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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海湾建设走出新路径美丽海湾建设走出新路径
把“十四五”各项目标任务逐步细化分解，精准落实到 283个海湾

◆◆本报记者吕望舒本报记者吕望舒

更加注重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河北3954个入海排污口完成整治
全省 46条入海河流河口断面全部消除劣Ⅴ类

图为山东省烟台市八角湾。谭富州摄

“深入推进美丽海湾建设，我们聚焦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提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
美丽海湾建设目标。人民群众正日益成
为美丽海湾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监督
者。”张志锋说。

福建省东山岛马銮湾素有“东方夏威
夷”的美称，其沙滩坡度平缓，沙质洁白细
软，林带青翠葱茏，海面宽阔洁净。这里
也正是福建省美丽海湾建设中的“公众亲
海型”美丽海湾。

“美丽海湾建设中，以公众亲海为主
要导向的海湾是生态环境优美、公众亲海

空间充足、海水水质优良、区域生态环境
品质优良、配套基础设施完善的海湾。”福
建省生态环境厅海洋处副处长刘晨介绍
说。类似这样的海湾能够满足人民群众
观光、休闲、赶海、戏水等亲海需求，公众

“人海和谐”获得感、满意度较高。
漫步在山东省烟台市八角湾的观光慢

道上，游客和市民们享受着惬意休闲时光。
“烟台市八角湾深入推进美丽海湾保

护与建设，优美的海洋环境和优质的生态
产品在这里充分展现，满足了湾区市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烟台黄渤海新
区管委副主任刘增贵介绍说。

美丽海湾是美丽中国在海洋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也是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和重点任务。

美丽海湾建设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让广大社会公众能够形象理解、切身感
受到美丽海湾的环境之优、生态之美、治理之效？各地如何推进美丽海湾建设？

2022 年 12 月 29 日，来自生态环境部门的有关代表与相关专家学者、媒体代
表在第 27期环境茶座上齐聚一堂，探索美丽海湾建设的实践路径。

2022 年年初，生态环境部会同发展
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共同印发实施《“十
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提出
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着力推动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从污染治理为主向海洋环境
和生态协同治理转变，从单要素质量改善
向海湾生态环境整体改善转变等要求。

“我们充分认识到海湾承载着陆海人
为活动环境压力叠加影响的特点，坚持系
统观念、综合治理，加强陆海统筹、精准施
策，推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相互贯通，
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因地制宜
推动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海洋生态环
境问题。”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副
司长张志锋说。

2021 年，生态环境部组织沿海地方
征集了首批 8 个美丽海湾优秀（提名）案
例。入选案例各美其美、富有特色，凝练
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创新建
设模式。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条子泥岸段正是
这 8 个优秀案例之一。条子泥位于江苏
省中部，是全国首家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
遗产核心区，2019 年成为全国首个滨海
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条子泥是江苏省

坚持系统谋划、扎实抓好美丽海湾建设的
一个缩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海洋处处
长常新风介绍说，江苏海域的多样性提供
了开展不同类型美丽海湾建设的自然条
件，地域广阔的近海滩涂孕育了丰富的生
物种群和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正因此，
江苏省坚持打造各具特色、各展所长、各
美其美的江苏美丽海湾样板。

美丽海湾应具备良好的环境质量、健
康的生态系统、优良的亲海环境品质 3 个
基本条件。在这其中，良好的环境质量和
健康的生态系统应融会贯通，同步发力。

近年来，福建省厦门市在美丽海湾建
设中，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坚持系统修复，打造“鱼鸥翔集”的
美丽海湾。

“我们全面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坚持系统修复，出台了全国首个滨海岸线
保护规划，自然岸线保有率稳定保持”。
厦门市生态环境厅海洋处处长王剑波介
绍说。

如今，厦门市沿海自然生态链条逐渐
恢复，中华白海豚数量突破 100 头，成为
全国唯一一个在城区就能看见中华白海
豚的城市。

推动海洋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相互贯通

八角湾还建有 74 处休闲广场，44
公里慢行步道，各项设施日趋完善，海
上帆船赛、环湾马拉松、沙滩音乐节等
活动精彩纷呈，一座集生态景观、休闲
健身、防风固沙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
森林公园，镶嵌在碧水金沙之畔，成为

广受市民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地。
“美丽海湾的基本内涵就是能够为

公众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带来感官享
受和美好体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海湾。”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副主任曹可表示。

以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日益得到
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发展
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
设海洋强国”。

“在美丽海湾建设工作中，我们坚
持久久为功，擘画‘实’的建设路径，在
全国 1.8 万千公里海岸线及其毗邻的近
岸海域，划定 283 个海湾，把‘十四五’
的各项目标任务逐步细化分解，精准落
实到每一个海湾。”张志锋介绍说。

在这其中，以海洋生态环境的高水
平保护促进沿海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也
是“ 十 四 五 ”期 间 的 重 要 工 作 和 基 本
考虑。

如今，绿色正逐步成为海洋经济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鲜 明 底 色 。 国 务 院 批 复

《“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通知中
也提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
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加快构建现代海洋
产业体系，着力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协调推进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

对此，浙江省正在开展生动实践。
如今，其正在打造的海洋塑料治理蓝色
循环新模式，采用数字化技术对海洋塑
料垃圾进行源头控制、低碳回收、高值
利用，构建产业价值的再分配体系，赋
能社会弱势群体致富。

“在台州市开展‘蓝色循环’试点的
5 个 月 内 ，共 收 集 处 理 海 洋 塑 料 1909
吨，其中塑料瓶 315 万个，减少碳排放
约 2479 吨。‘蓝色共富基金’已注入 300
万元，发放贷款 8000 多万元，海洋垃圾
治理参与人数达到 4 万多人（次），实现
了减污降碳与共同富裕的双融合。”浙
江省生态环境厅海洋处副处长陈锋介

绍说。
辽宁省濒临黄海和渤海，管理海域

总面积为 4.13 万平方公里、海湾 66 个，
海洋资源丰富。辽宁省生态环境厅海
洋处处长李金龙介绍说，辽宁省现有 6
个港口 25 个港区，与 1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贸易航运往来，承担着东北地
区 70%以上的海运货物、80%以上的外
贸运输、90%以上的集装箱外贸运输，
2020 年 全 省 海 洋 生 产 总 值 是 3125 亿
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12.4%。

“从辽宁的地理状况和资源禀赋来
看，推动美丽海湾建设，助力辽宁经济
可持续健康发展应该说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李金龙表示。

千帆竞发势如虹，凯歌奋进正当
时。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碧海银滩也是绿水青山美丽画卷的重
要组成。如今，在有关部门与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和积极
参与下，新时期的美
丽海湾建设正在迈
向新阶段。相信水
清滩净，鱼鸥翔集，
人海和谐的美丽景
象将会成为沿海地
区的常景常态。

本报讯 沈阳国新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沈阳
东源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
司 2 号热源厂等 19 家“超低排放”企业近日进入辽
宁省沈阳市生态环境管理正面清单，将获得生态环
境部门减少或免除现场执法检查等正面激励措施。

近年来，沈阳市积极开展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
放改造工作，2021 年和 2022 年，全市共有 19 家供
暖企业对 47 台、5620 蒸吨/时的燃煤锅炉进行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3 项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
大幅削减了污染物排放。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生
态环保工作，沈阳市将 19 家“超低排放”企业纳入
生态环境管理正面清单，并对其实施正面激励措
施。激励措施包括：减少或免除对企业的现场执法
检查；实施差别化应急减排措施；在涉及新燃煤供
暖锅炉项目建设时，对于供热规划内的锅炉，优先

调剂二氧化硫、颗粒物等新建项目大气污染物总量
控制指标；优先安排沈阳市级大气类污染防治补贴
资金用于燃煤锅炉房污染净化设施升级改造；在启
动碳排放权交易时，对相关企业的初始配额分配予
以倾斜，适当增加配额分配比例。

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参与沈阳
市清洁取暖燃煤锅炉改造项目，对所属的二号源和
三 号 源 进 行 了 超 低 排 放 改 造 ，改 造 总 蒸 吨 量 达
1210 蒸吨。公司相关负责人赵维佳介绍，本次改
造共计投资 7000 余万元，改造后热源从限值排放
达到超低排放。改造验收后沈阳市政府将给予环保
补贴等激励政策，增强了企业未来环保改造的信心。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继续加大力度，持续推进燃煤锅炉超低排
放改造工作，进一步削减沈阳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
量，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姚亮

本报记者张黎北京报道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海河水利
委员会日前正式发布《海河流
域 水 土 保 持 公 报（2021 年）》

（以下简称《公报》）。
这是海河水利委员会首

次公开发布全流域水土保持
公 报 ，内 容 包 括 2011 年 —
2021 年海河流域水土流失情
况、水土保持监督、水土流失
治理等相关数据。

《公报》显示，2021 年，海
河 流 域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为
65675.90 平方公里，占流域土
地 总 面 积 的 20.49%，其 中 水
力侵蚀面积为 60276.50 平方
公 里 ，风 力 侵 蚀 面 积 为
5399.40平方公里。

记 者 关 注 到 ，与 2011 年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相
比，海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减
少 13378.99 平方公里，减幅达
16.92%，其中水力侵蚀面积减
少 12583.95 平方公里，减幅为
17.27% ，风 力 侵 蚀 面 积 减 少
795.04 平 方 公 里 ，减 幅 为
12.83%。从侵蚀强度等级来
看，除轻度等级侵蚀面积增加
外，其他各侵蚀强度等级侵蚀
面积均减少。在海河全流域，
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呈“双下
降”趋势。

在 2011 年 —2021 年 ，海
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 3.6727 万个，检

查生产建设项目 6.528 万个，
查处水土保持违法违规案件
5274 起 ，督 促 完 成 水 土 保 持
设施验收项目 1.2139 万个。

《公报》中的数据还显示，
2011 年 —2021 年 ，海 河 流 域
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为 40076.55平方公里。

其中国家水土保持重点
工程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面积 16810.82 平方公里，地方
水土保持项目新增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面积 2549.87 平方公
里，其他生态建设项目新增水
土 流 失 综 合 治 理 面 积
20715.86 平方公里。2021 年，
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3676.21平方公里。

据悉，海河流域主要由海
河、滦河和徒骇马颊河三大水
系组成，其中，海河水系包括
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
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河、
黑 龙 港 及 运 东 地 区 等 河 系 。
海 河 流 域 主 要 包 括 京 、津 、
冀 及 晋 、豫 、鲁 、蒙 、辽 的 部
分 地 区 ，总 面 积 为 32.06 万
平方公里。

在 1956 年 —2000 年 ，海
河 流 域 平 均 水 资 源 总 量 为
370 亿立方米，现人均水资源
量不足 240 立方米，仅为全国
平均的 12%，是七大流域中人
均水资源量最少的流域。

本报记者张铭贤河北报道 记者从河北省生态
环境厅 2022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深化渤海综合治
理，保障海洋生态环境安全”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
目前，河北省 4269 个入海排污口，已完成整治 3954
个，完成率达 92.62%。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负责人黄
桂美介绍，为持续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2022
年以来，沿海各市建立了入海排污口动态管理台
账，各相关部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一口一策”持
续推进。截至目前，河北省 4269 个入海排污口，已
完成整治 3954 个，完成率达 92.62%。同时，河北省
建立了直排海污染源动态管理台账，定期监测，不
断规范直排海污染源管理，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2022 年以来，河北省沿海地区谋划实施新河、
滦河、宣惠河等多条入海河流水质提升工程。秦皇
岛市建立强降雨过程陆源污染精准管控机制，强化
雨前突出预防、雨中强化管控、雨后补齐短板的全

链条、全时段精准化管控措施，严防陆源污染物随
强降雨入河，确保入海河流水质稳定达标。2022
年1月—11月，全省 46 条入海河流河口断面全部消
除劣Ⅴ类，12 条国考入海河流全部达到Ⅳ类及以
上水质。

黄桂美表示，2023 年，河北省将持续用力打好
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在入海河流总氮管控
方面，试点推进秦皇岛饮马河、唐山陡河、沧州廖家
洼河“一河一策”总氮控制，以点带面推动其他市域
内国控入海河流总氮控制，确保总氮浓度较同期持
续下降。在入海排污口监管方面，充分利用国家排
污口监管平台，督促各市进一步提升入海排污口整
治水平，规范入海排污口备案管理，坚持常态化动
态监管。加大直排海污染源监管力度，开展常态化
监测监管，确保实现稳定达标排放。2023 年年底
前，全面完成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并实现常态化环
境监管。

浙江省嘉兴市日前印发实施《关于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其中明确嘉兴市将部署开展
“1726”污染防治攻坚行动，为未来 3 年嘉兴
市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

从“0”到“94%”，嘉兴更美丽

2019 年，嘉兴市印发《关于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高质量
建设美丽家乡的意见》，经过几年集中攻坚，
嘉兴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蓝天白
云越来越多，碧水绕城渐行渐近。

数据显示，嘉兴市控Ⅰ至Ⅲ类水质断面
比例从 2012 年的 0 上升到 2021 年的 94%，国
控Ⅰ至Ⅲ类水质断面比例、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 达 标 率 均 达 到 100%。 城 市 PM2.5 浓 度 从
2013 年的 6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到 2021 年的
26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了 61.8%。特别是在
2020 年，嘉兴市大气环境质量指标实现了全
市域全达标。

但目前嘉兴市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
问题仍然突出，绿色发展水平还不高，生态环
境质量还不稳固，污染防治一些深层次、结构
性、根源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生态环境
保护依然任重而道远。

《实施方案》在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等方面作出
了部署，推动全市环境质量高位持续改善。

“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两字之差意味着污染防治工
作触及的矛盾问题更深、更广，要求也更高。”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深入”
两字不仅体现了嘉兴市委、市政府对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更彰显
了嘉兴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质量建
设美丽嘉兴的坚强决心。

部署开展“1726”攻坚行动

《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嘉兴全市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市 PM2.5浓度下降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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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 93%以上，地表水市
控Ⅰ至Ⅲ类水质断面比例稳定
达到 90%以上，市级以上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要保持 100%，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
以上，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达到 97%以上。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走 细 走 实 ，嘉 兴 市 将 开 展

“1726”污染防治攻坚行动，通过
建立强化组织领导、调度通报、
考核督查、宣传发动四项工作机
制，牵引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高水平打造生态文明
建设高地。

“1726”谐音“一起爱绿”。“1”
即聚焦生态文明建设高地这一
目标；“7”即根据《实施方案》要求
实施全面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数
字化转型、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绿
色低碳发展、深化“五水”共治碧
水 行 动 、巩 固 提 升 蓝 天 保 卫 成
果、着力打好净土清废治塑攻坚
战、全面加强生态修复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加快构建生态安全格
局七大专项行动；“26”即落实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6 项重
点任务。

水清岸绿，是生态环境蝶变
的重要体现，也是嘉兴市一直以
来努力的方向。此次“1726”污染
防 治 攻 坚 行 动 对 深 化“ 五 水 共
治”碧水行动进行了重点部署。

接 下 来 ，嘉 兴 市 计 划 以《夯
实生态绿色基底 建设碧水嘉兴
行动方案（2021—2025 年）》为指
引，坚持“三水统筹”，在提升良
好水生态环境普惠度、提升饮用
水水源地规范化水平、提升工业
园区水环境质量、推进市重点海
域综合治理攻坚战等方面持续
发力，力争解决一批老百姓身边
的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创造更
多更好的亲水空间，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 深 入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既要保持和发扬嘉兴生态文
明建设的好传统，不断巩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创建成
果，又要系统长远谋划，统筹绿
色低碳发展与构建高质量现代
经济体系，继续集中力量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努
力让绿色成为嘉兴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嘉兴市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海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发布
水土流失面积与强度“双下降”

陕西省西安市智慧环保综合指挥中心近日组织开展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进农村宣传活动。西安市一级网格联合国际港务
区二级网格，采用“巡查+宣传”的模式进村组、进果园，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宣传工作。图为网格员正向村民宣传大气污染防治知识。

本报记者王双瑾摄

积极推进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沈阳19家“超低排放”企业纳入正面清单

资讯速递

图片新闻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 山 西 省 空 气 质 量 再 提 升
2022——2023 年 行 动 计 划》（以
下简称《计划》）近日正式对外发
布。其中提出，山西省太原市及
周边“1+30”（“1”为太原，“30”为
太原周边的 30 个县市）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重点区域不再审批新建
焦化项目。

《计划》明确，高污染、高耗能
的“ 两 高 ”项 目 ，将 受 到 严 格 限
制。除属于 2021 年分类处置清
单范围内完善手续的“两高”项目
外，太原市及周边“1+30”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不再审批新
建焦化和传统烧结、高炉、转炉等
炼铁项目（产能置换项目除外）。

对于现有的焦化企业，要求
在 2023 年 10 月底前，全省保留焦
化企业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计划》提出，将实施四大行
动——夏季臭氧污染治理攻坚行
动、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
行动、散煤清零攻坚行动，力争实
现 11 个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
排名前移。

太原等地不再审批新建焦化项目
现有保留焦化企业限期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推进美丽海湾建设推进美丽海湾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