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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
建设，济南市长清区从严控污染排
放、完善治污设施、强化环境监管等
方面入手，扎实推进水环境整治。

长清区把污染减排指标纳入全
区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建立
环境形势月分析制度。针对重点减
排项目、重点污染源和环境质量情
况，每月组织召开分析会，查找问题
及原因，明确整改重点并大力推进落
实。积极为企业申请省、市环保补助
资金，用于减排项目的落实，确保各
项减排措施落实到位，重点减排项目
按期开展。

长清区不断完善污水治理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配套管网建设，扩大收水范围，实施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城市污水管网实现全覆盖，日处理污
水 2.5 万吨。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投
入运行后，将彻底解决城区污水直排
问题。

新《环境保护法》及《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长清区不断加
大环境监管力度，建立完善环境自动
监控中心，认真落实污染源在线监控
24 小时值班制度，对在线监测瞬时
超标排污单位进行调度并督促整改。

长清区对区管以上企业实行网
格化管理和“一企一策”分类监管，今
年对辖区涉水建设项目、饮用水水源
地等开展各类环境监察 500 余次，企
业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正 常 运 转 率 达 到
95% 以 上 ，稳 定 达 标 率 达 到 90% 以
上，有效遏制了违法排污行为。

长清区严控新污染源的产生，对
涉水工业企业严格把关，特别是对化
工、电镀、印染等重污染行业一律不
予审批，其他涉水工业企业一律进入
园区。大力整治现有水污染企业，对
污染较重、没有污水治理设施，或虽
有污水治理设施但污水排放长期不
达标，以及属于“十五小”“新六小”企
业和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的重污
染企业，全部关停取缔。

王殿伟

本报讯 山东省章丘市以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市、国家环保模范
城市为载体，大力实施蓝天、碧水、绿
地、清洁田园四大工程，提升现代化山
水园林城市形象，市民生产生活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

为让市民享有更多蓝天，章丘市
深入实施蓝天工程，组建大气污染防
治十大行动办公室，切实发挥协调推
进作用。实施大气治理工程 74 个，对
7 家重点企业实施除尘、脱硝、脱硫升
级 改 造 ，全 面 淘 汰 铸 锻 企 业 燃 煤 窑
炉。推广清洁能源，完成对 36 家企业
的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取缔 193 家

“土小”企业，累计核发环保标志 22.5

万 余 枚 。 2011 年 以 来 ，全 市 共 投 资
12.6亿元实施减排项目 159个。

章丘市是个依水而生的城市，为
打 造 亲 水 型 宜 居 城 市 ，构 筑 水 畅 、河
清、岸绿的亮丽景观，章丘市委、市政
府大力实施碧水工程，推进水生态治
理。健全“治、用、保”流域综合治理体
系，依法取缔湖泊湿地附近的违规生
产企业，突出抓好流域综合整治和保
护开发，完成绣源河流域综合治理一
期项目。持续治理工业废水，提升中
水利用能力。

为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章丘市
大力实施绿地工程，坚持把林业生态
和城市绿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加大植树造林、绿地建设力度，创
建章丘国家森林公园，成为全省为数
不多的兼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国家级
湿地公园的县（市）之一。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章丘市
大力实施清洁田园工程。推进城乡环
卫一体化、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等工程，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加快推进规模化
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综合利用。积极推
广有机肥、节水灌溉、生物杀虫等原生
态农业发展模式及清洁能源，建成农
村沼气池 2.7 万余口，安装农村太阳能
热水器 6300 台、农村太阳能路灯 600
余盏，有效改善了村容村貌。

陈雷 孙兆栋

本报讯 为 改 善 辖 区 环 境 空 气 质
量，山东省平阴县大力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八大行动，部门联动，铁腕执法。
2015 年，全县 PM10、PM2.5、SO2、NO24项
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同比均有所下降。

平阴县住建委和城管执法局联合
检查了城区所有在建工地，集中整治
突出问题。县国土局和环保局重点整
治小石料厂扬尘污染，严厉打击各类
非法开采、偷采盗采行为，从源头上遏
制私采滥挖导致的扬尘污染问题。

平阴县环保局联合相关部门加大
对辖区 31 家重点涉气单位的污染治理
力 度 ，督 促 辖 区 企 业 升 级 治 污 设 备 。
不 断 加 大 燃 煤 小 锅 炉 的 淘 汰 力 度 ，
2015 年以来共淘汰改造 33 台燃煤小锅

炉、119个土法木炭窑。
平阴县公安、环保部门以黄标车

淘汰、机动车环保检测、新能源汽车推
广等为重点，全力推进机动车污染防
治。同时，不断加快公交和道路建设，
以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小汽车使
用率。

为保障成品油质量，平阴县经信
局牵头相关部门摸底调查全县汽、柴
油来源，建立成品油升级置换周报制
度、成品油购销档案，健全经营台账。
制定国Ⅳ标准车用柴油供应方案，确
保燃油品质达标。目前，全县所有加
油站全部完成国Ⅳ柴油油品置换并安
装了油气回收装置。

在餐饮油烟整治方面，平阴县城

管局采取疏堵结合、联合执法、集中整
治的方法，要求烧烤业户必须采用环
保烧烤炉具，对违规业户责令限期整
改。通过环保专项资金激励，给予购
买除烟烧烤炉具的业户发票额 30%的
补贴。投资 40 余万元，建成两处烧烤
大院，鼓励烧烤业户进院经营，并成立
联合执法队伍，集中整治。目前，城区
已有 120 余家餐饮服务单位安装了油
烟净化设施。

此 外 ，平 阴 县 发 改 委 、县 委 宣 传
部、县园林绿化管护中心分别在清洁
能源推广、社会舆论营造、园林绿化建
设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落实大气污
染防治措施，合力推动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 毛辉 马向华

本报讯 为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保
障群众环境权益，山东省济阳县不断
加大对“土小”企业的取缔力度，确保
辖区环境安全。

济阳县“土小”企业主要以卷材加
工、小皮革、小炼油、塑料颗粒等为主，
集中在农村和县城周边，工艺落后，设
备简单，无环保手续和治污设施，生产
过程污染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且整治后极易死灰复燃。

济阳县环保局已连续 9 年开展取
缔“十五土小”专项行动，并建立起一
套较为成熟的执法模式，即采取明察
暗访的形式，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制定
行动方案，组成联合执法小组；采取集
中取缔的形式，开展大规模联合取缔
行动，按照断水断电、吊销执照、拆除
设备、清除原料的标准集中处理。

在取缔过程中，由环保部门统一
监督管理，协调好国土、工商、公安等
部门及当地镇政府。针对非法加工
点，涉嫌非法占用土地、违章建筑的，
由国土、城建部门进行严厉处罚；工商
部门负责吊销营业执照，对非法加工
点的生产设备、原材料、成品等采取封
存、扣押、没收等强制措施；电力、水利
部 门 负 责 配 合 采 取 断 电 、断 水 等 措
施。近年来，济阳县已累计取缔违法

“土小”企业 100余家。
为防止“土小”企业死灰复燃，济

阳县环保局不断完善监管网络，构建
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建立定期联席
会议和环境风险排查制度。鼓励公众
参与监督，设立环保义务监督员，建立
政府和群众面对面交流的良性互动平
台，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
权。 赵莹

本报讯 山东省商河县自 2007 年
启动国家级生态县创建以来，不断完
善创建机制，强化污染治理，发展生
态产业，绿化美化城区环境，推动辖
区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商河 县 成 立 了 由 县 长 任 组 长
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街道
均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办公室，负
责 各 自 辖 区 的 创 建 任 务 落 实 和 生
态环境建设。修编完善《关于创建
国 家 级 生 态 县 的 实 施 意 见》，明 确
创 建 内 容 、方 法 步 骤 、工 作 标 准 、
完成时限。

商河县建立了完善的督察考评
机制，把创建工作纳入全县工作目标
管理绩效考核体系中，定期督察调度
工作进展，年终进行综合考核，充分
调动各部门工作积极性。

围绕生态环境改善目标，商河县
不断提升重要基础设施覆盖率，县污
水处理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热源厂等重大基础设施先后建成使
用。通过以城带乡、人工湿地和一体
化简易污水处理站 3 种处理方式，全
县 12 个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驻地
实现污水处理全覆盖。

不断加强大气污染防治，采用网
格化管理模式治理扬尘污染，强化点
源污染治理，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
业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并加强在线监
控，确保正常运行。严把机动车环保
标志发放关，加快黄标车淘汰和黄改
绿工作进度。开展露天烧烤集中整
治专项行动。

商河县在城区深入开展立体化、
复合型、通透式城市绿化，城区绿化
覆盖率达 44.04%，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达 14.14 平方米。在乡村深入推进
绿色通道、水系绿化、成片造林、农田
林网配方和村镇四旁绿化，全县林木
覆盖率达到 36%。

为提升乡村卫生面貌，商河县
筹 措 1000 万 元 ，用 于 城 乡 环 卫 一
体化建设和村庄环境提升，并启动
实 施 市 场 化 运 作 模 式 。 目 前 已 有
10 个 乡 镇 与 专 业 保 洁 公 司 签 约 ，
效果良好。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
态 工 业 、生 态 旅 游 业 。 全 县 12 个
乡 镇（街 道）全 部 被 评 为 国 家 级 生
态乡镇，市级以上文明生态村达到
817 个。

赵婧

涉水工业企业一律进园区

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

明察暗访 集中取缔

专项整治
“土小”企业

完善生态创建机制 定期督察调度

推动辖区环境全面改善

为扩大公众环境知情权，激发公众参与环保的热情，济南市环保局组织开
展了“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群众参观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图为工作人员向
群众讲解环境在线监测设备。 卞胜军摄

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紧紧围绕国
家及全省环保工作安排部署，以环境质
量改善为总抓手，以让人民满意为标
准，以维护群众环境安全为重任，多管
齐下，综合施治，积极作为，全力推进污
染治理，促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攻坚治气——

标本兼治 部门联动 全民参与

受资源条件、地形地貌、气象气候、
区域传输等多重因素影响，济南市大气
污染治理存在先天不足。而突出的结
构型、复合型、压缩型大气污染特征，特
别是市区污染物排放强度居高不下，让
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举步维艰。

为 攻 坚 治 理 大 气 污 染 ，2015 年 以
来，济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
开常委会与专题会，研究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
文涛提出了“长短结合、以短为主，标本
兼治、以治标为主，主客观结合、以主观
为主”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意见。

济南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
的 8 位市领导按照“一确定、两不确定”
的原则，每月两次分 8 路带队进行突击
暗访检查。各区、高新区以对本辖区环
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大的点为中心，划定
两公里半径范围作为重点控制区，采取
更加严格的强化措施，环境监管进一步
加力加码。

为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治污合
力，济南市实施了“啄木鸟行动”和 24 小
时巡查制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市民
举报的作用，先后发现并解决问题 3200
多个。对举报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坚
决予以曝光，符合条件的依法立案查
处，拒不整改的约谈负责人并适时启动
问责，有力推进了各级各部门大气污染
防治责任的落实。

其中，济南市建委组织开展了建筑
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大检查，升级改造渣
土车 1541 辆，全市渣土处置量超过 1 万
立方米的建筑渣土处置工地共安装 122
台扬尘、噪声监测设备。市公安局牵头
治理机动车污染，2015 年全市共淘汰黄
标车 92345 辆，完成全部淘汰任务。市
经信委牵头对 614 座加油站完成成品油
品质保障检查。

济南市环保局牵头推进工业污染
源达标排放，重点对全市 55 家单位的
84 台工业炉窑开展专项检查监测；立案

查 处 大 气 污 染 行 为 126 件 ，处 罚 金 额
1917 万元；淘汰燃煤锅炉 106 台，占应
淘汰计划的 79.1%。市环保局与城管部
门联手治理餐饮场所油烟污染，规范提
升露天烧烤点 959 处，依法取缔 439 处，
打造 100 余处示范烧烤点，建立中心城
区 5033 家餐饮服务单位监管台账。

济南市市政公用局牵头推进余热
利用，目前已完成章丘华电余热利用一
期长输管网工程 28.16 公里，为济南市
城区提供 500 万平方米供热负荷。市城
市园林局牵头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完成 27座破损山体的治理修复。

济南市发改委牵头推动清洁能源
推广行动，会同市经信委推进东部老工
业区企业搬迁改造，目前已完成 24 家企
业搬迁或关停。市委宣传部牵头开展
全民参与环保行动，加强媒体和群众对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

流域治污——

源头管控 提标扩容 生态补水

近年来，济南市深入实施“治用保”
流域治污策略，推动了流域环境质量的
持续改善。但全市水质达标形势并不
稳固，特别是小清河流域污水处理能力
不足、污水管网不配套等问题仍十分突
出，一旦稍有松懈、放松监管，就会出现
水质波动或反弹。

为此，济南市以小清河水质达标为
重点，积极推进建成区污水直排口整
治，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施
生态补水工程，全力消除省控重点河流
劣Ⅴ类水体。

济南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

究小清河水质达标问题，制定《小清河
水质达标方案》，建立由分管副市长为
总召集人的小清河管理工作联席会议，
对水质状况和措施落实情况每旬一调
度一通报，每月一分析一公开。聘请专
家开展小清河水质达标模型研究，会同
水利部门制定了生态补水保障措施。

为强化废水污染源环境监管，济南
市组织开展了专项整治和执法检查，主
要检查小清河干流和重点支流沿线排
污企业、作坊，共检查排污单位 444 家，
重点废水污染源达标率达到 95%以上。

济 南 市 不 断 深 化 城 市 和 农 村 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6.5 万 吨/日 。 历 城 临 港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建 成 投 用 ，解 决 了 东 部 3 个 乡 镇 、3
条 河 道 污 水 直 排 问 题 。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7 万吨/日的大金污水处理厂建设工
程自今年 1 月开工建设后进展迅速，目
前土建工程已完成 40%工作量，计划 6
月底建成试运行。玉符河综合整治工
程中的污水管网正在加快建设，配套的
腊山污水处理厂已完成初步设计等前
期准备工作，力争年底前建成。

按照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2015 年，济南市省控 4 条河流基本消除
劣Ⅴ类水体。国家《重点流域规划》、山
东省《小清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
划 方 案》治 污 项 目 完 成 率 分 别 达 到
83.9%和 85.8%，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目
标要求，获得上级流域治污奖励资金
4010 万元。今年一季度，4 条重点河流
COD、氨氮平均浓度继续稳定达到省
控河流水质改善目标要求。

2015 年以来，济南市出台了《济南
市 土 壤 环 境 保 护 和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方
案》，启动场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推

进农村污水、垃圾收集处理等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全市 65 个镇办驻地已开展污
水处理，占全部涉农镇办总数的 77%以
上。济南市还加强对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的监管，将 330 家畜禽养殖场污染防
治工作纳入日常环境监管。

再接再厉——

打好三大战役 改善生态环境

下一步，济南市环保系统要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坚决打好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努力实现
环保工作新突破，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济南市要力争
今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同比改善 10%以
上。大力开展24小时巡查监督行动、啄木
鸟在行动，严格约谈、问责程序。全面
完成 134 台（座）燃煤锅炉和重点炉窑淘
汰（改造）任务，抓好无组织排放点排查
整治，强化对燃煤单位煤质监管。

实施扬尘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督
促落实扬尘污染防治属地管理责任与
部门监管责任。加强机动车环检机构
监管，推进路检、巡检、抽检与油气回收
治理等工作。深入推进 VOCs 重点行
业和企业综合治理，大力推进清洁生
产，从源头上减少 VOCs 产生及排放。
修订完善《济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确保大气污染物足量削减。

在流域治污方面，济南市要确保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省控重点河
流水质达到省里规定的目标要求。出
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积
极构建流域水污染防治大格局。重点
协调推进光大水务一厂 5万吨/日扩建工
程、大金污水处理厂7万吨/日建设工程和
腊山污水处理厂等项目，分批次开展市区
中水站提标改造。进一步完善“超标即应
急”工作机制，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在土壤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济南市要加快制定全市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试点示范项目。加强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持续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在此基础上，济南市各级环保部门
要深入开展精细化环境监管执法，创新
环保公安联动执法、跨区域联合执法等
机制，加大违法信息曝光力度，畅通群
众权益诉求渠道。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积
极性，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促进解决环境突
出问题，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作者系济南市环保局局长

实施减排项目159个 核发环保标志22万枚

山水园林城市形象不断提升

开展八大行动防治大气污染
淘汰改造 33台燃煤小锅炉、119个土法木炭窑

山东济南扭住环境质量改善核心不动摇，综合施策全力治污

让环境更美 让人民满意
◆高立文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基本达到山东省水
质改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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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状况

2015 年省控 4 条河
流出境断面主要污
染物平均浓度——

19.7
mg/LCOD

1.72
mg/L氨氮

去年以来，济南市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
主要领导每月两次分 8 路带队进行环保突击暗访检查。图为省委常委、济南
市委书记王文涛（左二）和副市长王新文（右二）在市建委主任蒋向波（左一）、
市环保局局长高立文（右一）陪同下，暗访督察工地扬尘污染控制情况。

陈长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