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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慈溪市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
展的重要关口，对城市的综合承载功能
和支撑能力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慈溪人正凝聚共识、齐心协力，以智慧和

勤恳突破禁锢，力求把慈溪建设成为
环境整洁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宜居
宜业和美之城。
撰稿：胡央群杨岚 孙梁波 邹弘天

生态路上稳步前行 三北大地重现水乡美景
——慈溪市生态建设硕果累累

浙江省慈溪市地处东海之滨、杭
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是长江三角洲经
济圈南翼环杭州湾地区上海、杭州、宁
波三大都市经济金三角的中心。2014
年 ，全 市 生 产 总 值（GDP）1111.56 亿
元，位列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
第五位、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
百强第一位、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
级城市第七位。

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飞跃的
同时，慈溪市生态环境承受着巨大压

力。为缓解这种压力，实现城市经济社
会和环境资源协调可持续发展，慈溪市
委、市政府相继作出了加快经济转型升
级、推进生态市建设等重大战略决策，于
2004 年 颁 布 实 施《慈 溪 生 态 市 建 设 规
划》。生态建设中，慈溪市先后获得省卫
生城市、中国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城市、国
家级生态示范区、浙江省生态市、省文明
市、省森林城市等多项荣誉称号，2015
年 6 月顺利通过省环保模范城市验收，
生态建设硕果累累，亮点纷呈。

为改善城区河道水质状况，慈溪
市在实施“引水环通、河道疏浚、污水
管网铺设、污染源治理、河道两岸违章
整治”等工程的基础上，又投入约 665
万元，全力开展城河生态修复。

城河生态修复工程采取景观浮
岛、净化浮岛、沉箱（筐）和湿地种植的
方式，种养去污能力强、观赏价值高的
水生植物，在美化水域景观的同时，削
减水体中富含的氮、磷等有害物质，净
化 水 体 。 城 河 生 态 修 复 河 道 总 长
17036 米，水面面积 21.21 万平方米，
种植水生植物 68400 平方米，放养螺、

蚌、鱼等水生动物 9060 千克，布设悬挂
式生物膜软性载体 4500 平方米，布置漂
浮湿地浮体和人工水草为主的生物膜
2500 平方米。

通 过 几 年 努 力 ，城 河 整 治 逐 现 成
效。水体流动通道得到扩展，河道过流
能力和区域水环境质量极大提升，水质
明显改善。同时，河道的防洪蓄水能力
得到提高，抵御洪涝灾害能力有所增强。

如今，水清、岸绿的大塘河、浒山江
已经成为慈溪市区的新风景，在风景优
美的城市河道边散步闲聊成为慈溪市民
的一种生活休闲新方式。

■ 城市河道环境得到修复

针对水资源匮乏实际，近年来，慈
溪市实施了曹娥江等境外引水工程，
着力从根本上解决严重缺水的现状。

曹娥江至慈溪引水工程由八塘横
江拓疏工程和三塘横江拓疏工程两部
分组成，工程总投资 4.29 亿元，共拓疏
河道 26 公里，建造跨江桥梁 22 座、水
系节制闸 1 座、配套桥闸 42 座、泵站 7
座、涵洞 22 座，沿江建成机耕路 54.16
公里并进行绿化。

曹娥江至慈溪引水工程是浙东引水
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被列为浙江省、宁
波市、慈溪市重点工程，目前已基本建
成，使曹娥江水总引水流量达到 35 立方
米/秒，年引水量达 2.4 亿方左右，为西水
东送提供了重要通道，有效缓解了慈溪
市资源性缺水的现状，同时，还增加了河
道蓄水量约 335 万方，增强了防洪排涝
及抗旱能力，改善了区域河网水环境，提
升了河网水质。

■ 境外引水缓解缺水现状

为切实改善河道生态环境质量，
2011 年年初开始，慈溪市决定建立河
道“河长”责任制，市级河道由一名市
级领导担任“河长”，二、三类河道分别
由所在镇、村相关负责人担任“河长”，

“河长”主要负责河道综合治理工作的
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至 2013 年年
底，慈溪市基本实现了市、镇、村三级

“河长”管理全覆盖。
“河长制”按照“清源头、管入口、

通脉络、修内功、出重拳”的总体思路，

通过“十大专项行动”（截污纳管、工业企
业污染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整治、河道清理清淤、清水环通、
河道水生态修复、饮用水水源保护、治水
工程建设、联合执法），创新工作体制和
机制，使慈溪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出
成效、见实效。

2014 年，慈溪市“河长制”相关制度
又得到深化和完善，以 34 条市级“河长”
河道为重点，采用“一张地图、一本台帐、
一张公示牌、一套整治方案、一个电子信

■“河长制”实现三级全覆盖

慈溪风电场位于慈溪市东北面，东
起徐家浦闸，西至水云浦闸，东西长约
11 公里，南北宽约 1.2 公里。风电场总
投资 6.06 亿元，共装有 33 台风力发电机
组，总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是浙江省风
电示范项目。

风 电 场 机 组 采 用 AW/77-1500-C
Ⅱ变桨双馈异步电机机型，机组单机容
量 1.5 兆瓦，发电机出口电压 12 千伏，频
率 50 赫兹。风电场所有电能通过主变 5

万KVA的变电站升压后接入供电网络。
风电场的建成，不仅推动了慈溪市

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助力产业结构调
整，更带来了明显的环境效益。与相同
发电量的燃煤火电相比，慈溪风电场每
年可节约标煤 3.18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约 636 吨、二氧化氮约 346 吨、二氧化碳
约 7 万吨，减少灰渣 9549 吨，节约淡水
27 万立方米，并减少了排灰废水导致的
水域污染。

■ 风电场带来清洁能源

慈溪市自 1989 年启动实施污水治
理工程，建成了教场山污水处理厂（一期
6000 吨/日）和中心城区污水管网工程，
教场山污水处理厂经几次扩建规模达到
8万吨/日。

2005 年开始，慈溪市启动实施以市
域污水处理一期工程为重点的污水治理
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近 22 亿元，新
建、改建污水处理厂 3 座，日处理污水能
力达 23 万吨。累计建成污水收集输送
管网近 1000 公里，管网覆盖中心城区和
全市城镇建成区主要道路、集中工业区
及部分农村。形成了以教场山、东部、北
部 3 座污水处理厂为主的三大相对独立
的污水收集和处理体系。

市排水有限公司负责全市污水处理
设施的建设、运行及维护。各镇（街道）
建立了排水管理机构，由专人管理，全市
排水一体化的运行养护体系初步形成。

至 2015 年 6 月底，医院、学校、农贸
市场、畜禽养殖场、大型三产、污染企业
等一大批重点排水 户 被 纳 入 市 域 污 水
治 理 系 统 ，总 数 达 到 8500 家 ，中 心 城
区 生 活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率 达 到 87%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总 量 、污 水 处 理 率 和 排 水
许可证发放量均居宁波市前列，3 座污
水处理厂年 COD 削减量近万吨，已占
到慈溪市总减排量的 80%左右，为慈溪
市生态建设和节能减排工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

■ 污水治理形成三大体系

慈溪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
慈溪市滨海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 189
亩 ，用 于 处 理 慈 溪 全 市 范 围 的 生 活 垃
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营采用
BOT 模式，即企业（慈溪中科众茂环保
热电有限公司）自主生产、经营和管理，
政府负责收集、提供垃圾，并对垃圾处置
与发电过程进行严格监管。

发电厂建有 4 台处理规模为 500t/d
的 循 环 流 化 床 垃 圾 焚 烧 炉 ，配 2 台
12MW 抽汽凝汽式汽轮机、2 台 15MW
发电机组，除发电外，还负责对工业区进
行集中供热。目前，发电厂每年处理垃

圾量达 55 万吨，发电量 1.4 亿度，供热量
23万吨。

近年来，发 电 厂 持 续 推 进 技 术 改
造 ，完 成 了 烟 气 脱 硫 、脱 硝 、飞 灰 固
化 填 埋 、渗 滤 液 处 理 系 统 等 工 程 建
设 ，积 极 推 进 炉 排 炉 垃 圾 焚 烧 发 电
工 艺 改 造 ，确 保 产 生的各类污染物达
标排放。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投产运
行，彻底解决了慈溪市生活垃圾的出路，
真正实现了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
和资源化”目标，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
改善了市民的生活质量。

■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

为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慈溪市
在浙江省率先出台了饮用水水源保护生
态补偿政策。

生态补偿机制是通过经济激励作用
提高镇村两级及村民保护饮用水水源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善水源保护区的环
境质量，同时提高水源保护区所在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力促进绿色水
源、生态水源的建设。

饮用水水源生态补偿同步建立三项
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市、镇、村 3 级饮用
水水源保护领导组织机构和市对镇、镇
对村、村对农户的三级联动考核体系，将

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成效与补偿资金
挂钩，极大调动了镇村两级和农户参
与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积极性；二是建
立定期巡查水源保护区的工作制度，
组建饮用水水源保护巡查队伍，对饮
用水水源定期巡查，确保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三是建立部门之间、部门
与镇之间、镇与村之间的工作联动机
制，整合各方力量，实现信息互通，切
实提高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督管理
水平。

2011～2014年，慈溪市已累计发放
饮用水水源补偿资金5300余万元，全市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体持续好转。

■ 生态补偿保“水缸”安全

慈溪市的废塑料加工产业经营规模
小、技术水平低、经营方式粗放，对生态
影响十分突出。为彻底根治这个顽疾，

慈溪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举全市之力开
展了废塑料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慈溪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制

■ 废塑行业整治实现“双清零”

2015 年 ，慈 溪 市 全 面 抓 好 政 策 宣
贯、舆论引导、法制普及等工作强化宣教
力度，不断加大投入，构建多层次立体平
台，用心打好环境宣教“攻心战”。

传统媒体强势出击。通过在“两台
一报”开设专栏、专版、电视栏目及电台
专栏，增加主动发声频次，深度剖解环保
工作，累计开展各类环保报道近 80 次，
不断扩大生态环保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网络媒体震撼来袭。构建网络舆论
引导工作机制及信息报送网络，培育舆
情研判能力，强化政府微博管理，注重信
息分类发布，累计发布原创信息 186 条，
提高微博综合影响力。建立环保官方微

信公众号，定期发布“环保微日报”20
余期，拉近与公众的距离，逐步提高环
保公信力。

专项活动如火如荼。成立环保讲
师团，借助各镇（街道）工业经济会议
等平台，开展新环保法宣讲活动；组织
世界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开展“三城
联创”有奖知识问答、“能量守恒，我们
在行动”公益活动、儿童美术创作等活
动；开展“政协委员关注环保”等活动，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座谈会、实
地视察、热点讨论等形式参与生态环
保共建；开设“环保开放日”，组织学生
进行生态环保社会实践活动。

■ 构建多层次环境宣教平台

近年来，慈溪市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努力创新执法新机制，打出联动执法“组
合拳”，不断加强环境执法力度。

公安环保，强强联手。环保与公安
部门建立环境执法联动协作机制，通过

“线索共享、先行介入、同步立案、全程参
与、依法移送”等措施保障环境污染案件办
理的流畅性、及时性和有效性。2013～
2014 年，共计办理环保刑事案件 43 起；
2015 年以来已已办理环保刑事案件 19
起，26人被刑事拘留，3人被行政拘留。

环保司法，双剑合璧。建立环保强
制执行机制和环保司法联动机制，设立
了环保司法联络室。通过联络室积极开
展环境案件诉前协调工作，及时化解行
政争议。定期整理分析强制执行案件相
关资料，由环保司法联络员交由法院审
核，为现场强制执行提供证据资料。自

联络室自成立以来，共对 855 件行政
处罚案件强制执行，查封企业 66 家，
司法拘留 12人。

齐抓共管，联合执法。多部门确
立联合排查、会商侦查、快速处置、协
同推进、司法约谈、问责追究等六大联
合执法机制，发出断电通知单 14 份，
制止企业违法排污行为 。 对 一 些 执
法 难 度 较 大 的 案 件 ，借 力“ 三 改 一
拆 ”、“ 三 合 一 整 治 ”等 专 项 活 动 ，
环 保 、工 商 、国 土 、安 监 等 部 门 积
极 联 动 ，保 障 执 法 工 作 顺 利 开
展 。 为 强 化 联 合 执 法 ，制 定 出 台
了《慈 溪 市 环 境保护联合执法工作
方案》，成立慈溪市环境保护联合执法
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工作措施，明确工
作职责，充分发挥联动优势，共同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

■ 打出环境联动执法“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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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的“五个一”管理办法，严格落实
“河长”单位周末巡河制度和市级“河长”
河道月通报制度。同时，对全市 201 条

“三河”实行河长精细化管理，全部制订

一河一策，建立台帐。
通过“河长制”新法治水，慈溪市河

道水质明显改善，平原河网再现水清鱼
跃水乡美景。

定了严格的整治标准与考核机制。市主
要领导多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
署，并带队到镇（街道）督查工作。成立
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成 6 个工作组
进驻重点镇（街道），进行全天候巡查整
治和联合执法。在强大舆论声势和快速
工作推动下，实现了非法违法废塑料加
工经营“双清零”目标，整治工作取得了
重大突破。

为确保快速有效完成整治任务，慈
溪市还进行了多种创新探索。创新实施
了第三方监管机制，委托第三方社会机
构在全市范围暗访巡查，严密监控废塑
料反弹现象，弥补日常监管存在的不足，
让非法企业防不胜防。创新废塑料清理
表单管理制度。针对多数反弹案例是因

为经营户有原料储存的情况，清理原料
时采取表单管理办法，对经营户储存的
原料进行全程登记跟踪，规定原料只能
减少，不能增加，最后清空。这一措施
成功压制了反弹势头。

在严厉打击非法废塑料经营户的
同时，对持证企业也加强了监管整顿
和淘汰，以环保、税收、消防、安全生产
等 各 种 手 段 倒 逼 关 闭 一 批 ，淘 汰 一
批。同时，制订了废塑料行业规范提
升方案与验收标准，通过控制总量、优
化规模、严格标准，坚决淘汰落后加工
产能和生产方式，实现工艺升级、技术
升级、装备升级、环保标准升级的目
标，彻底根治废塑料行业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

慈溪市深入推进对企业的精细化环
境监管管理体系建设，实现分级监管、菜
单监管、精细监管的精细化管理，有效破
解了监管企业数量巨大，执法力量相对
薄弱，监管存在盲区的难题。

分级监管。按照“分级管理、明确责
任、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对涉及
热电、电镀、磷化、酸洗等行业的 209 家
重点监管企业实施 A、B、C 三级管理。
对不同层级的监管企业，采取不同的监
管频次和监管方法，合理投放监管力量。

菜单监管。将监察记录表设计成

“菜单式”表单，监察人员可按照“菜
单”对照检查，做到重点突出，兼顾一
般，有效解决少数执法人员对监管重
点环节标准掌握不全面、隐患排查不
细致、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确保监管

“全程留痕、随时查控”。
精细监管。通过调研走访和电话

咨询，全方位掌握企业生产工艺、污染
物处理工艺和设施运行状态等情况，
在深入了解企业在环保工作中存在问
题的同时，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做到
心中有底，监管入微。

■ 精细化管理破解监管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