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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2025 年 ，江 苏 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
降，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创
优目标。其中，全省 PM2.5

平均浓度降至 30 微克/立
方米左右，优良天数比例
达到 82%以上；地表水国
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达到
90%以 上 ，近 岸 海 域 水 质
优良（一类、二类）比例达
到 65%以上；受污染耕地
安 全 利 用 率 达 到 93% 以
上。到 2035 年，广泛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
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建成美丽
中国示范省。”江苏省委、
省政府日前印发《关于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实施意见》，明确了江苏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主要目标。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必须坚守“生态环境
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
的底线，科学确定并努力
实现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生
态环境质量目标。

今年是全面实施“十
四五”规划、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之年。
江苏省生态环境系统将在

“形”与“势”的驾驭中把准
战略方向，在“危”与“机”
的转换中抢抓战略机遇，
在“稳”与“进”的把握中寻
求战略平衡，奋力推动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迈 上 新
台阶。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好转，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碳排放强度持续
下降，完成国家下达的考
核目标任务和省委省政府
确定的工作目标任务，生
态环境领域安全得到有力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
境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不
断 提 升 。”这 是 2022 年 江
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目标任务。

“路线图”已经明确。
为确保目标任务完成，江
苏省生态环境厅今年定下

“十大任务”和“七大关键
举措”。

生态资源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和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良好的 生 态 环 境
已 经 成 为 人 民 生 活 质 量
提 高 的 增 长 点 、江 苏 生
态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点
以及展现江苏良好形象的
发力点，建设天蓝地绿水
清的美丽江苏，愿景可期
可待。

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既
是供给端，又是需求端；既
服务重大项目，本身也是
重 大 项 目 ；既 能 保 GDP，
又能增 GDP。今年,江苏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适度超前布局重大基础设
施，加大市政、生态环境等
领域的投资力度。

下一步，江苏省生态
环境厅将认真贯彻落实江
苏省“十四五”生态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着力推
动在总规里增加相应图斑
类别，确保规划到位、用地
到 位 、资 金 到 位 、政 策 到
位。同时，用好水污染物
平衡核算结果，加快建设
污水收集管网，增强污水
收集处理能力，出台更严
格的污水排放地方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江苏
还提出了“生态岛”建设试
点 的 设 想 。 据 悉 ，“ 生 态
岛”就是在合理划定的特
定生态空间区域内，对受
到损害和破坏的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实 施 科 学 、积 极 、
适 度 的 人 工 干 预 ，提 高
生 态 系 统 的 自 我 修 复 能
力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水
平，从而解决生态空间挤
压破碎、自然生态活力失
衡等问题。

彼 岸 不 远 ，奋 楫 可
渡。锐意进取的江苏人，
敢啃硬骨头，打造江苏生
态创新样板，正将一个个
生 态 构 想 转 变 为 美 好 现
实。2022 年，凝聚新时代
的奋斗伟力，有关江苏生
态环境的故事还会有新气
象新格局，精彩待续。

守护绿水青山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成就及展望综述

♦ 李莉

凛冬散尽，星河长明。征途虽遥，初心永存。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乘势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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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任务叠加的形势要求，江苏省委、省政府深刻领会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精髓，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加快转型、系统推进，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底线，在全省经济快速发展、GDP 增量
全国第一的情况下，PM2.5 平均浓度首次以省为单位达到二级标准，改善幅度为
长三角地区第一；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在国考断面数量翻番、全国最多的情况下，
优Ⅲ断面比例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提升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长江干流水
质保持Ⅱ类。全省生态环境加快实现从严重透支到局部改善，再到全面好转的
历史性转变。

如何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同时，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加快实现生态环境改善由“量”到“质”的转变？江苏有创新、有
想法、有实践。

从源头抓治理，让生态保
护屏障更牢固

2021 年，随着环境质量
的持续改善，末端治理的边
际效益递减，急需从源头上
控制污染排放。江苏及时转
思路、转方法，适时提出强化
源头治理的要求，形成治理
方案，实施治理措施，推动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充分证明
源头治理符合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需要。

去年，江苏在抓好末端
治理的同时，更大力度推进
实施清洁原料替代、超低排
放改造等源头治理措施，出
台全省挥发性有机物清洁原
料替代方案，推进工业涂装、
包装印刷、木材加工等重点
行 业 3130 家 企 业 原 辅 材 料
清洁化，2021 年全省 PM2.5平
均浓度比上一年下降了 5 微
克/立 方 米 ，实 现 了 历 史 性
突破。

但江苏面临的困难和挑
战仍然很大，环境改善成果
不稳定，污染减排难度增大，
基础设施欠账明显，环境政
策 储 备 不 足 ，推 进“ 源 头 治
理”的措施还需更加系统。

所谓“源头治理”，狭义
上，就是推进用地、产业、能
源等布局和结构调整，减少
污染物排放，广义上还包含
了从源头上防治污染的各类
根本性措施。

以太湖治理为例，总磷
浓度居高不下一直是困扰江
苏的难题。为此，江苏坚持
从上游地区管控、支流支浜
治理、排污口和涉磷企业排
查整治等方面，斩钉截铁地
推进控源截污、源头治理，大
幅减少入湖污染物，总磷浓
度 同 比 大 幅 下 降 21.3%，达
到近 10 年同期最低值。陈
东港、殷村港等 8 条主要入
湖河流（占 15 条主要入湖河
流总水量的 70%-80%）总磷
入湖通量同比下降 21.2%。

江苏认识到，只有切实
转变思想观念，摈弃“就污染
论污染”“就降碳论降碳”的
思维模式，在“深入”上拓展
思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尤其是要抓好绿色发展
领军企业计划、工业园区污
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城
镇区域水污染物平衡核算等
现有源头治理举措的落实，
才能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实现
从“打被动仗”到“打主动仗”
的转变。

江苏出台推动碳达峰、
碳中和年度工作计划，积极
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建设，首个履约周期碳排放
配 额 清 缴 履 约 率 达 到
99.92%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去年，江苏从环境准入
抓源头治理，完善生态环境
承载力约束机制，强化“三线
一单”空间管控，落实重点行
业三级环评联审制度，加强

“两高”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
控，全年否决不符合环保政
策的重大项目 20 多个，完成
重点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 988 家。出台绿色发展领
军企业计划，明确四大类 23
项激励措施。

在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化工园区，有一家 2009 年
搬迁过来的塑料助剂厂，年
上缴利税达 4000 万元，但生
产工艺中涉及高危工艺，污
染物排放量也较大，企业距
离居民区仅 250米。

“我们按照‘三线一单’
重新定位，这家企业与园区
产业定位不符合，而且不符
合园区的国土空间环境管控
距离要求，因此将其列入了
关停清单。”太仓港区安全生
产与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陆健
峰介绍，港区与企业签订关
停补偿协议并关停厂区，补
偿费用共 1.5 亿元。目前厂
区已基本拆除完毕，遗留危
废、固废已基本处置完毕。

此外，江苏还从污染物
排放限值限量、水污染物平
衡核算、地方环境标准提升
上抓源头治理，出台全省工
业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
管理方案，在 172 家省级以
上园区开展环境质量和排放
总量“双管控”，并全面加强
园区监测监控能力建设，努
力实现精准计量。对“低值
减量”的，将排放指标统筹用
于园区新上优质项目，既增
加约束，更强调激励。开展
全省城镇 水 污 染 物 平 衡 核
算 管 理 ，彻 底 摸 清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能 力 的 底 数 。 编 制
首 个 省 域“ 十 四 五”生态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初步
安 排 九 大 类 671 项 重 点 工
程，大幅提升“减污扩容”能
力。正在制订和已发布的地
方环境标准已达 101 项，发
布数量是过去 10 年总和的
两倍。

向改革要动力，让美丽与发
展同行

长期以来，江苏省委、
省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 国 之 大 者 ”，2021 年 省
委常委会 17 次、省政府常
务会 13 次研究推进。江苏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把“生态
环境质量显著提升”作为谱
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
化建设新篇章的六大目标

任务之一，明确提出坚持生
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更加有
力推进美丽江苏建设。

“深入打好”是在三年
攻坚战取得明 显 成 效 基 础
上 进 行 的 ，目 标 更 高 、难
度 更 大 ，仅 靠 单 一治理方
式已很难取得更好效果，必
须充分发挥改革措施的系

以未来为指引，让百姓的幸
福感、获得感更强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
一步完善市场化机制，更
多运用法治、经济等手段
治理生态环境，有效激发
治污减排的内生动力，推
动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改善。

江苏省在全国率先
建立环境应急管控停限
产豁免机制，强化“干好
干 坏 不 一 样 ”的 鲜 明 导
向；率先推行水断面上游
无过错责任举证制度和
水环境区域“双向补偿”
制度，运用经济杠杆激发
各地治污动力；率先实施
企业环保信用评价，配套
实施差别水价电价政策；
率先启动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累计启动
赔偿案件数量居全国前
列；率先推行“绿岛”建设
试点等一批创新举措；率
先建成污染防治综合监
管平台，省市县乡四级贯
通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全 联
通，纪委监委全流程嵌入
式再监督，压紧压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作
为全国唯一的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试点省，江苏的生态
文明制度改革红利加快
释放。

紫菜加工行业是连
云港市赣榆区的传统优
势产业，每年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的紫菜单品销售
额达 5 亿元以上。然而，
紫菜初加工环节产生的
废 水 存 在 高 浊 度 、高 色
度、高盐分、低水温、难处
理的特点，废水有效处理
和达标排放难 题 已 成 为
制 约 传 统 紫 菜 产 业 发
展 的 瓶 颈 。 为 彻 底 解
决这一“老大难”问题，连
云港市赣榆区总投资约
5.6 亿，建设赣榆（柘汪）
紫 菜 产 业 园 ，并 投 资
5000 万元配套建设紫菜
废水处理中心作为项目

“绿岛”，为紫菜行业中小
企业搭建绿色低碳发展
的“快车道”。

据悉，这一“绿岛”项目
日处理污水能力3万m3，其
中 1 万 m3/d 海水废水达
标排放，2 万 m3/d 淡水废
水预处理纳管。项目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开工建
设，目前，紫菜废水 处 理
中 心 设 备 安 装 已 完 成
100%，具 备 通 水 运 行 条
件。项目的建成将 有 效
解 决 园 区 废 水 达 标 排
放问题，为 紫 菜 产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坚 实

保障。
越到关键时刻，越要

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法、
务 实 高 效 的 工 作 作 风 。
江苏省发布《关于加强生
态环境执法体系现代化
建 设 的 意 见》，进 一 步
聚 焦 综 合 执 法 改 革 和
执 法 队 伍 建 设 ，建 成

“ 天 地 空 ”一 体 的 全 省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网 络 ，全
年 出 具 监 测 数 据 1.5 亿
个 、监 测 报 告 1 万 余
份 、溯源报告 305 份，有
力 支 撑 科 学 精 准 治 污 。
建成省生态环境大数据
平台、生态环境指挥调度
中心，近 1.2 万家排污单
位完成自动监测监控联
网，数量连续 3 年倍增。
建成危废全生命周期监
控系统，5 万余家涉废单
位纳入闭环管理。

完善“环保脸谱”体
系。江苏建立健全“线上
发现、及时整改—线上跟
踪 、及 时 调 度 — 线 上 督
查、及时销号”的非现场
监管模式和“一码通看、
码上监督”的公众参与模
式，在强化发现问题能力
方面也进行积极探索，目
前 已 对 20 万 多 家 企 业

“画像”。
在解决突出问题方

面，2021 年以来，江苏重
点开展打击废水偷排直
排、危废非法处置、生态
破坏等六大专项执法行
动，开展首季争优、春夏
攻坚、保Ⅲ增Ⅲ等专项行
动，全年完成治气重点工
程 1 万余项、重点任务 6
万余项，开展太湖流域排
污口排查及涉磷企业调
查，实施 115 项近岸海域
污染物削减工程。完成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
状 况 调 查 ，35 万 户 农 户
建成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同时，江苏省大力推
动长江经济带突出环境
问 题 整 改 ，2020 年 国 家
相关警示片披露问题实
现“当年整改清零”，持续
巩固提升沿江岸线整治
成果，自然岸线比例提高
到 73.2%。

此 外 ，创 新 办 案 模
式 ，成 立 省 市 两 级 重 案
组，开展打击废水偷排直
排等六大专项执法行动，
下达处罚决定 1.59 万件，
罚款金额 14.6 亿元；侦办
污 染 环 境 犯 罪 案 件 423
件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1482 人；破获利用“运满
满”平台非法转移倾倒固

废等一批大要案。
为督促地方政府履行

生态环保责任，江苏省还
对 13 个设区市开展省级
例行督察和专项督察，出

台《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约谈办法》，进一步明
确约谈情形、约谈范围、约
谈权限、约谈程序，规范约
谈工作。

《春到太湖》 阙明芬摄于苏州

《湖岸风景线》 张笑摄于宿迁

《生态秀美的拈花湾》 俞雪华摄于无锡

潘安湖鸟瞰 高刚摄

《《天空之镜天空之镜》》 俞小将摄于南京俞小将摄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