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政领导
抓落实

党政领导党政领导
抓落实抓落实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13790（广告部） 67113791（发行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市监广登字20170102号 零售：1.50元 年价：390元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王四营乡孛罗营村）

综合新闻04
2024.04.03 星期三2024.04.03 星期三

责编: 程梓桐
电话: (010)67116583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zkyb@sina.com

基层基层

大陈岛为何风景独好？
破解海洋治污难题，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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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州委书记部署河湖保护治理工作

全力保持好普者黑湖Ⅱ类水质

太原市市长在南沙河开展巡河调研

不断改善汾河太原段水质

伊春开展“生态助企”服务行动
强化主动帮办服务，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见效

承德县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大保卫战关键指标保持稳定或提升

大连庄河生态环境与税务部门召开协调会

加强数据共享 强化协同共治

◆顾士刚 张思强韩东良

村边，一河清水碧波荡漾；村外，麦苗青
青晕染出一片绿色；村里，蜿蜒水泥路直达生
态养殖场……近年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
邱集镇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多措并举推
进 畜 禽 粪 污 资 源 化 利 用 ，构 筑 绿 色 发 展 新
格局。

走进邱集镇王宇村畜禽废弃物处理中心
厂房，只见一条有机肥生产线正在运转着，发
酵后的粪便被机器“吞”下后“吐”出黑色粉末
状的有机肥料。工人们则在有条不紊地打
包、搬运、分包，一袋袋有机肥整齐地堆放在
工厂一侧。

王宇村是传统的种植养殖大村，畜禽粪
污处理一直是村里的“老大难”问题，尤其到
了夏天，不仅气味难闻，还容易滋生蚊蝇。

今年 57 岁的王建章养了 20 多年鸡，过去
鸡 粪 随 意 堆 放 ，弄 得 邻 里 关 系 紧 张 。 2023
年，邱集镇党委政府牵线搭桥，王宇村成立睢
宁鑫思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 3000 万
元建立畜禽废弃物处理中心，对产生的畜禽
粪污进行烘干发酵处理，做成有机肥料进行
销售。“过去，鸡粪送人都没人要，现在送到这
里来还能挣钱。”王建章说道。

“我们把养殖户的畜禽粪污收集起来，经
过厌氧发酵，有效去除其中的硫化成分，再经
过干湿分离等多道工序，让原本令人避之不
及的粪污转化为有机肥。”王宇村党总支书记
王腾表示，这个项目满产后每年可生产高品
质商品有机肥 10 万吨，能有效解决环境污染
和种植养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为
镇域范围内养殖户解决了养殖粪污处理难
题，还帮助种植户使用有机肥发展绿色循环
农业，解决近 30个就业岗位。

据了解，邱集镇有耕地 13 万亩，其中水稻种植达 12.5 万亩，占全县
水稻面积的 1/5。据测算，完全有能力消纳 10 万吨有机肥。邱集镇专
门组建“专家工作站”，与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省农
科院等建立产学研战略合作关系，目前，邱集镇已发展优质稻米订单农
业 3 万亩。在优秀专家团队的加持下，邱集镇大米已经注册了“仝海
村”“味道邱集”等品牌商标。

“既要生态好，也要产业兴。我们探索出了一条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与生态种植养殖双促进同发展路子。”邱集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农
业分管负责人邱丽娜说道。

“我流转了 350 亩土地，一季稻一季麦，借着镇创建的农业品牌优势，
每年都卖出了好价钱。去年秋季，我使用了村里生产的有机肥，现在每隔几
天，镇农业技术人员都会来察看小麦长势。”种植户王小春高兴地说。

“循环利用，绿色种养，延伸了产业链，增加了附加值，实现了一产
往后延、二产两头连，树立邱集大米品牌形象，对种植户、养殖户，以及
粪污处理企业，都是有利的事，对生态环境更有益，我们将持续在粪污
转化肥料项目上做‘文章’，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发展胜
势，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邱集镇党委书记刘林威表示。

目前，围绕粪污资源化利用，实施种养结合、绿色循环，睢宁在岚山
镇、官山镇、邱集镇、魏集镇建设 4 个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年产有机
肥 26 万吨。在全县 18 个镇（街道）建有 37 个沼气站，沼渣、沼液可满足
20 万亩有机种植。据农业农村部畜牧业综合信息平台统计测算，睢宁
县畜禽粪污年产量 250.6 万吨，畜禽粪污年利用量 238 万 m3，综合利用
率 95%。

本报讯 近年来，河北省承德
市承德县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以督察问题整改为
契机，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推动生态环境系统治理。

深 入 推 进 蓝 天 保 卫 战 ，以
PM2.5 为主线，以秋冬季为重点时
段，做好“尘、煤、车、燃”四篇文
章，加强臭氧协同控制，加大氮氧
化物、VOCs 协同减排力度，强化
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
实现县域内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截至 2023 年底，县城环境空气质
量 PM2.5 浓度为 21 微克/立方米，
较 2015 年 下 降 64% ，优 良 天 数
299天，较 2015 年增加 77天。

深入推进碧水保卫战，统筹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
强滦河、武烈河等重点河流综合
整治，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管控，2023 年县域内主要河流国
考 、省 考 断 面 达 标 率 始 终 保 持
100%的目标，集中式饮用水水质
达标比率稳定保持 100%，水环境

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深入推进净土保卫战，实施

土壤源头管控，严格“一住两公”
建设用地管理，加强关闭搬迁企
业腾退地块、地下水污染管控，深
入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因地制宜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常态化
开展黑臭水体排查整治。截至目
前，县域内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地下
水环境质量区域考核点位达到Ⅲ
类标准要求，累计完成头沟镇平房
村等 34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黑臭水体保持动态清零的目标。

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
理，加强医疗废物、危险废物、产
废重点企业的管理。截至目前，
全县 45 家涉危企业实现“一企一
档”管理，对承德嘉恒医疗废物处
置有限公司等 5 家重点企业安装
视频监控智能采集设施及称重数
据智能采集传输设施，并与市级
智能化监管平台联网。

刘海磊

江西省吉安 市 泰 和 县 第 三 实 验 小 学 近 日 组 织 学 生 走 进 泰 和 县
污水处理厂参观学习，让学生们探秘污水处理过程，增强水资源保护
意识。 邓和平摄

◆钱慧慧

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码头坐船，向
东行驶 29 海里，一座海岛映入眼帘。春
暖花开，万物峥嵘，阳光下的大陈岛熠熠
生辉，吸引着游客的到来。

大陈岛是国家一级渔港、省级森林公
园和省海钓基地、首批省级林业碳汇先行
示范基地和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岛周海
域是浙江省第三大渔场，素有“东海明珠”
之称。

多项荣誉的背后，是椒江区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多举措破解
海洋治污难题，不断深化拓展海岛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通道，努力打造“水清滩净、鱼
鸥 翔 集 、人 海 和 谐 ”美 丽 海 湾 的 不 懈 努
力。如今，这颗“东海明珠”正绽放出更加
夺目的光彩。

源头治理+数字赋能，破解
海洋治污难题

漫步大陈岛，水碧岸绿，一幅生机勃
勃的生态画卷铺展开来。然而，过去的大
陈 岛 却 是 污 水 直 排 大 海 ，海 域 漂 浮 着
垃圾。

为推进大陈岛海洋垃圾综合治理，椒
江区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污。在源头治
理方面，深化污水“零直排”建设，对集镇区
域内28家公建单位、40家“六小行业”企业、
579户居民家庭户进行污水管网改造，对
下大陈岛区域内公建地块、沿海环岛道路
等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新建管网 5 万平方
米、改造管网 40 万平方米，实现“污水全

收集，处理全达标”。椒江区还对大陈镇
原有 300T/D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扩
容提标改造，同步完成污水处理站提标，
出水水质达到准地表水Ⅳ类水质限值。

除了污水外，船舶污染、海洋塑料污
染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2019
年，椒江区首创“海洋云仓”智慧治污模
式，在中心渔港、大陈渔港建设智能硬件，
可分类回收含油污染物、废铅酸电池这两
类海域污染物，打通产废、收集、运转、处
置、监管等环节，实现船舶污染物全流程
闭环治理。之后，椒江区将“海洋云仓”与
数字化平台“渔省心”相结合，做到海洋污
染物存积、处置情况一目了然，并建立“三
色码”生态保护信用评价机制，对每艘船
进行智慧管理。

在船舶污染物得到有效治理的基础
上，椒江区进一步将海洋污染物的整治范
围扩大，聚焦海洋塑料垃圾回收处理，探
索“蓝色循环”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的模式，依托区块链和物联网等
技术，构建起海洋塑料垃圾“国际化认证
增值—市场化垃圾收集—高值化资源利
用”流程体系，垃圾由“海漂”进入“小蓝之
家”海洋垃圾收集点，被加工成塑料颗粒，最
后变成再生产品，形成可循环价值链。

保护优先+生态修复，打造
生态美丽海岛

大陈岛拥有造型雄奇的甲午岩，渔业
资源丰富，但台州海洋灾害频繁，岸线破
损严重。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椒江分局党
组成员洪燕介绍，当地依托海岛优势，遵

循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线，推进海岸
线、岛礁整治修复，打造“水清、岸绿、滩
净、湾美、岛丽”的海岛优美生态环境。

重量级工程接踵而至：大陈岛生态修
复项目总投资 2.4 亿元，获“蓝色海湾”中
央财政奖补资金 1.2 亿元，在岛上实施并
完成 13 个重点项目；对 906 米砂质岸线进
行修复，对长约 2500 米的乌沙头侵蚀岸
线 进 行 防 护 加 固 ；建 设 滨 海 生 态 廊 道
3000 米，改造岸线并建设栈道 467 米；实
施无居民海岛复绿 83.67公顷……

“一系列工程接续推进，不仅有利于
恢复岛上自然岸线、改善近岸水质、增强
抵御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填补了大
陈岛上没有休闲沙滩的空白，推动大陈岛
休闲旅游业发展。”洪燕说。

与此同时，椒江区还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鸡笼头是大黄鱼的主产地，曾因过
度捕捞，导致野生黄鱼资源濒临枯竭。近
年来，椒江区致力于渔业资源恢复，持续
建设大陈岛海洋牧场示范区，投资 3000
万元左右建成人工鱼礁礁体数量 426 个

（只、组），鱼礁规模 10.5万立方米。此外，
选择大黄鱼、黑鲷以及墨鱼等鱼种，增殖放
流2.59亿颗（只、尾），修复海洋渔业资源。

“碳”路先锋+共治共享，拓
宽海岛富民路径

推进海陆交通全电化，建成全电水产
养殖场……大陈岛正逐渐成为生态优先、
智慧支撑、协同发展、同富共赢的海岛碳
中和示范区。

作为台州入选浙江首批低（零）碳试

点的乡镇之一，近年来，大陈岛以“绿氢”
为发力方向，深入推进碳中和示范区建
设。目前，全岛共有 34 台风力发电机，打
造以风电为主的生产模式，年发电量达
6000 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 4.5 万吨二氧
化碳排放量。

如何将海岛的碳汇资源转化为老百姓
实实在在的收益？椒江区积极探索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2023年 10月 27日，浙江
省首笔海洋蓝碳（贝类）线上交易——大
陈岛贻贝养殖固碳项目碳资产交易，在椒
江区完成竞拍确认。

“我们前期对大陈海域和陆地进行系
统性的调查和采样，通过模型推导、现场
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评估和论证大陈
岛海洋蓝碳的储量和价值。”台州市生态
环境局椒江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展明
告诉记者，本次碳资产交易涉及2016年—
2023年大陈镇贻贝养殖产生的碳汇量，由

“双碳大陈数智化平台”进行碳汇量核算。
据悉，此次拍卖的大陈岛贻贝养殖固

碳项目碳资产，由大陈镇全体贻贝养殖户
创造，这次拍卖所获得的 100500 元也将
由台州市椒江大陈岛惠民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作为大陈岛共富基金的载体，回馈到
每个养殖户手中。

此外，椒江农商银行还出台“蓝碳贷”
“蓝碳存”等金融服务，建立蓝碳积分普惠
体系。“我们将对碳汇贡献者和碳交易的
企业贷款进行增信，足额满足企业经营需
求，最高可达 5000 万元，并在贷款利率方
面，结合海洋蓝碳应用情况，给予最高同
等利率 5 折的优惠，最低至 LPR 贷款利
率。”椒江农商银行董事长陈兆星表示。

本报讯 云南省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陈明
近日到丘北县开展巡河湖
并调研时强调，要把护水治
水各项工作措施抓实抓细
抓深入，全力保持好普者黑
湖Ⅱ类水质，坚决打好河湖
保护治理攻坚战，让文山河
更 畅 、水 更 清 、岸 更 绿 、景
更美。

陈明来到双龙营镇普
者黑村察看普者黑湖流域
水质情况，调研普者黑片区
污水管网建设情况。他强
调，要坚持把“不让一滴污
水流进普者黑湖”作为工作
目标，加快推进普者黑片区
污水管网建设，统筹推进普
者黑流域水资源管理、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
态保护，全力保持好普者黑

湖Ⅱ类水质。要坚决扛起
河湖保护治理政治责任，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
力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城 乡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城 乡

“一水两污”治理，持续抓好
以“一湖一河”为重点的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抓好绿美
河湖建设，加快推动文山从
治一域向治流域转变。要
扎实抓好中央和省级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涉水问
题整改，倒排时限、明晰责
任，系统推进，确保问题整
改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当
前，要精准高效做好河湖、
库区水资源管理利用，切实
提升抗旱保供水能力，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用水安全和
农业灌溉用水需要。
李霄文张军丽 蒋朝晖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
报道 山西省太原市委副书
记、市长、市总河湖长张新
伟近日在南沙河开展巡河
调研并现场办公。他强调，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
起使命职责，坚持治山、治
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深
入打好碧水保卫战，不断改
善汾河太原段水质，努力打
造美丽河湖，为实现“一泓清
水入黄河”作出应有贡献。

南沙河是汾河太原段
一条重要支流，由东向西串
联起凌霄双塔、朝阳商圈、
迎泽公园。太原市将采取
中水回用措施，在南沙河打
造再生水循环利用示范工
程，稳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水
平，恢复河道水生态系统。

张新伟先后来到南沙
河 双 塔 公 园 段 、迎 泽 公 园
段，详细了解蓄水清淤、防

洪建设和汛期安全等情况，
步行察看河道加固、生态修
复、周边环境，与相关人员
细致商讨，就设施完善、污
水处理提标改造等工作现
场交办，要求相关单位加强
衔接、通力合作，提标改造
污水处理设施，提高中水供
应能力和排放标准，尽快让
河道两岸美起来、水系活起
来，努力再现“锦绣太原城”
盛景。

在南沙河入汾口，张新
伟实地察看水量、水质，详
细询问水质监测、隐患整治
等情况。他指出，要强化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 ，紧 盯 入 汾 口 污 染 物 排
放、污染源管控，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加强工业企业污
染防治，抓实农业面源污染
治 理 ，确 保 入 汾 水 质 稳 定
达标。

本报记者李明哲伊春报道
“很感谢伊春市生态环境局的领
导和专家，他们亲自到现场指导
公司排污许可填报和清洁生产
工作，困扰我们多时的问题总算
解决了。”黑龙江省伊春北方水
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曲
迎春感慨地说。

近日，伊春市生态环境局副
局长杨涛带领环境科研专家和
有关科室工作人员，以“打捆”服
务方式深入伊春北方水泥有限
公司，在排污许可和清洁生产等
方面为企业开展帮扶指导工作，
对企业提出的问题进行逐一纾

困解答。
据了解，伊春北方水泥有限

公司全面推行管理现代化、经营
市 场 化 、效 益 最 大 化 的 新 企 新
制，走全面可持续发展之路。公
司目前粉尘回收率可达 99.8%，
最大限度实现了节能减排。

在得知这家公司排污许可
审核存在问题后，伊春市生态环
境局立即到企业现场开展“手把
手”指导和“一对一”帮扶，主要
从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
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
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环境
管理要求等六方面对企业进行

指导。同时，按照新要求帮助公
司重新核算了污染物排放量，指
导绘制了主要噪声污染防治设
施分布图，指导调整了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环节、排放去向、代码等内
容，并向企业宣传惠企政策，讲解

“ 三 创 三 优 六 服 务 ”的“ 生 态 助
企”20条服务措施。

今年以来，伊春市生态环境
局认真践行“生态助企”服务行
动方案，强化主动帮办服务，确
保 各 项 措 施 落 到 实 处 、见 到 实
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
提升企业满意度，助力伊春市企
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
生态环境分局近日与国家税务
总局庄河市税务局召开协调会
议，在前期已建立合作机制并取
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就加强数
据共享，强化工作衔接达成一致
意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工作合
作机制，不断推进生态环保工作
和税收工作提质增效。

在实际工作中，两部门保持
信息沟通渠道畅通，搭建排污许
可、污染物排放、入库环境保护

税等数据平台，形成工作合力。
一方面，庄河生态环境分局依据
排污许可信息、环境统计数据和
在线自动监测结果等信息，协助
庄河市税务局核查纳税人环保
税申报情况，巩固和拓展环境保
护税落实成效。另一方面，庄河
市税务局及时提供相关数据，协
助配合庄河生态环境分局调查
企业生产经营和污染物排放情
况，不断丰富庄河生态环境分局
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手段，

有效打击违法行为。
下一步，庄河生态环境分局

和庄河市税务局将定期召开部
门联席会议，交流合作机制取得
的经验，查找不足；持续深化税
务与生态环境部门的协同配合，
适时开展联合执法，不断扩大协
作事项范围，做到信息共享，协
同共治，更好 地 发 挥 环 境 保 护
税 在 环 境 治 理中的积极作用，
全面推进庄河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向好。 赵冬梅李磊

一段时间以
来，山东省潍坊
市生态环境局昌
乐分局一手抓执
法监管，一手抓
普法帮扶，致力
解决环境问题、
提升企业管理水
平。图为昌乐分
局工作人员对辖
区新投产运行的
印染企业开展现
场执法帮扶。

董若义 秦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