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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对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
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进展情况公示结束，标志
着淮钢全面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成为全国第57家、全
省第7家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坚持把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求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对淮安而言，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持续增强
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步伐，围绕产
业绿色化、集群化、现代化发展，加强落后产能淘汰，培育形
成以新型装备制造、绿色食品、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三
新一绿”四大主导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累计完成水
泥产能（粉磨）120万吨、印染产能120万米、钢管加工产能
10万吨等低端低效产能化解，关闭化工企业145家。

同时，我市健全省市绿色标杆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储备、

培树和推广绿色制造示范典型，创成国家级绿色工厂6家、
省级绿色工厂27家；推动能源节约集约利用，制定《淮安市
2023年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点》《淮安市加强能耗强度管控
提升能耗指标空间工作方案》等文件，统筹能源安全保供、低
碳转型和高效利用，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2022年全市6户公用燃煤电厂耗煤同比下降6.1%，规上企
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1.66%；加快发展风电、光
伏等新能源项目，大力推进整县光伏开发试点，全市非化石
能源装机规模达448.95万千瓦，占全市发电总装机规模的
54.47%。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坚持生态优先，优化城乡、区域国
土空间，实现国土空间全域覆盖、全要素管控，划定落实“三
条控制线”，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效率；加强农业、生态、城
镇空间整体谋划，以发展带与发展轴联系要素，以片区模式
促进市域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融合发展，规划形成“两带三片
区、一核一走廊”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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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清岸绿的运河两岸，
到出门见景的城市公园；从开
窗见绿的宜居城市，到风景如
画的美丽乡村……如今的淮
安，所到之处皆风景，抬头可见
“天空蓝”，放眼皆是“生态绿”，
日益提升的生态环境质量，正
在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
民生福祉。近年来，我市深入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持将环境质量变好作为生态环
境建设的硬要求，聚焦打造“绿
色高地、枢纽新城”，牢固树立
“管理出效益、花小钱办大事”
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
高质量发展。

2022年，淮安PM2.5平均浓度首次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优良天数比率改善幅度全省第一，成为全省唯一“双
达标、双改善”的设区市。

这是淮安着力答好保卫绿水蓝天这一时代命题的生动
实践。近年来，我市坚持精准防治，科学防治，靶向发力，全
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扎实推进蓝天保卫战。我市深入开展秋冬季空气质量改
善六大行动、扬尘管控“三源”整治行动、“48小时+12天”专项
攻坚，统筹抓好挥发性有机物、铸造等重点行业深度治理，2018
年以来全市PM2.5浓度实现“五连降”，改善降幅达28.57%。

扎实推进碧水保卫战。据介绍，我市深入实施生态碧水
三年行动，成立洪泽湖、白马湖流域综合治理和应急处置指
挥部，持续开展排涝泵站和涵闸拦蓄污水整治、涉氟企业专
项整治、排污口排查整治等工作，推进重点断面“一断面一

策”治理。“十四五”期间，全市国省考断面总数从30个增加
到57个。2022年，水质均值全部达标，优Ⅲ比例上升至
94.7%，无Ⅴ类、劣Ⅴ类断面，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100%达标。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完成32个高风险地块调查以及
淮阴区城中花园、淮安区隆欣化工地块修复治理，获批全国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十四五”以来，累计投入70.04亿元实
施环境基础设施项目339个，新增城市污水处理能力16万
吨/日，污水集中收集率从29.11%提升至55.2%，为苏北五市
最高，生态垃圾分类在全国大城市排名上升到第37位。我
市开发应用“淮安市装修垃圾清运通”微信小程序，全省率先
实行建筑垃圾网上预约清运模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全过
程管理体系初步建立。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场不能输、也输不起的硬仗。近年
来，我市围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加大保护、加大监管、加大
修复，构建生态保护的“大格局”，努力让环境污染的“问题清
单”变成群众的“满意清单”。

据介绍，我市严格生态空间管控，印发了《淮安市生态空
间管控区域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布局、控
管结合、统筹协调、动态优化的原则对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进行
管控。同时，我市制定《淮安市“绿盾”系列专项行动整改销号
管理暂行办法》，成立“绿盾”专项行动工作小组，常态化开展

“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我市还不断加强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保护联合执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努力让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

为加强系统保护修复，我市在全省率先发布《淮安市“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推进生态安全缓冲区、生
态岛试验区建设，盱眙县洪泽湖生态修复示范建设项目等6
个项目纳入“国家山水工程项目”，白马湖生态修复项目成为

首批省生态文明建设典型，2022年生态质量指数位居全省
第一。

除此之外，我市积极打造宜居生态空间，全市森林覆盖
面积达326.89万亩、建成省级绿美村庄208个，创成江苏省
生态园林城市。健全完善湿地保护体系，现有国家湿地公园
2个、省级湿地公园1个、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2个、市级湿
地自然保护区2个、湿地保护小区56个，白马湖湿地成功列
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持续推进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两治一提升”专项行动，着力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目前，第二轮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7项问题，已通过省级验收3项；交办
的141件信访件，已办结128件、阶段性办结13件。第二轮
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的55项问题，已完成验收31
项；交办的169件信访件，已办结160件、阶段性办结9件。

淮安的“绿”是建出来的。年复一年坚持植树造林，全市
林木覆盖率24.34%，“推窗见绿”已成为市民的生活标配。

淮安的“绿”更是管出来的。近年来，我市从精细化管理
入手，坚持抓在平时、管在日常，压实责任“守”住生态底线，
精雕细琢“绣”出城市颜值，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城。

据介绍，我市不断健全工作机制，成立市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主任”，原市生态文明建
设领导小组、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与市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合并，将生态环境质量相关指标融入高质量跨越发
展目标考核体系，建立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季度点评及大气质
量周通报、水环境质量旬报等制度，构建全市上下一体推进、
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夯实基础支撑，我市印发《“十四

五”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23年生态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项目计划》，持续开展环境基础设施提升行动。

此外，我市强化联保共治，积极探索跨界区域联防联控，
先后参加南京都市圈跨区域环境污染执法联动、南京都市圈
燃煤电厂联防联控，盱眙县与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建立生态
环境联防联控合作机制，金湖县与扬州高邮市、宝应县就高
邮湖、宝应湖强化水污染防治，涟水县与连云港灌南县推动
水环境协同共治。我市还组织策划“与自然共生 与发展同
行”等主题宣传活动，《“公民十条”环保三字经》入选全国
2022年度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优秀作品、为全省唯一，白马湖
国家湿地公园获评省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

■融媒体记者 孔 雪 徐昌政
通 讯 员 刘昌国 林子荫 朱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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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污染防治“组合拳”

◇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

◇深耕精细管理“责任田”

◇奏响绿色发展“大合唱”

下一步，全市上下将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健全完善
环境治理机制，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更好质量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加快建设独具江淮水韵魅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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