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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尽提 应赔尽赔
晋江市扎实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专 题

2023 年以来，福建省泉州
市晋江市共筛查出符合启动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线索 23 件，
已办结完成 22 件，下达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金额 19.56 万元，用
于清理固体废物 636 吨，复植树
木 135 株，达到“应提尽提，应赔
尽赔”的目的，保护了生态环境。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
了晋江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领导小组，明确各成员单位
职责，积极推进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工作与行政处罚案件、信
访投诉线索有机结合，把赔偿
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二是强化联动查办。明确
负有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的各行
政机关按照十大线索渠道的要
求，坚持定期组织筛查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强化本
领域本单位线索跟踪查办。

三是强化方式创新。依法
依理“因案制宜”赔偿方式，对
无法完成替代修复且对环境造

成一定损害的赔偿案件，依据
专家组或评估机构出具的损害
评估意见，签订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协议书，明确赔偿方式。

四是强化宣传引导。充分
利用各类媒体报道，加强典型
案例宣传，并组建“晋江市生态
环境普法讲师团”，深入企业、
学校、村（社区）开展生态环境
损害典型案例宣讲，使生态环
境保护主体责任意识真正落到
实处。 蔡明灿

为切实推进环保工作落细
落实，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多
项举措推进落实 2023 年党政领
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工
作任务。

一是细化分解。细化分解
2023 年晋江市党政领导生态环
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工作任务，
并将工作任务纳入全市各部门

绩效考核内容。制定 2022 年度
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
任书考核情况通报问题整改方
案，分解到各相关职能部门，推
动落实整改。

二是压实责任。压实生态
环 境 保 护“ 党 政 同 责 、一 岗 双
责”，及时下达 2023 年各镇（街）
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

任书，并将其纳入镇（街）绩效
考核内容。

三是跟踪督促。每 月 调
度 全 市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党 政 目
标责任书任务完成情况，梳理
汇 总 整 改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重 点
难点问题，及时提请市领导调
度推动。

蔡文波

细化分解 压实责任 跟踪督促
晋江市多举措落实生态环保党政目标责任书

创新审核方法给园区发展注入新动能
江西东乡经开区清洁化、循环化、资源化水平明显提升

经 过 一 年 的 试 点 工 作 ，江 西 东 乡
经 开 区 的 发 展 方 式 和 路 径 更 加 清 晰 ：
清 洁 化 、循 环 化 、资 源 化 提 升 ，可 再 生
能源使用比例提升到 5%，清洁能源使
用率提升到 30%。园区内的企业不再
孤 立 作 战 ，而 是 建 立 了 企 业 与 企 业 之
间 的 清 洁 生 产 产 业 链 ，优 化 企 业 间 的
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效率，充分挖掘
园区整体清洁生产潜力。

不 仅 如 此 ，以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为 首 的 专 家 组 形 成 了 共 计 162 项 清
洁生产问题及方案，其中，宏观层面 13
项，全部为中/高费方案；微观层面 149
项 ，无/低 费 方 案 112 个 ，中/高 费 37
个，推动解决园区和企业发展新问题。

“‘ 药 方 ’开 了 ，关 键 还 要 看‘ 疗
效 ’，而 清 洁 生 产 方 案 的 数 量 、质 量 和
可实施性直接关系到清洁生产审核的
成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总的来说，江西东乡经开区通

过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创 新 试 点 ，不 仅 为 园
区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 动 能 ，也 为 其 他 地
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根 据 测 算 ，若 按 期 实 施 建 设 ，整
个 园 区 每 年 可 实 现 节 约 运 营 成 本 976
万 元 、节 约“ 三 废 ”处 置 成 本 3464.2 万
元 、节 约 燃 料 成 本 42.4 万 元 、节 约 用
水 成 本 210.387 万 元 、节 电 成 本 38.7
万 元 ，园 区 总 体 投 入 每 年 可 减 少
4731.687 万 元 。

在 经 济 效 益 显 著 的 同 时 ，环 境 效
益 也 同 样 突 出 。 若 按 期 实 施 建 设 ，整
个园区每年可实现节约用水 84 万 m3、
节 约 燃 料 1060 吨 、COD 减 少 141.644
吨 、氨 氮 减 少 7.597 吨 、总 磷 减 少 1.73
吨、SO2 减少 253.5 吨、NOx 减少 77.175
吨 、粉 尘 减 少 141.261 吨 、TVOC 减 少
111.099 吨 、危 废 减 少 2.3 万 吨 、固 废 减
少 359.052 万 吨 ，臭 气 减 少 0.14 吨 、甲
烷减少 0.013 吨等节能减排的效果。

首席分析师

◆本报记者徐卫星

“有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组成的专家组前期对企业进行细致的
污染物排查和问题诊断，并提出了适合的提升整改方案，我们拟在配料粉尘
控制、废气工艺优化、VOCs 收集管理等方面开展 17 项清洁生产方案，预计
每年能节约电费约 16.8 万元、减少原材料损耗 0.524 吨、粉尘减排 0.565 吨、
TVOC（室内有机气态物质）减排 56.809 吨，能为企业带来不小的环境和经
济效益。”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与企业齐头并进，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东乡经开
区）园区上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工作。

自 2022 年 12 月 13 日入选第一批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以来，一年时
间，东乡经开区通过方法学创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等举措，探索出一条“试
点—示范—建立模式”综合类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模式 。

“老园区”请来国家队
长长“病例”单道出哪些问题？

据介绍，目前，东乡经开区布局以新材
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为三大主攻产业。
截至2023年，进园企业近350余家，投产企
业230余家，其中，规上企业163家。

“东乡经开区建园比较早，园区在快
速发展中也积累了不少问题。”东乡经开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坦言，由于重经济、
轻环保的现象一度存在，导致企业环境
管理工作不到位、人员配置不足、技术支
撑能力缺乏，环境风险防范重应急、轻预
防等，给环境监管工作带来了困扰。同
时，园区企业布局也不尽合理，比如，南
片区就有化工企业、陶瓷企业、工艺品企
业及机械制造企业等行业企业，各类行
业混杂，虽然能满足“以发展制药、精细
化工、机械等工业为主，应引进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高、工艺技术先进的项目”的
园区规划，但不能实现集约发展。

借助此次入选首批清洁生产审核创
新试点的契机，试点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为技术牵头单位。同时，联合江西省华
赣环境集团研究院，实现国家级科研单位

与省级平台企业科研和技术力量的联合，
共同组织优秀技术力量对园区整体及园
区内重点行业和企业进行把脉，整体把握
无/低费(投资额在 50万元以下的)和中/高
费方案(投资额在 50万元以上的)的设置，
进一步改进生产工艺，节约成本，提高资
源利用率，减轻环境污染。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整体来看，园区在整体布局和产业
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风险防控
和监测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提升空间；从企业间来看，园区内企业
较杂，缺少统筹规划，未能在产业链上分
工协作，产品上下游链条断截，上游企业
无法给下游企业提供废料作为原材料，
使废料回收产业没有规模，高额的技术
和设施成本使废旧回收利用体系无法形
成，资源循环利用也无法实现；从单个企
业来看，园区对部分企业的情况底数仍
不清，重点行业所涉及的 水、气、固废等
核心环境元素的污染物缺乏深入、细致
的排查和问题诊断等。

没有现抓的“药方”
创新提出“三层次”“四阶段”综合园区审核方法

对症方能下药。在“药方”无先例
可 循 的 情 况 下 ，以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为 首 的 专 家 组 只 能 先 摸 着 石 头 过
河。

“ 在 技 术 路 线 上 ，目 前 ，我 国 通 过
‘试点—示范—建立模式’开展强制性
清洁生产审核模式。江西东乡经开区
也是遵循采用这一路线。”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目前，清洁生产审核还是
限于单个企业层面，主要是针对“双超、
双有、高能耗”企业的强制性审核和一
般企业的自愿性审核，还没有针对园区
整体模式推进清洁生产的体系、方法学
和案例。

“以单个企业层次开展清洁生产审
核的方式存在无法发现园区作为一个整
体存在的问题和潜力、无法提升企业与
企业之间的资源能源循环、对行业内多
家同类企业进行的分别审核重复劳动等
问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

因此，本次试点一是创新提出了“三
层次法”的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方法。从
宏 观 层 面 (园 区 整 体)、中 观 层 面 (企 业
间)、微观层面 (重点行业和企业)三个层
面，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技术手段推进园
区整体清洁生产水平的提升，助力园区
绿色发展；二是简化审核程序，将 7 个阶
段 35 个步骤整合创新简化为 4 阶段 15
个步骤，探索高效省时的清洁生产审核
方法。

按 专 业 性 分 类 ，我 国 工 业 园 区 主
要 可 以 分 为 综 合 性 园 区 (园 区 内 有 多
个 重 点 行 业)和 专 业 性 园 区 (园 区 内 行
业 单 一 ，如 电 镀 园 区)，相 对 于 专 业 园
区 ，综 合 性 园 区 在 园 区 规 模 、产 值 、资
源能源消耗、面临环境压力、环境管理
难 度 等 方 面 都 更 大 ，产 业 构 成 和 分 布
也更为复杂。

“ 江 西 东 乡 经 开 区 就 是 一 个 典 型
的 综 合 类 园 区 ，包 涵 渊 山 岗 工 业 园 、
东 山 工 业 园 、科 技 孵 化 园 三 个‘ 园 中
园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通 过 梳 理 ，专 家 团 队 共 筛 选
出 了 新 能 源 新 材 料 、生 物 医 药 、化 工 、
建材、纺织服装 5 个重点行业，又通过
对 重 点 行 业 能 耗 、污 染 物 排 放 水 平 的
综合评价，筛选出 47 家重点行业中的
重点企业。

在 试 点 工 作 中 ，课 题 组 还 尝 试 开
展 产 业 园 区 减 污 降 碳 协 同 创 新 ，根 据
园区主导产业和污染物、碳排放水平，
优化园区空间布局，提高新能源使用，
促进园区能源资源的系统化、梯级化、
循环化利用，提高废物综合利用，提升
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同时，在重点行业和企业层面，通
过“ 一 行 一 策 ”等 方 式 ，督 促 企 业 采 取
工 艺 提 升 、能 源 替 代 、原 料 替 代 、节 能
增 效 、综 合 治 理 等 措 施 ，实 现 生 产“ 全
过程”大气、水和固废等多种污染物以
及 温 室 气 体 协 同 减 排 ，实 现 污 染 物 和
碳排放控制水平提升。

“13”+“149”
试点为园区将带来怎样的改变？

图为专家组进园区进企业问诊图为专家组进园区进企业问诊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南安危险废物监管迈向精细化
实施分级、差别化评估机制,探索监管新模式

本报讯 2023 年 ，福 建 省
南 安 生 态 环 境 局 以 危 险 废 物
规 范 化 管 理 督 查 考 核 为 切 入
点 ，聚 焦 化 工 、电 镀 、铅 酸 蓄
电池、垃圾焚烧、危险废物经
营 单 位 等 重 点 企 业 、重 点 行
业、重点区域，实施不同的防
控对策，确保危废动态清零、
管控无死角。

落实分级管控，突出精准
评 估 。 根 据 危 险 废 物 的 危 害
特 性 、产 生 数 量 和 环 境 风 险
等 因 素 ，以 及 南 安 市 的 实 际
情况，将 58 家废机油、废铅蓄
电 池 集 中 转 运 点 、危 险 废 物
产 生 单 位 列 入 2023 年 —2024
年 度 危 险 废 物 重 点 监 管 企 业
名单，实施分级、差别化评估
机 制 ，突 出 评 估 重 点 和 精 准
度 ，实 现 重 点 监 管 涉 危 废 企
业 评 估 全 覆 盖 ，评 估 58 家

（次），达标 58 家（次），达标率
达 100%。

依托信息平台，线上线下
结 合 。 充 分 运 用 固 体 废 物 环
境 监 管 生 态 云 平 台 ，统 筹 开
展 危 险 废 物 规 范 化 环 境 管 理
评 估 工 作 ，构 建“ 横 向 到 边 ，
纵向到底”“省、市、县、企”四
级 联 动 的 在 线 评 估 体 系 。

2023 年 ，线 上 线 下 共 评 估 涉
危 企 业 87 家（次），推 送 评 估
发 现 问 题 75 个 ，企 业 线 上 反
馈 问 题 整 改 情 况 75 个 ，实 现

“ 来 源 可 查 、去 向 可 追 、监 督
留痕、责任可究”的闭环。

提升监管能力，探索监管
新 模 式 。 一 是 推 进 废 铅 蓄 电
池 集 中 收 集 试 点 ，年 度 收 集
废 铅 蓄 电 池 3405 吨 ，解 决 了
废 铅 蓄 电 池 违 法 收 集 处 置 乱
象 。 二 是 开 展 危 险 废 物 企 业
端 物 联 网 建 设 ，采 用 电 子 标
签 等 集 成 智 能 跟 踪 手 段 ，实
现危险废物全链条、全过程、
全 周 期 闭 环 管 理 。 目 前 ，南
安 市 圣 元 环 保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等 企 业 集 成 智 能 跟 踪 系 统 已
正 式 运 行 。 三 是 推 进 危 废 全
过 程 监 管 ，部 署 重 点 产 废 及
经 营 单 位 落 实 危 废 的 收 集 、
贮 存 、转 运 和 利 用 处 置 点 位
视 频 安 装 及 联 网 工 作 ，实 现
对 现 场 情 况 在 线 实 时 调 度 和
跟 踪 追 溯 。 四 是 联 合 卫 健 、
市监、公安、医保部门开展医
疗 服 务 领 域“ 综 合 监 管 一 件
事 ”，形 成 部 门 合 力 ，加 强 医
疗废物处置监管，保障环境安
全。 陈丽雯

唐山丰润帮扶企业完成信用修复
处罚决定书送达时告知信用修复方法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高
小杰 王蕊唐山报道 为降低失信
情 形 对 企 业 造 成 的 不 利 影 响 ，
河北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丰润
区 分 局 全 方 位 加 强 信 用 监 管 ，
积 极 引 导 、主 动 服 务 企 业 纠 正
失 信 行 为 ，为 企 业 重 塑 良 好 品
牌 形 象 。 今 年 以 来 ，丰 润 区 分
局共为 17 家企业完成生态环境
信用修复。

明 确 告 知 ，提 高 失 信 敏 感
度。丰润区环境执法人员严格按
照“谁处罚、谁提醒”原则，在送达
处罚决定书时，面对面告知企业
失信惩戒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调
整信用等级、采取惩戒措施方面
作出细致说明，保证企业知情理、
明法条、懂轻重，做出主动纠错、
自愿合规的正确抉择；同时，告知
企业申请信用修复的渠道和方
法，助力企业“改”有动力、“纠”有
方向。

优 化 流 程 ，提 高 服 务 贴 心
度。针对企业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项，做好整改核查工作，在企业完
全履行整改责任后，以最快的速
度帮助企业完善修复材料，简化
向“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平台等分头申请繁琐事
项，及时撤下处罚信息，帮助企业
尽早实现失信脱帽。

强 化 宣 讲 ，提 高 信 用 重 视
度。丰润区分局充分利用电话、
微信、网站等渠道，开展环境信用
修复政策宣传引导，帮助企业正
确认识规范经营，提升环保治理
效能和信用修复效能的重要意
义；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高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自觉诚信守
法经营，实现绿色长远发展。

下一步，丰润区分局将继续
大力开展信用修复工作，帮助企
业提振发展信心，在信息互联的
大数据时代实现绿色长跑。

鄂西北地区首个垃圾焚烧项目投运
年可处理生活垃圾18万吨，发电5100万千瓦时

本报讯 近日，鄂西北地区首
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投
运。

据了解，这一项目规划日处
理生活垃圾 800 吨。目前，投产
一期项目总投资 5 亿元，建设一
台日处理生活垃圾 500 吨的炉排
炉垃圾焚烧锅炉和配套的发电机
组。同时，配套烟气净化系统、废
水处理系统、飞灰处理系统等配
套工程。

据测算，这一项目年运行时
间 8000 小时以上，年可处理生活
垃 圾 18 万 吨 ，年 发 电 量 5100 万
千瓦时，上网电价 3000 多万元。
同时，每年可节省近千万元的垃
圾填埋场运营成本和渗滤液处
理成本。

这一项目是鄂西北地区第一
个建成投产并实现跨区域垃圾协
同处置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可
实现十堰市南三县和保康、神农
架等周边区域城乡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资源循环化利用。

据了解，生活垃圾埋于地下，
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其产生

的垃圾渗滤液又对良好的生态环
境带来一定风险隐患。为推进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保一
库碧水永续北送，近年来，十堰市
积极向先进城市学习，变垃圾填
埋处置为焚烧发电处理。

垃圾量少了，垃圾焚烧发电
因处置成本高难以为继；垃圾远
距离转运，又因运输成本高带来
诸多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十
堰全市“一盘棋”整体统筹，他们
按照分区域布点、就近集中等原
则，积极谋划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分别在房县、十堰市城区、
丹江口市各建设一座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其中，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已建成投运；丹江口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于 2023
年 10 月 建 成 ，规 划 建 设 300 吨/
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系统；十堰
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目
前基本完成场平工作，将于 2024
年底竣工，项目设计处理能力为
600 吨/日。

叶相成

安康首个EOD项目入选国家库
项目建成后将提升月河恒口段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本报讯 日前，陕西省安康市
恒口示范区牵头组织的生态环境
导向开发项目（EOD）正式通过
生态环境部评审，成功入选国家
EOD 项目库，这是安康市首个成
功入库项目。

据 了 解 ，这 一 项 目 总 投 资
23.92 亿 元 ，可 融 资 贷 款 17.5 亿
元，实施期限为 23 年。其中，建
设期 3 年，运营期 20 年，实施范
围为恒口示范区西南片区（包含
33 个 行 政 村 和 3 个 社 区），区 域
面 积 119.5 平 方 公 里 ，主 要 针 对
区域内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通过
EOD 模式实施月河恒口段流域
生态环境治理，再通过产业开发
项目的收益实现对生态环境治
理项目的反哺。

项目包含生态环境治理与关

联产业开发共 5 个子项目，包括
恒口示范区雨污分流和配套管网
建设项目、月河中上游水生态环
境治理项目、恒口示范区温泉康
养度假一期项目、恒口示范区绿
色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恒口示
范区农文旅融合示范园建设项
目。

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月
河恒口段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厚
植自然生态资本，夯实“绿水青
山”本底，切实守护“一泓清水永
续北上”。通过适度发展温泉休
闲康养、农文旅融合等环境依赖
型、敏感型产业，将环境资源转化
为发展资源，使得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以生态振兴、产业兴
旺两个维度支撑恒口示范区全面
乡村振兴。 肖成 侯佳明

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和峨山镇毗邻交界的峨山上曾有多处
废弃矿山。近年来，繁昌区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开展矿山
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实施峨山区域废弃矿山整治、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工
程，打造峨山沿山休闲景观带，让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重焕生机。图为
废弃矿山改造的峨山公园。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