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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生态环保大会，一个细节有啥深意
9月1日，淄博召开全市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暨美丽淄博建设推进会，吹响了生态
环境保护和美丽淄博建设的号角，推动全
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根本好转，奋
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美丽淄
博新篇章。

与过去一些大会不同的是，
除了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和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志
愿者代表、群众代表等也在市主
会场参会。

为什么这样安排？绿色时
代，已然来临。

生态环境保护不是某个部门
的事，关系各方，同时又是一项庞
大、复杂、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

近几年来，淄博抓好产业调
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工作，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转折性、全
局性变化。这一切，和全民生态
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密不可分。
如今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成为

一种需求，推进淄博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全体市民共同参与。

在淄博各小区，作为重点民
生项目的垃圾分类正改变着人们
的日常生活，在改善提升城乡环
境的同时，也培养起群众的文明
生活习惯。在张店区，环保文明
深入人心，实现垃圾投放定时定
点，同时张店聚焦解决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乡村综合环境提升，推
行垃圾分类上门收集模式，实现
农村垃圾分类全覆盖。淄博高新
区垃圾分类科普中心凭借多元
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的运

营管理模式，被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作为“山东省城乡生活垃圾
分类典型案例”。

环保志愿者和环保社会组织
投身丰富多样的环保公益专题实
践活动，让责任更加清晰、层次更
加分明、联系更加紧密的现代化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完
善。目前，淄博已有10余家环保
社会组织，拥有1.7万余名成员，
致力于大气污染防治、环保宣传
教育进社区、青少年环保公益行
动等环保宣传及公益项目活动，
赢得了认可和好评。

志愿者、群众是环保参与者
更是利益相关方。让他们参加这

场高规格大会，直接参与了解淄
博环保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
打算。

参会的还有部分重点企业负
责人。对于企业来说，则应担负
起环保使命与责任，把环保当成
命门，这其中更有经济账可算。
原先用柴油渣土运输车跑200公
里需要800多元的油，换了新能
源车，同样路程只需要400多元
钱，费用省了一半。淄博一家运
输企业负责人曾给记者算过这样
一笔账：“一辆车一年油耗能节省
20万元左右，公司有80多辆车，
可不是小数目！”

淄博生态环保大会上还提

到，今年淄博已出现5天重污染天
气，其中4天是由燃放烟花爆竹
引起的。淄博市几年前就已制定
出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并
取得了良好效果。不燃放烟花爆
竹、过一个有蓝天的绿色春节，应
该成为大家的共识和选择，需要
所有人理解、支持、配合。

其实8月25日上午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暨美丽山东建设推
进会举行后，淄博立即就燃放烟
花爆竹领域细节开始落实。

生态环境保护是全行业、全
链条、全领域、全社会的事，每位
淄博人“低碳每一天”的生态环境
保护才更有意义。

这场大会有何特殊之处？

淄博环保的转折性变化“转”在哪？

会上传递出的信息，让人欣
喜。这些年，淄博生态环境发生
的变化，人人都能直观感受得到。
淄博环保已发生转折性变化，变
化在哪里？

在人们过去的认识里，环保
只是几个部门的事，而现在“全员
环保”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几
年前，为压紧压实各级生态环保
责任，淄博市委、市政府研究建立
了“全员环保”工作机制。该机制
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
导、干部职工全员落实、人民群众
全员参与生态环保，从市级领导、
职能部门、区县、镇(街道)、企业、
社会六个方面，分层次明确了责
任，形成了全行业、全链条、全领
域、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格局。

近年来，淄博市各级各部门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使“双
碳”战略稳健实施，取得丰硕成
果。十年来，全市煤炭消费量削

减28.4%，万元GDP能耗累计下
降47.8%；全市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新增217万千瓦，
其中近三年光伏装机容量新增
115万千瓦，占光伏装机总容量
的67%以上。

意识改变了，再配合系列举
措、体系，行动的系统思维，治理
就会水到渠成。

实施两轮“四减四增”行动，
治理散乱污企业23314家。在全
省率先打响VOCs治理攻坚战，
对4172家企业开展规范治理；对
3200余家次企业工业炉窑实施
深度治理。26家煤电企业全部
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水泥、建陶等
行业平均排放浓度大幅低于国家
标准。创新采用“六个一”工作方
法，对孝妇河、马踏湖等重点河湖
实施全流域精准、科学、系统治
理，完成19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新
改扩建，对全市3512个入河雨排
口分类编码建档立牌，完成1103

个入河排污口溯源排查整治，建
设人工湿地1.4万余亩，水环境治
理成效及经验得到省政府领导批
示肯定。持续深化土壤污染防
治，完成1105个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任务，农村人居环境大幅度改
善。启动“无废城市”建设，开展
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整治五
年行动，157个问题点位已完成
整改143个，固废历史遗留问题
得到有效化解。

建立“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守牢发展的“底线边
框”。十年来累计减排二氧化硫
21.59万吨、氮氧化物13.89万吨、
COD4.89万吨、氨氮0.5万吨。强
化环评审批服务，在全省首创“三
二一”最短审批时限，实施告知承
诺审批、打捆审批，十年来审批环
评报告23235本，服务各类重大
项目2343个。淄博被列为全省
三大环保产业集群之一，组建了
市环发产业集团，推动环保产业

起势发展。
已全面建成“林长制”体系，

共配备市、县、镇、村四级林长
5230名。完成荒山绿化56.97万
亩，废弃矿山生态修复450余处，
建成绿色矿山39家，创建国家森
林乡村22个，省级森林城市2个、
森林镇11个、森林村90个，淄博
创建为国家森林城市。实施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430个，预计新增
耕地8.1万余亩。

生态承载力稳步提升。马踏
湖湿地、原山森林公园、鲁山森林
公园等重点区域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不断提升。马踏湖综合治
理经验荣获生态环境部《全国首
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第1名，沂
源县成功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2021年，淄博生态质量
指数(EQI)列全省第4位，进入全
省第一方阵。

新旧动能转换取得突破。新
能源制造业、高分子材料等12个

集群入选全省“雁阵形”产业集
群，数量居全省前列。淄博市“四
新”经济增加值占比达37.7%，比
全省平均高5.9个百分点。淄博
老工业城市转型工作先后五次获
得国务院督查激励。

淄博全市举力带来的是主要
环境指标大幅改善。十年来，淄
博市PM2.5平均浓度改善63.2%，
列全省第8位；优良天数比例提高
了39.2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5
位；综合指数改善幅度达到
58.4%，列全省第2位。目前，全
市地表水国省控考核断面水质达
到Ⅳ类及以上标准，国控断面水
质达到Ⅲ类及以上标准，水环境
质量指数在全省排名由2020年
的第13位上升至第1位。

这些变化是与在系统思维，
科学施策，统筹谋划，抓好全链条
治理上下了功夫分不开的，更是
淄博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
到新的治理之道、落实之举。

传统产业如何向“新”迎“绿”？

淄博工业百年起步，传统产
业曾占比70%。谈到生态环保，
传统产业是绕不开的话题。环保
发生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淄博向

“新”迎“绿”提升生态气质，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功不可没。

淄博出台减碳降碳十大行动
方案、碳达峰实施方案等“双碳”
战略措施，构建系统落实推进体
系，高标准推进节能降耗和能源
结构调整。在积极稳妥压减落后
产能的同时，围绕推动绿色化、智
能化、高端化转型，持续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同
时也在探索老工业城市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每次淄博这些重要部署，既
一脉相承，又有新的阐释。

如今社会共识，绿色之变，看
得见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
一个个既富且美的乡村里、一条
条从污变清的小河里，在伸手可
得的生态产品里。

以淄川为例，过去建材、水泥
是其传统支柱产业。长期以来，
水泥企业粗放的生产管理模式，
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与环境

污染。
怎么办？淄川区把大气污染

防治作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大
事来谋划和推动，实施两轮“四减
四增”三年行动和大气污染治理
品质提升行动，累计关停取缔、整
改提升企业3604家，淘汰20吨以
下燃煤小锅炉180台，焦化、熔块
等产能全部出清，激光雷达、无人
机等一批高科技治污手段得到广
泛应用，区域空气质量连续三年
改善。今年1—7月份，全区空气
质量同比改善率排名全省第5。

位于淄川的国家级绿色工厂
山东东华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异
味和尘土，草绿花开，颠覆了人们
对于水泥厂的原有印象。“目前按
照年产240万吨熟料计算，年可
节约标准煤超过1.1万吨，节电
842.4万度，减排二氧化碳8717
吨、氮氧化合物200吨、二氧化硫
212吨，节煤节电减排综合效益
折合资金4000万元。”说起公司
牵头开发的全国首个水泥“工业
大脑”，东华科技党委书记、董事
长张全如数家珍。如今，水泥“工
业大脑”2.0版本已经上线，实现

了对水泥产品全生产过程的智能
化控制，实现减排降碳“最优解”。

东华科技是淄博传统产业绿
色低碳转型的一个范例。这样的
企业和产业领域，在淄博有很多。

8月26日，华能高青唐坊牧
光互补发电项目正式并网发电，
标志着全省最大的单体牧光互补
光伏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格
局。高青选择加码赋能绿色低碳
新兴产业，“牧光”互补、“渔光”互
补、“农光”互补等光伏发电项目
赋能，低碳产业成为驱动传统产
业升级的最好动力。

如何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
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淄博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

实施“碳达峰十大工程”，加
快出台分领域工作方案，推动能
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重
点抓好煤电行业转型升级，加强

“两高”行业能效管理，到2025
年，全市“两高”行业项目全部达
到能效基准水平，30%以上达到
标杆水平。

加力优化能源结构。坚持先

立后破，优化能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调控，积极推动重点领域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光伏、
氢能等新能源，到2025年，新能
源总装机容量达到500万千瓦以
上，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至
10%以上，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
系，确保能源安全。实施新能源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推
动新能源汽车、氢能、储能、光伏
等产业聚链成群，打造新的经济
增长极。

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
转型。坚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与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示范区建
设两篇文章一起做，深入推动传
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深入实施
细分新赛道深耕新经济行动，全
力提升经济发展位势能级，力争

“四新”经济占比年均提高2个百
分点。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为抓
手，深化大保护、大治理，全面加
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壮大
循环经济，筑牢绿色发展基底。

成绩虽被认可，认识更要
清醒。

会上指出，当前淄博市生态

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
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态文明建
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爬坡的
关键期。

未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保护、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
双控，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弱、区
域时空波动性大等也都是淄博还
要面对的具体弱项特征。

如何让生态环境为经济增长
提供更多用能空间，如何让环境
系统工程运用行政、市场、法治、
科技等多种手段参与治理，会是
淄博较长时期内的“必答题”。

生态环境保护，既是“国之大
者”，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全
国统一的维度上，淄博生态环保
大会赋予了更广域的意义和更深
远的期待。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孙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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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踏湖风光优美。 通讯员 宋开才 摄
志愿者清扫环境卫生，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通讯员 李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