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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烟台市将以中央和省环保
督察整改为契机，持续加大污染
防治力度，全力打赢三大战役，加
快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推进

“四减四增”三年行动。
烟台市坚决打赢蓝天保卫

战，全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三
年行动计划，制定实施细则，编
制任务清单，明确责任分工，推
进各项任务落实。加快建设乡
镇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2019
年起将对乡镇空气质量进行考
核排名，有效传导污染防治压
力。实施城镇清洁取暖工程，
加强城市道路扬尘治理和建设
工地扬尘防治管理，持续推进
散煤清洁化治理。

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加
大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力度，综
合治理大沽夹河等 26 条重点河
流流域环境，推进生态水系工

程建设，构建更加安全的水生
态系统。深入开展水源地保护
专项行动，2019 年年底前将完
成县级行政单位的地表水型水
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加快全市
污水收集处理基础设施建设，
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健全
完 善 水 环 境 质 量 生 态 补 偿 制
度，将补偿扩大到全市所有重
点河流断面和县级及以上水源
地。力争到 2020 年，省控及以
上重点河流水质基本达到水环
境功能区要求、优良比例达到
50%，市区和县城集中式饮用水
水 源 水 质 达 标 率 稳 定 达 到
100%。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抓
紧出台全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
划，建立健全部门协调机制，提
高土壤污染防治能力。推进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项目建

设 ，强 化 污 染 地 块 风 险 管 控 。
加大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力度，
加快危险废物处置项目建设进
度，严厉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
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土壤环境
监管队伍与执法能力建设，提
升土壤环境应急能力。

为加快推进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烟台市把中央环保
督察和省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
重点督查范围，严格按照整改
方案要求，突出问题导向，细化
分解任务，持续加大各类问题
整改力度，确保按规定时限不
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顺利通
过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烟台市深入实施“四减四
增”三年行动，着力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改
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努
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为加强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保护，山东省蓬莱市坚持

“联防联控、齐抓共管、标本兼
治、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
则，建立健全科学、有序、长效的
保护机制，全市饮用水水源地生
态环境及水源水质明显改善，稳
定达标。

划定保护区，严格项目
审批

蓬莱市严格划定战山水库
饮用水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
划定保护区矢量边界，进一步明
确水源地边界范围。加强对战
山、平山、邱山水库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的规范化管理，设置界
碑、警示等标识，加装防护栏、视
频监控等设施，并委托烟台环境

监测中心每季度开展水质监测，
定期公开饮用水水源地相关信
息，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得到
保持和改善。目前，全市水质均
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

为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与 管 理 ，蓬 莱 市 严 格 贯 彻 落 实

《水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在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坚决拒
批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
的建设项目；在饮用水水源二级
保护区内，拒批新建、改建、扩建

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变事后
治理为事前预防。全面落实“三
同时”管理规定，确保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
同时施工、同时投用，并严格实
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
理规定。

规范畜禽养殖，提升应
急能力

蓬莱市将战山水库、平山水

库、邱山水库、淳于地下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和南水北调工程输
水河道饮用水保护区划为畜禽
禁养区，并组织开展禁养区、限
养区养殖场摸底排查工作。同
时，重点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工作，在水源地周边果园和农田
全面推广高效低毒农药，严禁使
用 剧 毒 农 药 ，鼓 励 应 用 生 物 防
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等病虫
害综合防治措施。

蓬莱市制定了一系列应急

预案，每年根据预案内容和要求
组织环保 、水 务 、卫 计 、消 防 等
部 门 开 展 联 合 演 练 ，提 升 处 理
应 对 突 发 事 件 的 能 力 ，最 大 限
度 保 障 城 市 供 水 安 全 。 在 全
市 开 展 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环 境 保 护 专 项 行 动 ，加 快 解 决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突 出 环 境 问 题 ，
制 定 问 题 整 改 方 案 并 建 立 整
改 销 号 制 度 ，确 保 整 改 完 成 一
个、销号一个。

孙蕾

本报讯 山东省烟台市开发
区牢固树立“环境就是民生”的
理念，把 VOC 治理摆在环保工
作突出位置，严控污染源头，加
强重点企业监管，构建实时监
控 系 统 ，持 续 削 减 VOC 排 放
量，促进辖区环境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

开发区建立并实行入区项
目专家评审和评估决策机制，
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
要求的项目，一律拒批，从源头
上减轻污染。实行污染物“倍
量替代”，倒逼企业优化生产工
艺。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试点

工 作 ，累 计 排 查 、修 复 万 华 化
学、中节能万润等 3 家单位有机
溶剂流经点位 25.5万余个。

为健全完善举报投诉受理
方式，开发区随时受理居民投
诉，持续开展环境突出问题综
合整治，不打招呼、不下通知、
不听汇报，经常性开展夜查雨
查突击检查，保持环境执法高
压态势。

同时，开发区采取约谈企
业负责人、加密监督性监测频
次、邀请环保专家“把脉问诊”
等措施，督促指导东岳汽车、万
华化学等重点企业升级改造污

染防治设施，陆续建成沸石转
轮、蓄热式热力焚化炉、低温等
离子、光氧催化等废气治理项
目 ，每 年 减 排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1200 多吨，异味类环境信访大
幅度减少。

为 加 强 对 重 点 企 业 的 监
管，在已有污染源在线监控系
统的基础上，投资 1600 多万元，
建设两座园区 VOC 监控站和 5
座厂界在线监控站，新增联网
区控重点企业 29 家，监控点位
达到 63 处，打造覆盖重点企业、
化工园区的综合性、信息化环
境监控平台。 王泽东

本报讯 山东省省级环保
督察组进驻以来，烟台市牟平
区高度重视，及时办理转办案
件，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考核问
责，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在前期建立协调联络工作
组办公室的基础上，牟平区提升
协调联络组级别，由区委、区政
府主要负责人共同担任组长，副
区长任副组长，全力做好省级
环保督察各项保障工作。

针对督察组转办的案件，
牟平区坚持第一时间分办、第
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整改、第
一时间反馈。各项工作全部实
行销号管理，确保完成一处、验
收一处、销号一处。对群众关
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按照

疏堵结合、稳妥处理的原则，既
严格按政策办事、注重政策引
导，又充分兼顾群众利益、及时
回应关切，防止出现“一刀切”。

为全面压实各级责任，牟
平区明确各镇街作为整改工作
责任主体，把责任分解到每一
个分管负责人、每一个具体责
任人。严格落实区环保、住建
等部门的行业监管责任，分别
牵头制定完善行业监管标准。

牟平区强化考核问责，区
委组织部牵头完善全区考核办
法，充分发挥考核的鼓励鞭策
作用。区纪检、监委和区委组
织部采用通报、约谈等方式，对
整改工作推进不力、进展缓慢、
弄虚作假的严肃问责。 杨林

本报讯 山东省招远市环
境监察大队二中队执法人员日
前对张星镇各条河流开展常规
巡查，行至河埃村南河桥时，发
现河流水质较平日明显浑浊且
水量增大，并伴有异味。

经过仔细排查，执法人员
在桥东侧南岸发现一个排污口
正在排放大量污水，水体发黑、
浑浊，散发出一股粉丝废水特
有的味道。

执法人员立即从排污口沿
沟渠向上游进行溯源排查，行
进至一公里时，发现一家粉丝
厂正在生产，企业污水处理设
施正在运转，不存在违法排污
现象。就在案件调查陷入无绪
之时，执法人员通过调阅监控
视频发现，原本有一根白色塑

料管用铁丝捆绑在污水处理设
施东侧墙上，一端连接厌氧池
内的潜水泵，另一端则直接放
在地面上，将污水排入雨水管
路，在执法人员进入厂区之时，
白色塑料管已被撤下。

据企业负责人交代，企业
自 2018 年 3 月下旬开始对污水
处理设施进行调试，但处理后
的废水一直不能稳定达标，就
一直积攒在厌氧池内未排放。
由于汛期雨水较多，担心水满
外溢，就安排工人从厌氧池里
抽出部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
入厂外的雨水渠。

招远市环保局依法对这家
企业做出行政处罚，并将案件
移送至公安机关，企业相关人
员被行政拘留。 杨军航

蓬莱筑牢饮用水源地防护墙
建立长效防护机制，确保饮用水水质稳定达标

治污设施藏猫腻，偷排污水被处罚

招远查处非法排污粉丝厂

开发区多管齐下治理VOC
加强源头防控，打造环境监控平台

问题整改坚持疏堵结合、稳妥处理

牟平区督察整改防止“一刀切”
山东省烟台市深入推进大气污染治理三年行动，综合整治26条重点流域

治污再发力 环境更宜居
位于渤海之滨的山东省烟台

市，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
势，环境质量一直稳居全省前列，
成为城市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

近年来，烟台市深入贯彻落
实国家及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重
要决策部署，持续加大治污力度，
强化生态修复保护，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三大战役，努力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生态更优

美、环境更宜居。
今年上半年，烟台市区环境

空气质量 4 项主要污染物浓度同
比均大幅度改善，获得省级补偿
资 金 1575 万 元 。 其 中 7 月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达 到 100%，同 比 增
加 9.7 个 百 分 点 ，位 居 全 省 第
一 。 全 市 国 控 地 表 水 两 项约束
性指标均达到国家考核要求，17
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类
标准。

为持续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整
治，烟台市不断加强城市道路扬
尘治理，全面推广湿法保洁，市区
3146 万平方米主次道路机械化
清扫率、洒水率达 97.7%。集中
整治建设施工扬尘，全市 111 个
规模以上建筑工地全面落实“六
个百分百”要求，实现远程视频及
扬尘监测系统全覆盖。

烟台市大力推进煤炭减量工
程，强化煤炭消费压减措施，上半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炭消
费量同比减少约 45.88 万吨。推
进城镇清洁取暖工程，1 月~7 月
市 区 新 增 集 中 供 热 并 网 面 积
47.82 万平方米，全市集中供热普
及率达 78.3%。

为扎实推进机动车污染和挥
发性有机物治 理 ，烟 台 市 累 计
检 测 14.3 万 辆 柴 油 货 车 ，强 制
维 修 1 万 辆 超 标 排 放 车 辆 。 今
年 以 来 ，全 市 新 增 新 能 源 公 交
车 120 辆 ；建 成 运 行 45 个 重 点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一批国
际国内先进治理技术得到广泛应
用。

围绕水污染综合防治，烟台
市深入实施河长制、湖长制，落实
各级河长 4489 名、湖长 2402 名，
招募巡河志愿者 5300 余名，市、
县、乡、村 4 级河长湖长体系全部
落实到位。推进重点流域污染整
治，印发实施《全域治水三年攻坚
行动计划》，规划实施“一河一策”
污染防治工程 40 余个；排查入河

（海）排污口 731 处，整治不达标
排污口 676 处，持续减少污染物
排放。

烟台市开展水源地保护专项
行动，排查各类水源地环境问题
276 个，其中市级水源地问题 106
个，年底前将全部完成整治。深
入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在全面完
成 22 条黑臭水体整治基础上，抓
好基础管网配套建设，今年以来
新建改造污水管网 116公里。

为提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水
平，烟台市实施农药减量控害工
程，抓好田间监测网点建设，推广
病虫害统防统治，全市主要农作
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达
到 30%。 实 施 化 肥 减 量 增 效 工
程，上半年全市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 70 万吨、覆盖率稳定在 90%以
上；新增水肥一体化农田 13.3 万
亩，累计新增 35.30万亩。

烟台市大力实施有机肥增施
替代工程，上半年全市新增生态

循环农业面积 20 万亩。争取中
央资金 1000 万元在蓬莱市实施
国 家 有 机 肥 替 代 项 目 ，推 广 面
积 1.6 万 亩 。 实 施 农 业 生 产 废
弃 物 资 源 化 提 升 工 程 ，推 进 秸
秆 还 田 ，加 快 推 进 秸 秆 全 量 化
利用。全市 3304 个畜禽规模养
殖 场 配 套 建 成 粪 污 处 理 设施，
配建率达 99.25%，年底前将全部
配建到位。

为强化生态修复保护，烟台
市强力推进国土绿化，今年以来

全市完成造林 10.1 万亩，占年
度 任 务 的 92%；完 成 森 林 抚 育
20 万 亩 ，达 到 年 度 计 划 要 求 。
选取重点区域打造示范工程 42
处、3 万多亩，带动全市国土绿
化水平提升。

烟台市投资 19.63 亿元，实

施 海 岛 海 岸 整 治 修 复 项 目 39
个，包括 30 个海岸整治修复项
目、7 个海岛整治修复项目、两
个海湾整治修复项目，各项工
程有序展开。加强海水养殖污
染防控，推广生态高效健康养
殖方式，循环水养殖面积达到

20万平方米以上。
针对港口船舶污染防治，

烟台市出台港口和船舶污染物
接 收 转 运 及 处 置 设 施 建 设 方
案，全市 28 个港口和 7 家修造
船厂全部签订第三方污染物回
收协议。

本报讯 烟台市莱山区以省
级环保督察为契机，全面打好环
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治攻
坚战，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调
动全区各方面力量，全力以赴，确
保问题整改到位。

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莱山
区完成全区 65 台 10 吨以下燃煤
锅炉淘汰替代和 11 台大型锅炉
超低排放改造任务，累计获市级
空气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款 901 万
元。2017 年 11 月底前完成散煤
替代 3 万吨，推广节能炉具 4000
台。排查渣土车 334 辆，完成封

闭运输车改造 301辆。
围绕水环境污染治理，莱山

区严格落实河库管理保护长效机
制，对 23 条河流和两个水库设置
区级河长，明确各级河长职责。
实施水源地全域禁养，拆除全区
1000 余套养殖设施。对重点河
流实施月监测机制，及时掌握重
点河流水质状况。

为确保环境执法不留死角，莱
山区建立移动执法和网格化执法
监管两大体系，形成了辐射 7个街
道园区、126个社区的无缝隙、全覆
盖环境执法体系。 孙乾坤

本报讯 为深化“放管服”改
革，山东省海阳市环保局把源头
管理作为服务群众、消除污染隐
患的重要环节抓好抓实，从严从
细推进项目审批管理工作。

海阳市环保局积极推进“电代
煤”“气代煤”工程，发挥标准的引导
和倒逼作用，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
新，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确保
审批项目从源头符合标准，实现达
标排放。力奔力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等 6 家企业“气代煤”加热方式
通过了环保审批。

为严防水环境污染，海阳市

环保局要求建设项目按照“雨污
分流”原则设计和建设厂区排水
系统，严把审批关口，管控水污染
源头，确保项目周边地下水、土壤
环境安全。今年以来，全市已拒
批两个因污水排放不能满足项目
区环境管理要求的项目。

为守住生态红线，海阳市环
保局严格落实新修改的《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今年以来
先后拒批 6 个因选址不合理、拟
采取的污染治理措施不能满足环
境管理要求的建设项目。

张文勇

本报讯 山东省龙口市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突出精准化治气，坚
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全
市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龙口市不断减少煤炭消费
量，增加清洁能源使用，截至 7
月底，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煤炭
消费总量为 575 万吨，比去年
同期合计压减 16万吨。

为 加 强 城 市 道 路 扬 尘 治
理，龙口市在主要道路和商业
繁华区域推行“机械清扫、洒水
降尘、冲洗除尘、快速捡拾、立
体保洁”的深度保洁模式。市

区主次道路普遍达到每日机械
清扫两次、洒水两次。

针对建设施工扬尘污染，
龙口市累计建设、更换标准围
挡 2000 多米，硬化施工道路和
场地 6000 多平方米，安装扬尘
监控设备 9 套，全市单体 1 万平
方米以上的施工现场全部达到

“六个百分百”要求。
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今

年，龙口市组织两次燃煤锅炉
和 1 次铸造行业整治“回头看”
行动，查处不达标企业 22 家，
督导 177 家涉挥发性有机物企
业开展自查整改。 李鹏

龙口精准施策提气质
查处不达标涉气企业 22家

守住生态红线，源头防控污染

海阳严把建设项目审批关

全区一盘棋 打好攻坚战

莱山区强力整治突出问题

今年以来，烟台市不断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全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图为烟
台海边的碧波蓝天。 由国梁摄

分类整改，全力打赢三大战役

防治结合，加强生态修复保护

源头管控，推进水气污染治理

◆本报通讯员由国梁

烟台市借助科技力量提升环境执法水平。图为招远市环境执法
人员利用无人机高空俯瞰一家石材工业园区生产情况。 赵小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