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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体制改革创新
317 个乡镇实现环保机构全

覆盖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在成都
早已破题，乡镇环保机构的建设就是
其中重要的一笔。

2014 年 2 月起，成都市启动了乡
镇（街 道）环 保 机 构 建 设 ，在 全 市
317 个 乡 镇（街 道）统 一 标 准 、整 体
推 进 环 保 机 构 设 置 ，并 延 伸 到 村 和
社 区 。 至 此 ，成 都 建 立 起 全 市 一
体 、标 准 一 致 的 基 层 环 保 工 作 机
制 ，按 照 新《环 境 保 护 法》要 求 ，成
都 市 进 一 步 明 确 属 地 政 府 的 责 任 ，
做 到 人 员 、职 责 、经 费 、场 所 、装 备

“五落实”，在全域实现环境管理网格
化、标准化、系统化、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日前，成都市环保局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
环境保护机构工作的意见》、《成都市
乡镇（街道）环保机构工作考核指导细
则》和《成都市乡镇环境保护现场巡查
工作指南》等规范性文件和工作指南，
进一步健全乡镇（街道）环保机构管理
机制。

这只是成都市积极推进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创新环境管理体制的一个
片段。

制度创新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强大
动力。2012 年起，成都市开始实施的
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打
开了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突破
口。2015 年以来，成都市已扣缴相关
区（市、县）资金 1825 万元，这些资金
将全部用于水环境治理。

同时，成都市不断健全资源有偿
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开展资源环境
税费改革试点、碳排放权和林业碳汇
交易试点，推动水权交易市场建设。
探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开
展资源普查，对水流、森林、山岭、荒
地、湿地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确权登
记，进一步保护生态资源。

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共建 247 座污水处理厂，处

理能力达 301.56万吨/日

如果说环境治理是一场“硬仗”，
那么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则是一把不
可或缺的“武器”。在成都生态文明建
设的进程中，全面夯实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成为生态路径中的亮点。

新建污水处理厂是成都市目前最
大的污水处理厂，每天的处理量占到
成都目前城区整个污水处理量的一半
以上。在厂区内，通过七大工序让浑
浊的城市污水变成达到或高于国家最
高标准的清水，同时，处理后的再生
水，回流到城市河流上游，供城市景观

绿化用水。
据了解，截至 2014 年年底，成都共

建有 247 座污水处理厂（站），污水处理
能 力 达 301.56 万 吨/日 ，实 现 了 中 心 城
区、郊区（市、县）城、乡镇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全覆盖。

在空气质量监测上，目前，成都大气
监测布网密度较高。不仅如此，成都还
建成了大气复合污染综合观测站并投入
运行，在 200 平方米的观测站中，配置了
近 30 台国内外先进的大气监测仪器，监
测项目除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
6 项指标（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
碳、臭氧、PM10、PM2.5）外，还对大气中的
PM1、黑碳物质、多种粒径气溶胶、气象
参数、重金属物质、阴阳离子、挥发性有
机物质和空间分布的气溶胶退偏比与消
光系数等共近 150 项大气参数进行适时
监测，为成都科学治气提供依据。

成都积极推行垃圾减量化、无害化
和资源化，实现农村生 活 垃 圾“ 户 集 、
村 收 、镇 运 、县 处 理 ”，建 成 大 型 生 活
垃 圾 卫 生 填 埋 场 8 座 ，焚 烧 发 电 厂 3
座 ，已 建 成 投 运 市 垃 圾 渗 滤 液 处 理 厂
二 期 工 程 、中 心 城 区 餐 厨 垃 圾 处 理 一
期 项 目 ，基 本 建 立 起 中 心 城 区 餐 厨 废
弃 物 统 一 收运系统。加快建设危险废
物处置设施，建成投运成都市医疗废物
处置中心，实现全市医疗废物统一收运
和集中安全处置。同时，成都危险废物
处置中心建成投运。

铁腕治污
每年设立 5 亿元大气污染防

治资金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都把环
境质量改善作为重中之重。“成都地处盆
地，四面环山，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污染物
扩散条件更差，这也使得我们要花更大
决心、更大力气去治理环境、改善环境。”
一位多年从事环保工作的人士说。

成都一方面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近
年来先后淘汰钢铁、火电、水泥、印染等
企业 664 家，彻底关闭小水泥、小火电、
小石灰窑和小煤矿等，整体退出烟花爆
竹生产。这都彰显了成都“铁腕治污”的
决心。

而另一方面，成都重拳出击大气和
水环境治理，在大气治理方面，成都设立
了每年 5 亿元的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
金，深入开展了燃煤锅炉、扬尘、机动车
排气、餐饮油烟等专项污染治理，环境空
气质量逐步改善。2014 年，成都市 SO2、
NO2、PM10、PM2.5 年均浓度较 2013 年分
别下降 38.7%、6.3%、18%、20.6%。2015
年上半年，SO2、NO2、PM10、PM2.5 平均浓
度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下 降 了 36.4％ 、
17.5％、16.4%、23.7%，且没有严重污染
天气。

而在水环境治理上，成都启动了全
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建设，

打造了浣花溪公园、东湖市政公园、南湖
公园等一批亲水景观和滨水空间，努力
培育现代蜀水文化，促进人水和谐。

同时，成都市探索建立水污染治理
跨市域联防联控机制，联合德阳深入实
施沱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加强城市
水网治理，先后开展锦江（府南河）、沙河
综合整治工程，2013 年又启动了中小河
流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现已完成 213 条
河渠治理。目前，在上游来水持续减少
的情况下，成都流域水质保持稳定，部分
指标明显改善。

成都人爱花，有赏花的习惯。现在，
一年四季，成都都可以不间断地欣赏到
盛开的花卉。漫步城中，到处都是高大
的榕树；而从市中心向外无需走得太远，
就可以接触到绿地、湖泊、湿地。

近年来，成都加快龙泉山、龙门山
和 邛 崃 山 系 生 态 屏 障 建 设 ，配 套 实 施

“ 百 湖 ”工 程 ，推 进 天 然 林 保 护 、退 耕
还 林 工 程 ，努 力 实 现“ 山 山 见 绿 、川 川
见 水 ”的 生 态 建 设 目 标 。 实 施 环 城 生
态 区 建 设 ，打 造“ 八 十 公 里 环 城 绿
廊 ”，构 建“ 六 湖 八 湿 地 ”的 生 态 湖 泊
水系，着力形成以湖泊水系为特色的环
城生态景观带。

同时，成都市在中心城区实施“三环
六通道”绿化工程等重大民生绿化工程，
建设社区绿地、街头绿地和邮票绿地，目
前，城市绿地率达 35.69%，全市森林覆
盖率达 38.1%以上。

成都市大邑县青霞镇镇政府的环
保办公室近日正在绘制一张镇域污染
源地图，这张地图上散布着用红圈标
注的 5 个“重点污染源”和 17 个“一般
污染源”。这 22 个污染源（动态数据）
就是管理职能归属于青霞镇环保办公
室的“C 类污染源”。

去年年底，成都全市 317 个乡镇
（街道）全部设立了环保机构，截至今
年 8 月底，乡镇（街道）环保机构已经
运行了大半年。

今年 4 月，青霞镇环保办关闭了
分水社区的一家养鸭场。“群众举报养
鸭场非法排污，弄得河沟里的水又浑
又臭。”青霞镇环保办公室主任屈小虎
说，接到举报后，环保办公室的 3 名工
作人员带上由成都市环保部门统一配
备的仪器设备到现场取证。

经查，养鸭场违法排污，已经对周

围环境和河沟造成了严重污染。同时，
屈小虎和同事查看镇域地图发现一个严
重问题，养鸭场所处位置位于青霞镇的

“禁养区”内，于是立即联系大邑县环境
监察执法大队前来对其实施限期关闭。

“乡镇环保机构能有效解决环境监
管盲点和处理及时性的问题。”大邑县环
境监察执法大队大队长尹川介绍，大邑
县有 1000 多平方公里，但执法大队外勤
人员也就十几个人，光靠执法人员根本
忙不过来。

据了解，经过大半年的运行，成都市
环保部门确定了全市 317 个乡镇（街道）
环保机构目前承担 4 项主要工作：摸清

污染源情况，建立污染源档案；强化日常
巡查，完善情况上报机制；处理突发环境
事件，化解环境信访投诉；强化环境宣传
教育，提高公众环境意识。

“这张镇域污染源地图将帮助我们
做到日常巡查心中有数，有情况时快速
定位、及时前往。”屈小虎表示。

几天前的一桩油烟扰民投诉，在龙
泉驿区龙泉街道环保办公室的调解下顺
利化解。

天生路上的住户投诉楼下一家餐饮
店油烟扰民，“我们叫上社区书记一起去
协调，熟人熟事的，大家有话好说，只花
了 十 多 分 钟 ，店 老 板 就 同 意 把 烟 道 加

高。”龙泉街道环保办公室主任金力说。
成都市乡镇环保机构的工作人员，

大多数由乡镇或街道原来的政府工作人
员调剂而来，他们在日常环境纠纷调解
中，更容易担当起矛盾“缓和剂”的角色。

龙泉驿区环保局机关党委书记陈伶
对此有着直观感受。“随着城市发展，噪
声、油烟扰民等日常环境矛盾纠纷越来
越多。”陈伶分析，环境执法是刚性的，容
易引起人的抵触心理，执法对象不配合
取证的情况时有发生。“更重要的是针对
这类小问题执法成本太高。”

成华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也有同感，
2015年以来，成华区接到的环境类投诉中，
每月关于餐馆的油烟及噪声扰民占到了总
量的1/3。以处理油烟扰民投诉为例，如果
执法人员协调不成功，处理一个案件，需
要两到三人，花一天时间。

相关负责人认为，乡镇环保机构的
“熟人熟脸”，大大缩减了执法时间，提高
了工作效率。

新建污水处理厂是成都市今年投
入运行的污水处理厂，通过 7道工序让
浑浊的城市污水变成达到或高于国家最
高标准的清水，而再生水将回流到城市
河流上游，供城市景观绿化用水。

据了解，新建污水处理厂的主要
任务是处理城市管网来的生活污水，
服务面积约 195 平方公里，总处理规
模一天达到了 100万立方米。

城市管网的污水首先将到地处中
和镇的一个厂外污水泵站，这个泵站
的提升能力是每天 100 万吨。“城市的
生活污水将首先通过厂外污水泵站进
行一次提升，然后进入污水处理厂的
进水配水井。 我们要在配水井对每

条线的污水进行分配。”成都新建污水
处理厂工艺主管颜黾说。

污水进行分配后将首先来到细格
栅，新建污水处理厂采用的细格栅是内
径流的孔板式细格栅，去除固体悬浮物
的能力高于国内常用设备。

经过细格栅清除漂浮物，曝气沉砂
池过滤细沙及初沉池进行泥水分离，净
化污水才进入关键一步。

“去除泥沙之后的污水会进入最重

要的一个环节——生物池。”颜黾说，这
里主要是通过活性污泥去除污水里面的
COD、BOD、总磷、总氮等主要污染物。

去除以后的污水将来到二沉池，二
沉池的主要作用是将生化处理后的混合
液进行分离。二沉池上面的清水会排往
下一个滤池进行下一步处理，而下层的
泥通过下层输泥管道运往淤泥浓缩车间
进行浓缩脱水。

记者了解到，在成都新建污水处理

厂，污水要经过 3 级处理，最后还要进行
紫外线消毒，把水里面的粪大肠菌群进
行有效去除后，水才能出厂再利用。

笔者在新建污水处理厂的中央控制
室看到，经过处理的污水，水质发生了明
显变化，对比水质发现，进水的氨氮指标
是 30.32 毫克/升，处理后出水的氨氮值
是 0.5 毫克/升，而国家地表水一级 A 标
准是出水氨氮值小于 5毫克/升。

除了氨氮指标之外，COD 的标准也
高于国家标准。颜黾介绍说：“从水质监
测结果来看，进水的 CDO 浓度是 238.06
毫克/升，而经过处理后出水的 COD 浓
度降到了 12.74 毫克/升。而国家最高标
准是要求出水 COD 浓度小于等于 50 毫
克/升，我们的出水水质远远高于了国家
一级 A 标准。”

乡镇环保机构快速执法

污水处理坚持高标准

本报讯 经 过 近 10 个 月 的 项 目
选址、安装、调试、检测等一系列工
作 ，成都市锦江区白鹭湾湿地空气
子站于近日通过验收并投入试运行。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为准确掌握
当地空气质量状况 ，锦 江 区 环 保 局
于 2014 年 底 即 启 动 了 白 鹭 湾 湿 地
空气子站项目建设。据了解，这一
空 气 子 站 按 照 空 气 质 量 新 标 准 开
展 基 础 设 施 、站 房 、监 测 设 备 系
统 、数 据 采 集 传 输 系 统 建 设 ，并 在
白 鹭湾湿地游客中心和站房外分别
设置显示屏，实时显示白鹭湾湿地空
气质量数据。

区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近
建成的这座自动监测站完全采用国
家标准分析方法，从根本上确保了数
据的有效性和可比性。目前，监测站
站已形成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
粒物（PM2.5）、负氧离子 3 个项目的 24
小时连续自动监测能力。

根据相关工作计划，为全面、科

学反映白鹭湾湿地空气质量状况，锦
江区环保局现正按照国家空气质量
标准，着手在空气子站现有基础上增
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
氧 4 个监测项目，使其具备更加完整
的空气质量监测能力。

据介绍，成都市目前已在中西部
地区率先启动多模式集合空气质量
保障决策支持平台，实现了对环境空
气质量的预测预报、对大气污染成因
的深度解析、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
评估。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成都市即
通过决策支持平台正式开展空气质
量预测预报和大气污染成因解析，由
此成为西南地区首个建立大气污染
源完整清单、中西部地区首个建立决
策支持平台的城市，同时也是全国首
批 6 个正式开展空气质量预测预报
并向社会发布的城市，空气质量预测
预报准确率处于较高水平。

钟静 辜迅

本报讯 成都市人大城环委主
任委员张学爱、副主任委员陈强、李
琦率部分人大代表近日开展环保专
题调研，对成都市特大型餐饮企业大
蓉和一品天下店等油烟在线监控系
统运行情况进行了视察。

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程朝辉首
先介绍了油烟在线监控项目概况、资
金来源和安装情况。项目管理单位
成都市环境应急指挥保障中心工作
人员，以及承建方南京贝思兰公司工
程师现场讲解了这一系统的硬件组
成和工作原理，并通过电脑演示了餐
饮 油 烟 在 线 监 控 系 统 的 平 台 运 行
情况。

截至目前，成都全市 68 家特大
型餐饮企业均已安装了油烟在线监
控设施，这一系统现已进入调试及试
运行阶段。

着眼当前环保工作面临的形势
与任务，调研组对这项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的同时，分别结合大气雾霾防治
及机动车尾气、扬尘、秸秆焚烧等专
项治理，重点就进一步加强餐饮企业

污染排放监管、探索更为有效的油烟
处理及监管手段等，提出了很好的意
见和建议。

据介绍，成都市近年来不断完善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制，在制定印发

《成 都 市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方 案
（2014~2017 年）》，着力加强重污染
天气应急保障和区域联防联控的基
础上，每年均安排投入 5 亿元的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深入开展燃煤锅
炉、扬尘、机动车排气、饮食油烟等专
项污染治理及落后产能淘汰工作，现
已建成科学高效的空气质量预报预
警系统，大气复合污染综合观测站也
已投入实际运行，大气监测布网密度
较高。

作为国家首批餐厨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成都
一期 200 吨项目已经建成投运，二期
300 吨项目也将于 2015 年底建成投
运，并将基本建立起中心城区餐厨废
弃物统一收运系统，全年收运处理
6.8万吨、日均收运处理 186吨。

钟静 辜迅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成都市环
保局获悉，在充分利用现有天然水
系，积极打造锦城湖、白鹭湾、花田湿
地等“六湖八湿地”生态景观的同时，
成都市各相关部门正携手联动，大力
构建全域生态保护体系，力争尽快形
成生态核心资源保护新格局。

结合市域内三分山地、三分丘
陵、四分平坝，“山、田、河、湖、林”占
市域面积的 80%的生态资源特点，成
都市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初步构建
起涵盖绕城两边绿带、第二绕城两边
绿带，龙门山、龙泉山，市域水网、绿
道网，以及六大绿色隔离带的“两环
两山两网六片”生态保护格局。

在关于划定生态功能区工作方
面，成都市将所辖区域划分为 3 个一
级生态功能区、8 个二级功能分区和
34 个三级功能分区，并且在将 3 个等
级的生态功能区分别确定为重点保
护区、限制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的基

础上，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控制措
施，对 3 个一级生态功能区——“盆
周山地生态结构性控制区、成都第四
系复合冲积扇平原综合以及东部低
山丘陵农林土壤保持生态区”进行重
点保护。

同时，加快划定生态红线，将绕
城高速公路两侧各 500 米范围及周
边七大楔形地块内的生态用地和建
设用地所构成的控制区划定为环城
生态区，总面积 133.11 平方公里，并
通过《成都市环城生态区保护条例》
予以保护。

在此基础上，成都市结合水体分
布现状、地形因素和生态安全评价结
果，相继启动了全域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工作，依法划定红线空间边界，并
依据生态保护红线类型制定分类分
级管控政策与措施，以防止城镇无序
扩张，力求全面形成生态核心资源保
护的大格局。 钟静辜迅

白鹭湾湿地空气监测站建成
具备 PM2.524小时连续自动监测能力

加强餐饮企业污染排放监管
市人大调研油烟监控设施运行情况

打造六湖八湿地生态景观

构建全域生态保护体系

坚持用制度创新破解环境与发展难题

探索生态文明的成都样本

探访2：新建污水处理厂

探访1：绘制镇域污染源地图

成都市深
入开展燃煤锅
炉、扬尘、机动
车 排 气 、餐 饮
油烟等专项污
染 治 理 ，环 境
空气质量逐步
改善。图为蓝
天白云下的成
都市区。

马丁摄

图为成都市新建污水处理厂。 成都市环保宣教中心供

◆李凌翌 辜迅

◆李凌翌 辜迅

◆李凌翌 辜迅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日前正式
发布，方案的出台，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驶入

“快车道”。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
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尤其重要。四川省成都市积极深化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不断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坚持用制
度创新破解环境与发展难题。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成都以此破题,夯实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城市环境面貌，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获得
了更多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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