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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明 孙海静

对于别人来说，周末是休息时间，但
对于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猴嘴
街道盐坨社区党总支书记韩笑来说，周
末 是 宣 传 环 保 、开 展 环 保 活 动 的 好 时
机。早在 5 年前，在韩笑的倡导下，盐坨
社区就成立了一支由 15 人组成的“环保
小分队”，由韩笑担任队长，主要工作就
是负责清理辖区内的废弃物。

韩笑与环保结缘，源于 10 多 年 前
的 一 件 小 事 ，也 是 让 她 记 忆 犹 新的一
件事——某天上班路上，韩笑随手把一
张房地产销售宣传单丢到路边，但被一
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捡起并扔进不远处的
垃圾箱。

谈起往事，韩笑依旧会感到羞愧，
“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从那时起，
她养成了随手捡拾垃圾的习惯。

韩笑总是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
颗公益心，都希望生活在洁净美丽的环
境中。希望我的坚持能影响身边的每一
个人，再让他们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生
态型美丽开发区”的建设中。

努力换来收获。如今，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到捡拾垃圾的行列中来。

“社区环保小分队”成立后，韩笑几
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放到了公益活动
中。“美丽社区是我家，环境保护靠大家”
是小分队提出的口号。在轮值时，如果
发现哪里脏了或者有垃圾，韩笑总会及
时组织环保志愿者进行清理，忙得不亦
乐乎。

近年来，连云港开发区外来流动人
员不断增加，产生的垃圾也与日俱增，地
处开发区中心地带的猴嘴街道更是如
此。虽然各社区都配备了保洁工，增设
了垃圾箱，但仍有随意乱丢垃圾的现象。

不久前，在盐坨社区新建的安置小
区内，韩笑发现有一袋垃圾被丢在花坛
里。经调查，这是新搬来一户人家的小
男孩随手乱扔的。经过沟通，小男孩表
示下次会把垃圾放到垃圾箱中，避免造
成环境污染。

这件事后，韩笑更坚定了加大环境
宣传力度的决心。次日，她牵头组织居民召开“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会，研究完善了小区保洁包保责任公约，签订责任书，并和居
民一起交流意见，对小区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修改。

“不让环境受到污染、不给安全隐患留一点机会”。韩笑的模
范事迹感动了许多人，在今年巩固文明创建成果的检查中，开发区
及猴嘴街道给予盐坨社区高度评价。这位青年社区书记的干劲更
足了。

为增强社区居民的环境意识，韩笑还深化党建联盟建设，多次
组织环保文化主题活动，充分调动辖区群众参与环保事业的自觉
性，营造人人知晓、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在韩笑和环保志愿队员
的感召下，居民们纷纷加入到环保行动中，“环保小分队”的工作地
点也由原来的社区小街小巷扩展到周边地域，为助力“生态型环保
开发区”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
蒿文祥 琚振闯邯郸报道 今年
以来，河北省邯郸市统筹推进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治
理，不断巩固深化碧水保卫战
成果。1 月—9 月，邯郸市 16 个
国家和省级水质考核断面全部
达标，7 个断面水质实现升类，
14 个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
体优良比例达 87.5%，较“十三
五”时期提升 57.5 个百分点，优
于 年 度 任 务 目 标 12.5 个 百
分点。

邯郸市以水环境质量改善
为核心，紧紧围绕地表水环境、
饮用水水源和黑臭水体治理等
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重点领域
持续发力。严格划定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强化饮用水水源地
规范化建设，优先保障饮用水
水源安全；采用“徒步走、无人
机查”方式，针对重点河流，全
方位、多维度、常态化开展河湖
问题综合排查整治；谋划实施

水污染治理项目，不断提升水
生态环境自净能力，以水生态
环境修复为河流“减负”。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监管方
面，邯郸市坚持“前哨站岗”，紧
盯国、省、市 三 级 水 质 自 动 站
监 测 数 据 ，适 时 加 密 人 工 监
测，掌握水质变化情况，研判
重 点 指 标 变 化 趋 势 ，及 时 进
行超标预警提醒；坚持“设施
保障”，在重点河流分段适时
安装浮漂站，逐段追溯污染，
定 位 污 染 点 ，强 化 超 标 应 急
处置，及时斩断污染源，助力
水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改 善 ；坚 持

“ 靶 向 治 疗 ”，充 分 利 用 监 测
数据进行污染源解析，认真分
析数据逻辑关系，发现问题及
时靶向治疗。同时，充分发挥
水领办、河长办、黑臭水体治理
办统筹协调作用，合力攻坚，建
立完善上下游、左右岸协调联
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问题共
商、联防共治。

本报记者潘骞淮北报道
安徽省淮北市近年来坚持问题
导向，扎实开展已办结中央、省
级生态环保督察及市级自查发
现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后续监
管，切实做到问题及时发现、及
时 整 改 ，坚 决 杜 绝 整 改 问 题
反弹。

淮北市突出长治长效，压
实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工作主体责任，确保交办
问题全部整改到位。针对“已
办结”问题推进整改成果巩固
提升，及时发现和纠正调查不
全面、整改走过场以及简单粗
暴以停产、搬迁代替整改等问
题；严格把关“阶段性办结”问
题整改，压实包案领导负责制，
责任单位、责任人要按整改方
案（计划）的时间节点推进整改
落实，杜绝以方案代替整改的
虚假整改问题，确保整改落实
落细落地；举一反三、全面自查

自纠，抓好市级自查问题、平时
群众投诉反映的各领域生态环
境问题的排查整治，彻底解决
突出问题。

同时，淮北市严把办结案
件销号质量，做到完成一件、办
结一件、销号一件。截至目前，
中央和国家层面交办问题 364
件，已完成销号 355 件，完成率
达 97.5%；省 级 层 面 发 现 问 题
692 件，已完成销号 605 件，完
成率达 87%。

此外，淮北市建立健全“环
保+组织+纪检+监察”机制，严
肃责任追究。纪检监察部门主
动介入，对案件查办过程中敷
衍扯皮，弄虚作假，不作为、慢
作为等行为，依法依纪严肃追
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跟踪
调查案件涉及公职人员履职不
到位问题，对生态环境监管不
作为行为等适时启动相应的问
责程序。

◆本报见习记者潘瑜
通讯员赵中华

“本来要跑到市里现场办的
业务，现在在县里就能办好，省去
了往返 150 公里的路程，今年我
们医院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办理与
之前相比真是方便多了。”乾安县
人民医院的臧显财对吉林省松原
市下放环评事项的服务举措夸
赞道。

这得益于松原市生态环境局
在 2020 年下放环评和排污许可
证两大类共 6 项事项的基础上，
今年又将辐射安全许可证等 4 项
事项下放至县区，让企业能够就
近办理，在短距离上感受政府服
务的温暖。

今年以来，松原市生态环境
局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大任
务，以优化行政审批服务为重点，
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主动靠前服
务，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

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
动力。

简政放权再发力，审
批时限再压缩

松原市生态环境局在审批时
限上做减法。今年，对排污许可
证核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非辐射）、辐射安全许可证
核发等全部 27 项行政许可事项
的审批流程、受理要件、办理时限
进行优化，审批环节由 108 个减
少到 92 个，审批要件由 102 个减
少到 81 个，审批总时限由法定的
690 日减少到 87 日。12 项“承诺
件”改为“即办件”，实现即来即办
结。今年以来，共受理环评审批
事项 226 项。

同时，对纳入省环评审批承
诺制改革试点的宁江区雅达虹工
业集中区、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及纳入生态环境部承诺制审批
试点的生猪养殖等十七大类 44
小类行业，全面推行承诺制审批。

新木采油厂环保负责人黄坤
伟感受到了松原市提速批复的便
利，他负责上报的新木联合站余
热利用工程，仅用 5 个工作日就

拿到了环评报告表的环评批复。
“环评手续迅速批复为我们争取
了时间，我们也迅速推动项目，力
求早开工、早投产。”

主动服务再升级，现
场交流解难题

对于项目的环评审批工作，
松原市生态环境局采取环评文件
电子邮件报送、专家函审、腾讯会
议、批文邮件送达等方式开展，对
企业暂时无法送达的纸质文件，
实行企业承诺、容缺办理，全程网
上办公、不见面审批。

同时，对列入省生态环境厅
豁免清单的二十三大类 55 小类
行业，以及列入生态环境部确定
的环评豁免试点管理范围的十大
类 30 小类行业，全部取消环评手
续办理，全力支持小微企业的手
续办理与复工复产。

不仅如此，自 2020 年起，松
原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连 续 3 年 开 展

“三早”项目环评审批提前服务，
深入各县（市、区）与相关部门和
企业座谈，现场研究项目污染防
治、环评审批等问题，帮助企业解
决问题 56个，让企业少走弯路。

韩笑和志愿者在绿化带捡拾垃圾。

夕阳西下，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坪山“生态浮岛”多彩如画。据悉，“生态浮岛”在千岛湖典型库
湾、入湖口等重点区域试点建设，采用无土栽培技术种植蔬菜，直接吸收千岛湖水体中氮磷等元素，增强上层
水体的净化能力，进一步提升千岛湖水质。 人民图片网供图

用贴心服务让企业少走弯路
松原优化营商环境按下项目推动“加速键”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
道 记者近日从陕西省西安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西安
市委、市政府出台《西安市关于
全面建立耕地保护田长制的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
一步压实全市各级党委、政府
保护和合理利用耕地的主体责
任，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
监管严格、保障有力的耕地保
护管理新机制。

《方案》明确，到 2022 年年
底，全面建立以保护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为目标的田长制管
理模式，网格化管理工作格局
基本确立，实现耕地和永久基
本 农 田 保 护 责 任 全 覆 盖 。 到
2025年，田长制工作机制进一步
完善，耕地面积总量保持稳定，
永久基本农田科学合理布局、质
量合格，利用水平明显提升，永
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基本稳定。

《方案》提出，全面推行以
全市为单位，区县（开发区）为
纽带，镇（街道）为重点，村（社
区）为关键的四级田长制。在

全面落实各级政府耕地保护主
体责任的基础上，将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分层设置网格，建
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
化管理机制，并依据管辖范围
和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对耕地
和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实 行 属 地 管
理、分级保护、逐级负责。

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任，
强化领导责任，把建立实施田
长制摆上重要位置，科学谋划、
统筹推进，指导督促各部门开
展工作；要强化考核监管，将田
长制工作落实情况作为地方有
关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等次评定
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
要参考；要加强部门联动，形成
工作合力，有力推进耕地保护
工作；要强化宣传引导，广泛宣
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
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的重大决策
部署，及耕地保护法规政策，推
动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主动参
与、共同管理，营造全民参与耕
地保护的良好氛围。

西安构建耕地保护管理新机制
四级田长分级保护逐级负责

◆本报通讯员魏如斌 温慧赟
记者张林霞

金秋十月，走在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
旴江河畔，桂花飘香，碧波荡漾，人们或漫
步绿道，或驻足远眺，舒适而惬意。

“小河里有各种鱼虾、田野上有各种候
鸟。如今广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美
丽莲乡’越来越宜居了。”广昌人杨文峰自
豪地说。

近年来，位于江西抚河源头的广昌县
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发展，立足本地生态优
势，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将生态价值有效
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了一手托起绿水青
山梦，一手开辟农民致富路的生态与经济
同步发展之路。

天蓝蓝、水清清，天上水中
都有“棉花糖”

“妈妈，快看，天上有好多‘棉花糖’。”
“妈妈，河里也有好多。”在广昌县旴江活力
湾，一个拉着风筝线的小女孩兴奋地说。

“截至 10 月 19 日，广昌县环境空气质
量 优 良 天 数 为 290 天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100%。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平均
浓度为 12.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5%，
优良天数比例及 PM2.5 平均浓度全省排名
前列。”广昌生态环境局局长姚丽芳告诉记
者。如今，“广昌蓝”频繁出现在市民的朋

友圈中。
蓝天多了，水也清了。广昌持续推进

“清河行动”和“河 道 清 淤 ”工 程 ，积 极 推
动 滨 水 空 间 改 造 、人 居环境改善、城乡建
设联动互动，实现“河道清洁、河水清澈、河
岸美丽”。

同时，广昌县 积 极 推 进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扩 建 ，不 断 提 升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率 。 今 年 以 来 ，全 县 出境断面水质、县城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我们这儿虽然只是小村庄，但却藏着
大景色。”说起自己的家乡，甘竹镇村民曾
明详非常骄傲。

不过，曾明详家门口以前并不是这番
景象。“我们这里没有建污水处理站的时
候，污水横流，特别脏。”他回忆说，“污水处
理项目建好后，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生活环
境。污水处理站不但种着美人蕉等植物，
还建有游步道，出水池里养着鲫鱼，俨然成
了村民的休闲场所。”

广昌县作为抚河源头，为确保一江清
水入旴江，近年来，积极创新投融资方式，
采用 PPP 模式，成功实施了总投资两亿元
的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程，这个项目
已完成投资额约 1.3 亿元，已建成各类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 69 座，农村污水处理覆盖率
达到 53% ，居江西省前列。

山青青、岸绿绿，房前屋后
处处“美如画”

问起广昌县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常来
旴江活力湾公园锻炼的老人李芳蓉不假思
索地说：“广昌是个精致的小县城，居住环
境好，景色越来越美，锻炼的人也越来越多

了，市民的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近年来，广昌县不断丰富生态文明建

设内容，奋力打造宜居宜人城市，实现了城
市面貌、环境和品质的华丽蝶变。

广昌全面推进“一江两岸”城市双修工
程，打造城市沿江沿河滨水湿地生态景观
带，建设了全长 30 公里的滨江绿道系统、
占地 84 亩的半岛公园、占地 130 亩的湿地
公园、43.3 万平方米的绿化和风雨廊桥等
项目。

如今，广昌县建成区园林绿地总面积
475.67 公顷，绿地率为 35.82%；绿化覆盖面
积 534.86公顷，绿化覆盖率为 40.52%。

城 绿 了 ，山 也 更 青 了 。 自 2012 年 开
始，广昌县实行十年封山育林，各乡（镇）成
立 由 6 人 —10 人 组 成 的“ 封 山 育 林 护 林
队”，每个行政村聘请 2 名—5 名护林协管
员，负责本辖区的封山育林工作，坚持封育
结合、管护并举，切实保护好抚河源头的巍
巍青山与“天然氧吧”。目前，全县森林覆
盖率达 70.24%，拥有林地面积 184.2万亩。

理念新、产业新，和谐共生
迎来“好年景”

“我们这里种植的不是普通灵芝，而是
樟芝。按照灵芝生长习性，它们在带有芳
香和油脂的樟树上并不容易存活。2012
年，我在老家的深山里无意间发现长在樟
树上的灵芝，采摘回去研究，经过两年多的
试验终于培育成功。”在拥有 10000 余亩天
然林海的旴江生态公益林场，林地负责人、
江西省利财食用菌有限公司创始人谢远财
介绍道。

近年来，广昌县充分利用自然禀赋推
动绿色发展，大力实施“千万资源变千亿产

值”行动，发展林下经济，形成林下种植、林
下养殖、林下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旅游四大
发展模式。

广昌县与江西 利 财 食 用 菌 有 限 公 司
签 约 ，利 用 林 下 仿 野 生 自 然 环 境 ，种 植
樟 树 灵 芝 、茶 树 菇 等 食 用 菌 及 中 药 材 ，
采 用“ 林 场 +公 司 +合 作 社”模式，吸纳周
边 164 户 贫 困 户 入 股 ，每 户 每 年 可 分 红
3000 元，并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就
业岗位，实现每人每月工资收入 3000 元
以上。

如今，这里种出的灵芝和茶树菇深受
客户欢迎，畅销全国各地市场。截至目前，
广昌全县林下经济面积达 15.5 万亩，每年
可实现综合产值 4.2 亿元，山林成了广昌

“点绿成金”、强村富民的“聚宝盆”。
新理念也让“老产业”新起来。广昌县

白莲产业从传统种植迈向高质量产业化发
展阶段，综合年产值近 30亿元。

“广昌白莲曾 5 次通过航天搭载进入
太空育种，‘太空莲’种植区域更是覆盖湖
南省、湖北省、浙江省、四川省等地，占全国
白莲主产区种植总面积的 80%，累计推广
达到 2000 万亩。”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局
局长揭志辉介绍道。

目前，依托白莲产业优势，广昌县已形
成春卖莲藕、夏赏莲花、秋卖白莲、冬卖泽
泻的生态循环发展模式，拥有白莲系列产
品加工企业 24 家，深加工白莲系列产品注
册 商 标 245 个 ，为 乡 村 振 兴 持 续 注 入 新
动力。

同时，广昌县以莲为产业核心，激活乡
村旅游活力。吉尼斯“世界最大莲池”姚西
莲海，每年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次），带动
全村餐饮、民宿及白莲等相关产品销售额
达数千万元。

“小河里有各种鱼虾、田野上有各种候鸟，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广昌提升居民家门口的“生态幸福感”

地方资讯

前9月水体优良比例达87.5%

邯郸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突出长治长效，杜绝问题反弹

淮北环境问题整改落实落细落地

践行践行““两山两山””理念理念

探索探索““两山两山””转化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