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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全力守护“襄阳蓝”
2023 年，襄阳市区优良天数改善幅度居湖北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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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选拔”——出类拔萃的不只是“美貌”

图为海南美丽海湾美景一瞥。
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口湾、三亚湾、

海棠湾、感城港湾、棋子湾入选 2023 年
度海南省级美丽海湾，这批海湾“各具
特色，各美其美”，引发了人们对美丽海
湾的无限遐想。

能从众多海湾中脱颖而出被冠以
“美丽海湾”之称，足以说明这些地方拥
有过人之处。那么，这些入选的海湾到
底有何魅力，将来如何打造自贸港“蓝
色名片”？

“海南的美丽海湾就像是镶嵌在海
南岛上的宝石，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
擦得更亮，让它们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
辉，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蓝色名片。”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邸伟杰近日
在全省美丽海湾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如是说。

推进综合治理

创建美丽海湾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的美景让人遐想。如歌的涛声
涨落起伏，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为让公众能持久地在海
湾享受诗意生活，海南不断巩固
并扩大着美丽海湾的建设成果。

邸伟杰说，为发挥典型示
范引领作用，海南省将持续按
年 度 开 展 海 南 省 美 丽 海 湾 评
选，确保美丽海湾建设成果不
缩水、不倒退。

记者从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海洋环境管理处获悉，全省岸线
被划分为 58个地理单元，“十四
五”期间，计划重点推进 21个海
湾地理单元步入美丽海湾行列，
其中，8个海湾被纳入国家规划。

海南省高度重视美丽海湾
保护与建设，2023 年年初印发

《关于加强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

的意见》，明确美丽海湾保护与
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
障措施。同时，在制定标准方
面，海南省结合国家基本要求和
本土特色，制定印发《海南省美
丽海湾建设指标（试行）》，为高
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特色美丽
海湾进一步明确方向。

同时，海南省将美丽海湾
建设与落实《海南省“十四五”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有效
衔接，形成重点任务措施清单，
涉及海湾生态保护修复等共计
六大类 234 项重点任务，现已
全面启动。

下一步，海南省计划组织
开展好第三次海洋污染基线调
查和海南省海湾精细化调查，
系统掌握全省 58 个海湾生态
环境基础状况，为因地制宜推

进美丽海湾建设提供基础数据
和决策依据。

海 南 省 还 将 通 过 陆 海 统
筹、河海联动，以海湾为基础单
元和重要载体，“一湾一策”协
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
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
不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系统质
量和稳定性。

可以想像的是，分布在海
南蜿蜒海岸线上的各大美丽海
湾，未来将成为展现环境之优、
生态之美的自贸港建设“蓝色
名片”，也成为“水清滩净、鱼鸥
翔集、人海和谐”的最美展示。

海南高标准建设特色美丽海湾海南高标准建设特色美丽海湾

筑牢自贸港建设生态屏障筑牢自贸港建设生态屏障
◆本报记者孙秀英

“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
和谐”，这是美丽海湾建设的目
标。海南省的美丽海湾建设，在
国家 5 项指标基础上结合本土特
色，增加了 6 项指标，包括：公众
满意度、入海河流劣Ⅴ类消除情
况、入海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属地
生态环境及相关部门工作情况、
国内外影响力提升和重大战略落
实情况。

这 11 项指标，也是此次 2023
年度海南省“美丽海湾”评选的基
本标准。从这些指标中不难看
出，美丽海湾的美，首先美在生
态。而此次新晋的 5 个省级美丽
海湾，它们的生态美感也体现在
多个不同维度。

其中，海口市秉持“自然·共
生·未来”理念，实施控污、净海、
畅通工程，提升海口湾亲海空间
品质，打造了“椰风海韵，湾城融
通”的美丽海湾景观。

作为著名的城市会客厅，三
亚湾和海棠湾通过“生态+旅游+
经济”可持续发展，“两山”转化成

效显著。位于海南岛西部的东方
感城港湾拥有悠久历史，朝着农
旅文融合发展方向，不断打造“海
湾—河流—湖库—乡村文化融合
一体的生命景观线”。

而在昌江棋子湾，当地不仅
通过开展海湾环境治理、海防林
修复等行动推动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还积极开展“无塑海洋”行
动 ，建 立 首 个 渔 船 打 捞 垃 圾 试
点，为海洋垃圾多元共治贡献昌
江模式……

“这批海湾各具特色，各美其
美。”邸伟杰说，海南省坚持因地
制宜，结合海湾的生态环境特点
和湾区发展定位，以及沿海市县
地域特征，量身定制美丽海湾保
护与建设“一湾一策”，系统推进
陆海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修复，
力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与湾区优
化发展相辅相成。

在美丽海湾建设的统领作用
下，海南省坚持陆海统筹和区域
联动，推动近岸海域水质稳中向
好，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让公众“怦然心动”——多样美景引人入胜

白鹭掠过天际、光影洒在
滩涂，海风轻拂、潮起潮落，湛
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不断涤
荡着身心……美丽海湾的浪漫
之景，怡人且令人向往。

作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中重要的要素单元，海湾既是
各类海洋生物繁衍生息的重要
生态空间，也是各类人为开发
活动的主要承载体，既承载着
各 类 人 为 开 发 活 动 的 环 境 压
力，也是重要的海洋景观带和
面向大众的生态产品。

近岸海域水生态环境的好
坏主要体现在海湾上。因此，
美丽海湾建设变得极其必要。

如今，沿着海南海岸线分

布自然形成的海湾，从“外貌”
到“个性”都在发生变化。它们
有的为市民游客休憩提供开阔
的活动空间、舒适的亲水环境，
让 公 众 每 次 遇 见 都“ 怦 然 心
动”；有的因地制宜探索海湾陆
海污染防治方法，守护海洋蔚
蓝底色；有的则集聚一批公共
空间、展演活动、商业业态等多
元文化，吸引游客、网红前来

“打卡”，构建起开放活跃的公
共区域。

不久前，海南环岛旅游公
路全线通车，串联起众多海湾，
海南省海岸海洋美景得以更充
分展示。“游客借助环岛旅游公
路，就可近距离欣赏各大海湾

的美景，体验滨海旅游和水上
运动的乐趣。”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产业发展处一级
调研员袁绪良表示。

生态之美是美丽海湾建设
的 底 色 。 海 南 省 美 丽 海 湾 建
设，在岸线自然资源和生态系
统修复上下足了功夫，这也是
开 展 美 丽 海 湾 评 选 的 重 要
指标。

“海南省坚持陆海统筹，大
力推动建设湿地、红树林和珊
瑚礁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筑牢全省自贸港建设生态
屏障。”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 海 域 海 岛 管 理 处 处 长 朱 耀
强说。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巩固扩大建设成果

近年来，湖北省襄阳市委、市
政府始终扛牢扛实生态环境保护
政治责任，坚持以铁的手腕、铁的
决心、铁的纪律，紧盯重点、精准
发力，全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各
项工作。

2023 年，襄阳市区累计优良
天数 272 天，同比增加 16 天，优良
天数比例为 74.5%，改善幅度居
全省第一，超额完成湖北省下达
的目标任务（263 天）；PM2.5 平均
浓度为 47.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5.2%，超额完成湖北省下达的
目标任务（48.7 微克/立方米），改
善幅度居全省第二。

坚持高位推动，落实
整体推进

2022 年 7 月 4 日，襄阳市委、
市政府决定成立襄阳市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指挥部，市委书记、市长
任“双指挥长”。攻坚指挥部成立
以来，巡查交办涉气问题 3000 余
个，2023 年，约谈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工作落实不力的 6 个县（市、
区）和 3 个市直单位，形成了狠抓
大气污染防治的高压态势。

坚定不移狠抓工业减排。襄
阳市高质量完成了 2023 年 600 个
工业企业废气治理项目。积极推
进全市两家钢铁企业、4 家水泥
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扎实开展挥
发性有机物突出问题排查整治，
全市累计排查存在挥发性有机物
突出问题的企业 613 家，发现问

题 378 个，完成整治 361 个。积极
争取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6649 万元，支持 20 家企业开展废
气深度治理。邀请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中
国铸造行业协会等单位的专家

“把脉问诊”，驻厂帮扶，开展“一
厂一策”精准指导，提升企业的治
理水平，降低污染物排放量。

强 化 用 车 大 户 监 管 。 2023
年，开展入户抽测 51 次，完成 53
家重点用车企业门禁监控联网工
作。整治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站

（I 站）及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维
护站（M 站）弄虚作假问题，立案
查处 28 家环检机构，取消 1 家机
动车尾气超标维修站资质。鼓励
淘汰营运柴油货车，对符合条件
的国Ⅲ及以下营运类柴油货车实
行分阶段、分年限、分类别的补助
政策，实施补助淘汰。

强化工地扬尘管控。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巡查组坚持把
扬尘管控作为重点，对反复发生
问题或屡督屡犯的，坚决停工整
改，公开曝光、约谈主管部门和工
地负责人。2023 年约谈城区、市
直 部 门 及 工 地 4 批（次）21 人

（次），媒体公开曝光 12起案例。

强化监管执法，保卫
蓝天白云

进入秋冬季以来，襄阳市大
气污染防治 攻 坚 指 挥 部 领 导 带
队 坚 持 每 晚 10 点 至 次 日 凌 晨 2
点 左 右 开 展 夜 查 ，到 目 前 已 基
本控制住了重型柴油货车夜间

闯禁限行等情况发生。
强 化 农 作 物 秸 秆 露 天 禁 烧

管 控 。 2023 年 ，襄 阳 市 持 续 巩
固 扩 大 成 果 ，统 筹 人 防 、技 防 ，
严 抓 农 作 物 秸 秆 露 天 禁 烧 工
作 ，11 个 市 级 督 查 组 分 县（市 、
区）包 保 督 查 ，组 建 市 级“ 蓝 天
卫 士 ”禁 烧 平 台 ，形 成“ 一 张
网 ”，实 现 统 一 监 管 、统 一 督 办
整 改 。 2023 年 ，襄 阳 市 秸 秆 焚
烧火点数量较 2022 年同比下降
约 50%。

强 化 做 好 重 污 染 天 气 应
对 。 加 强 重 污 染 天 气 会 商 预
警 ，确 保 早 预 判 、预 判 准 ，早 部
署 、早 行 动 。 印 发 重 污 染 天 气
应 急 减 排 措 施 清 单 ，覆 盖 全 市
673 家重点行业企业。重污染天
气应急期间，综合运用 154 个重
点企业视频监控探头、149 家重
点排污单位用电监控和在线监
测等信息化手段，生态环境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督促企业严格落
实“一厂一策”减排措施。

襄 阳 市 始 终 坚 持 违 法 必 究
的原则，依法、精准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驱除“害群之马”。2023
年以来，持续开展了重点行业领
域达标排放执法检查、高新区工
业炉窑企业涉气问题帮扶检查、
排污单位自动监测突出问题监
督帮扶等行动，严厉打击超标排
污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严查快
处故意不正常运行自动监测设
备、篡改或伪造自动监测数据等
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共查处涉气
违 法 案 件 133 件 ，罚 款 483 万
余元。

◆韩逸臻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太原
市将进一步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全力推进“一泓清水入黄
河”工程建设，持续改善地表水环
境质量，实现国考断面水质稳定
达到优良水体标准。

确保“一泓清水入黄河”是山
西省委、省政府全面落实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作
出的重大决策，是太原市委、市政
府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再
现“锦绣太原城”盛景的具体举
措。今年，太原市将全面贯彻落
实省、市“一泓清水入黄河”工作
部署安排，从 8 个方面入手开展
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推进雨污合流制排水管网改
造。开展源头雨污分流改造，以
城中村、老旧街巷、老旧小区、公
共建筑及企事业单位庭院为重点
进行源头排查治理。同时，加快
污水管网混错接节点改造、老旧
管网破损修复等。

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按照太原市统一部署安排，对
城南污水处理厂、晋阳污水处理厂
等开展水质提升改造。同时，加快

推进新建龙城污水处理厂，提高全
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推进支流渠系综合整治。开
展小店区太榆退水渠、阳曲县杨
兴河、晋源区河西南部退水渠、清
徐县城吴柳退水渠综合治理，保
障支流入汾水质稳定达标。

推 进 重 点 工 业 企 业 提 标 改
造。开展太钢工业废水治理设施
提标改造，实现出水稳定达标。

推 进 城 乡 黑 臭 水 体 排 查 整
治。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加强
水质监测，压实责任，及时整改，动
态清零，坚决防止返黑返臭。

推进农村污水治理。按照分
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
分区分类推进汾河干流及主要支
流堤外 3 公里范围内两侧农村污
水治理，力争实现全收集、全处理。

推进农田灌溉节水行动。大
力推进农业节水，发展节水灌溉，
冬春浇地期间严格取用水管理，
严禁“大水漫灌”行为，严格落实
农灌退水不入河。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强化巡
查检查，形成执法高压态势，严厉
打击超标排放、偷排偷倒、非法取
水等违法行为，为水环境质量改
善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本报记者潘骞砀山报道 安徽省
砀山县按照“降总量、管夜间、控扬尘、
削高值”攻坚路径，持续坚持从源头防
控、过程严控、末端监控上发力，充分
发挥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强化重点排
污单位监管，进一步促进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全力打好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

强化精准管控。砀山县持续坚持
从源头防控、过程严控、末端监控上发
力，聚焦重点区域、传输条件、高值因
子，强化污染成因综合研判，实行 24
小时值守指挥和日调度，加强高值区
域和污染源精准管控。强化精准监督
执法，加强重点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
管理，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坚
持执法检查和督察联动，持续开展驻
点督导帮扶，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对环境违法问题突出、工作措施不落
实、履职尽责不到位的，进行严肃追责
问责。

综合整治扬尘。砀山县突出重点
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加强建筑
工地、市政及拆迁工程施工扬尘管理，
针对秋冬季大风天气多等因素，重点
检查建筑工地苫盖不完全等现象，确
保抑尘措施落实到位。

治理工业企业料堆场。砀山县持
续做好工业企业料堆场监督管理工作，
督促工业企业料堆场物料储存落实相
关要求。采取有效抑尘措施，加强物料
装卸、运输等过程和场地扬尘污染防
治。建筑工程、水泥制品生产等重点行
业企业料堆场在保障安全生产前提下，
全部采用密闭或封闭料棚等方式储存，
确保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遏制露 天 焚 烧 。 砀山县进 一 步
加大秸秆垃圾禁烧巡查力度，充分发
挥村组基层组织作用，完善网格化监
管体系，聚焦田间地头、村镇周边、道
路 沿 线 等 高 发 易 发 区 域 ，开 展 全 方
位、全环节、全覆盖排查整治。坚持

“人防+技防”，充分发挥卫星遥感、
禁止秸秆垃圾焚烧视频监控、红外报
警系统等大数据平台作用，严格落实
24 小 时 值 守 制 度 ，确 保 露 天 焚 烧 火
情“发生即发现，发现即处置”。

资讯速递

抓好重点流域重点时段水环境质量监管

内蒙古严守水质安全底线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为强化枯水
低温期、汛期等重点时段水环境质
量监管，确保重点流域河湖水质稳
定达标，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组织指导各盟市提早开展汛前
河湖水环境隐患问题排查整治，
强化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督管
控，加强重点流域断面水质监测
监管，坚决守住水质安全底线。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全面分析梳理往年水质波
动较大的河流断面，组织环境监
测、执法、科研、综合保障等部门
开展汛期河湖水环境质量分析会
商和断面水质超标成因分析预
警。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和各盟
市科学增设预警断面，增加监测
频率，组织开展国考断面水质同
步监测、加密监测等。自治区生
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组织加
强对固定源及入河排污口监管，
依法查处超排、偷排等违法行为。

早安排、早部署。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还制定印发了

《关于加强 2024 年重点时段地表
水环境质量监测监管工作的通
知》，组织各盟市针对近年枯水低
温期、汛期水质出现下降的国考
断面，重点排查其汇水范围内的
排污企业、工业园区、城镇污水处
理厂、农业面源（含畜禽养殖）等
污染源，强化对相关入河排污口
的监测监管。

认真落实工作部署要求。内
蒙古自治区各盟市生态环境局抢
抓时间，积极行动，着力消除水环
境风险隐患。呼和浩特市生态环
境局组织严查城区河道污染物违

规堆积、倾倒问题，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实地检查企业水污
染源实时监控系统、在线监测及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呼伦贝
尔市生态环境局紧盯雅鲁河成吉
思汗国考断面水环境质量，组织
开展汛前水环境隐患排查整治，
实地检查扎兰屯市污水处理厂、
东北阜丰有限公司等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情况，并组织清理雨水管
道、涵闸、沟渠、坑塘等处积存的
污水、垃圾和畜禽粪污。鄂尔多
斯市生态环境局提前在冰雪期开
展隐患排查，加强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城镇和企业污水处理设
施排查整治，严防管道冻裂等引
发的环境污染事故。巴彦淖尔市
生态环境局建立地表水水质“日
调度”机制，组织市水利、林草等
部门及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
中心、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等
部门开展会商，并指导旗（县、区）
及早开展汛前河湖水环境隐患问
题排查整治，突出污水处理设施
达标管控，督促旗（县、区）加强排
干沟断面水质监测监管。乌海市
生态环境局与市水务、城管等单
位协调联动，开展汛前水质保障
提升行动，集中排查维护污水、雨
水管网，巡河清淤，推动问题早发
现早解决。

下一步，内蒙古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将继续紧盯重点时段全自
治区地表水质量变化情况，运用
水环境形势分析会商和预警督办
等工作机制，及时提醒预警并开
展实地指导帮扶，确保重点流域
河湖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改
善。 李俊伟

八大措施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

太原推动“一泓清水入黄河”

临清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

“天空越来越蓝越来越美了”

本报讯“天空越来越蓝，越
来越美了，看着蓝天白云，我们锻
炼起来也更有心劲了。”近日，正
在广场上锻炼身体的山东省临清
市民王大妈高兴地说。

为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山东省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临
清市分局主动作为、科学谋划、攻
坚克难，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应
对，奋力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
效，全力守卫“天空蓝”。

坚定信心决心，科学精准施
策。每日坚持召开空气质量研判
会议，根据空气质量影响因素，把
当日任务以工单的形式下发。在
不同时段，根据空气质量落后因
子，创新性开展单项因子指标考
核问效。主抓重点时段、重点区
域、重点因子，聚焦重点，精准施
策。出现高值情况时，第一时间
加密监测，精准溯源，并及时反
馈，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督促完成
现场整改。

坚持分级管控，推进精准减
排。制定工业企业“一厂一策”精
准减排措施，根据不同预警级别
和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类别，落实
差别化应急减排措施。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期间，临清市环境执
法系统上下联动、昼夜不停、重拳
出击，对全市重污染天气期间应
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督导企业提高责任意识。

强化措施落实，科学抑尘控
尘。每日对扬尘办督导问题、污
染防治攻坚战工作群反馈问题、
大气每日分析研判派送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通报，压实部门责任，促
进任务落实。组织市住建、综合
执法等部门及第三方专家组，对
建筑工地、工业企业及道路保洁
等开展联合督导。环委办及生态
环境部门每日开展“零点行动”，
重点检查在线监控、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及时督导问题整改
到位。 董若义 周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