 范 引 领 环 境 污 染 防 治 率 先 区 建 设 的
实施方案》。在全市组织开展主要污染
物排污权确权工作，全面摸排核算初始
排 污 权 、可 交 易 排 污 权 、政 府 储 备 排 污
权、新增排污权 4 本台账，为排污权改革

顺利开展奠定数据基础。目前，完成初始
排污权核算 109 家、可交易排污权核算 15
家、新增排污权核算 16 家，另有 500 多家
企业正在申报第二批初始排污权。探索
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创新研究，正逐步完善

《关于加强碳排放管理 推进碳排放权改
革的意见》。

服务+执法 优化营商环境出实招

探索执法备案管理制度，实现对守
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企业强化监管，
印发《银川市生态环境系统涉企执法备
案管理办法（试行）》《涉企执法备案管理
实施方案》，公布 2021 年度第一批生态环
境领域非现场监管企业名单，对符合条
件的 50 家企业实施非现场监管。实施生
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制度，对
列入正面清单的企业或项目，采用遥感、
无人机巡查、在线监控、视频监控等手段
开展非现场检查，对 2020 年纳入正面清
单管理的 109 家企业累计开展检查 714
次，其中非现场检查 269 次；动态调整 22
家企业进入正面清单。

牢 记 嘱 托 践 于 行 ，不 负 使 命 著 华

章。迈步新发展阶段，银川市生态环境
系 统 将 继 续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视 察 宁 夏 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十四届十二
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严、细、深、实、
勤 、俭 、廉 ”工 作 作 风 ，以 更 大 的 决 心 、
更扎实的努力，坚决扛起保护和改善生
态环境重任，把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
重 要 政 治 任 务 来 抓 ，以 更 高 的 标 准 、更
严 的 要 求 、更 实 的 举 措 ，为 银 川 人 民 守
护 好 青 山 绿 树 、碧 水 蓝 天 ，在 继 续 建 设
经 济 繁 荣 、民 族 团 结 、环 境 优 美 、人 民
富裕的美丽新宁夏进程中，谱写生态文
明建设新篇章。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