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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市区空气质量稳居全省前
列，PM2.5浓度由2019年的38
微克/立方米降至2023年的26
微克/立方米；规范整治入河排
污口1172个，省控及以上重点
河流无Ⅴ类及以下水体，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优良水体比
例保持100%；近岸海域水质优
良面积比例稳定保持 90%以
上……近年来，山东省烟台市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全力推动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稳定向好，人民群众生
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显著增强。

源头防控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烟台市位于山东半岛东
部，濒临黄海、渤海，海岸线绵
延1071公里。向海而生、因港
而兴造就了烟台市独特的资源
禀赋，也赋予了烟台维护生态
安全的重大使命。

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以
绿色发展为本，是实现城市价
值最大化的必由路径。作为一
个以工业立区的滨海新城，烟
台黄渤海新区的八角湾曾经面
临入海河流水质一度恶化、砂
质岸线受海浪侵蚀、海域生物
种类和数量下降等困境。“后沙
旺地儿荒，十里不见几个庄，黄
沙从秋刮到春，提来咸水洗衣
裳……”这首在烟台广为流传
的民谣，描述的正是这片曾经
贫瘠的土地。

入海口关闭“闸门”，严控
污染源头，对7条雨水排海管
道改造提升，对5条入海河流
进行环境综合治理，对辖区入
海排污口开展分类整治，确保
陆源排海清洁可控；海岸线修
复治理，全面修复和加固受海
浪侵蚀的护岸，严格限制沙滩
硬化建设，拆迁养殖用海项目，
拆除沙滩既有建筑，维护沙滩
的自然连续性，拓展亲海休闲
空间；海防林抚育更新，在最
大限度保留原有树种基础上，
按照高低错落、层次鲜明的要
求，引入72万余株常绿乔木、
色叶植物和时令花卉，新增林
地面积约70万平方米；海域中
增殖放流，在全国率先构筑政
府引导、科研支撑、全社会广
泛参与的海洋生物资源“大养
护”格局，近5年放流各类海洋
经济类苗种1.7亿单位……一
套系统实施污染防治与生态
修复的“组合拳”下来，八角湾
的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去年8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第二

批12个国家级美丽海湾优秀
案例，烟台黄渤海新区八角湾
成功入选。

水清滩净的八角湾只是烟
台市常态化生态保护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烟台市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大气环境方
面，烟台市深入落实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暨第三轮“四减四增”
行动工作要求，开展扬尘、臭
氧、挥发性有机物等专项治理
攻坚行动，市区空气质量稳居
全省前列。水环境方面，烟台
市印发实施《烟台市水生态环
境全面提升行动方案》，明确重
点任务25项、工程项目62个，
建立地表水环境管控一张图，
规范整治入河排污口1172个，
省控及以上重点河流无Ⅴ类及
以下水体，全市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优良水体比例保持
100%。

在海洋环境方面，烟台市
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一体
推进海洋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近岸海
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稳定保持
90%以上。土壤环境方面，强
化土壤污染防治全环节管控，
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

产业发展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2022 年，国务院印发《关
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赋予山东建设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

今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大力推
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推
进绿色环保科技创新和产业
发展。

山东先行、烟台示范，以高
质量发展为要。作为山东省三
个GDP突破万亿元城市之一，
烟台市坚决扛牢“走在前、挑大
梁、作贡献”的使命担当，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今年6月29
日，中共烟台市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提出
要奋力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示范城市。

烟台市被定位为示范的底
气，来源于烟台绿色低碳产业
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近年来，
烟台市通过实施六大千亿元级
产业提升行动，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着力打造了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集群。

发展进程中，烟台市绿色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历了
阵痛与挑战。烟台市坚决淘
汰落后产能，为高质量发展腾
出空间，聚焦钢铁、煤电、水
泥、轮胎、化工、铸造等重点行
业，对“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
装备和落后产品全部淘汰清
出，全市完成工业炉窑整治提
升 1201 个。同时，面对能源
结构实现转型升级，烟台市坚
持从优化能源结构入手，2021
年以来，已淘汰关停小煤电机
组19台，关停总容量48.95万
千瓦，升级改造 3 台，总容量
7.8万千瓦。

绿色逐渐成为烟台市高质
量发展的底色。近年来，烟台
市大力推进16条重点产业链、

“9+N”产业集群绿色低碳转
型，形成了绿色石化、有色及贵
金属 2 个 2000 亿级，高端装
备、电子信息、汽车、食品精深
加工4个千亿级，生物医药、航
空航天、清洁能源3个百亿级
产业集群，重点打造丁字湾新
型能源创新区、东方航天港、世

界级绿色石化城、中国海工装
备名城、百万辆汽车产业城、国
际生命科学城“一湾一港四城”
重大载体。

绿色低碳的风在烟台吹
动，也带来了建设绿色城市的
活力。当前，烟台市正在积极
推动智能低碳城市建设，探索
制定了《智能低碳城市规划》，
创造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的新项目、新产业、新空间；出
台了《烟台市智能低碳城市行
动方案》，系统推动城市全面绿
色转型，打造核能综合利用、万
华工业园余废热低碳清洁供暖
等29个应用场景，烟台市财政
绿色采购占比达 88%。在烟
台，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等低碳
生活已然蔚然成风。

零碳探索
树立绿色生活方式

走进烟台市长岛海洋生态
文明综合试验区，处处可见零
碳交通、零碳生活、零碳旅游、
零碳民生等一批可应用、可展
示、可复制的零碳场景：城市公
交和旅游公交“新能源化”，居
民免费乘坐，年减少使用燃油
500 吨，减排二氧化碳 1300
吨、二氧化硫 5 吨、氮氧化物
4.3吨；推进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体系建
设，垃圾分类的生态新理念在
全区得到普遍认同，参与率达
100%；采用闭式空气热源塔和
空气源热泵技术，推进煤改电
清洁能源供暖项目建设，实现
城区清洁能源供暖全覆盖……

从出行到取暖，从垃圾投
放到污水排放，长岛人的生活
方式越来越绿色，越来越低碳。
2021年，烟台市在统筹考虑长
岛发展定位和巨大潜力基础

上，提出打造“长岛国际零碳
岛”。2023年8月，《长岛国际
零碳岛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研
究》等5项研究成果在“2023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上集
中发布。

“国际零碳岛”是烟台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近
年来，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
试验区在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
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烟台
市积累了宝贵的绿色发展经
验。同时，长岛全面推进生态
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倡
导绿色低碳生活，绿色生活风
尚走进千家万户。

如今，长岛已实现岛外车
辆“禁入”和岛内车辆“控牌”全
域管控、新能源旅游公交体系
全域运行、烟花爆竹全域禁放、
集中供暖清洁能源全域替代、
生活垃圾分类全域推行、污水
处理全域覆盖，启动了全域燃
油出租车电动化替代。

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
根植居民群众心中，也是建设
美丽烟台的重要目标。近年
来，烟台市全力推进“花园城
市”建设。

借助18条山海生态廊道，
串联起山地、丘陵、平原谷地、
湾岬、海岛组团，构建了山、海、
岛、城、河融合共生的山海城
市。烟台市建成包括大南山、
昆嵛山以及中国唯一的海岛国
家地质公园长岛等17处综合
性公园，公园绿地面积达48平
方公里，全市建成区绿地率、绿
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分别达到40.5%、44.6%和18.7
平方米，实现了“推窗见绿、出
门赏景”……今年11月，在第
22届国际花园城市总决赛上，
烟台市一举斩获“国际花园城
市”金奖。

山东省烟台市山东省烟台市：：

守护碧波蓝天守护碧波蓝天        建设美丽海湾建设美丽海湾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奎屯公安处：
深入开展“冬季行动”
保障辖区治安稳定

近日，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奎

屯公安处深入开展“冬季行动”，结

合辖区实际，多措并举，全面落实防

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稳定各项

工作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治安持续

稳定。图为民警在高山牧场骑马巡

逻，保障辖区火车平安通行。

张艳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