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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三大保卫战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水晶天”“棉花云”的频繁露脸，是
镇江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成绩
单”。今年以来，我市实施581项年度大
气污染防治工程项目，全市55家排放大
户开展友好协商减排，全面提升 159家
铸造行业企业大气治理水平，建成丹徒
区制刷行业油漆配套中心、扬中市喷涂
中心等一批“绿岛”项目；建立工地扬尘
红黑榜制度，实施乡镇（街道）环境空气
质量月排名考核；设置扬尘污染有奖举
报专栏，上线有奖举报小程序，鼓励群
众监督……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在句容华阳街道，辖区内的护城
河、万家河和肖杆河支流通过生物治理
的方式，以“一虫、一草、一系统”为核
心，构建了一条“生物链”，维护着水域
生态。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我市实施
38 项水污染防治工程，持续推动 10 个
工业园区水污染物整治，深入开展城镇
区域水污染平衡核算管理，加快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4179个长江入江入河
排污口已完成整治 4092个，637个涉太
湖流域排污口完成整治602个。

与此同时，全市开展34家重点监管
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整改“回头
看”，推进高风险遗留地块调查和管
控。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开展无废机
关、无废乡村、无废社区等9类无废细胞
建设，打造镇江新区新材料产业园“无
废园区”等创新案例，进一步打好净土
保卫战。

源头治理、减污增绿
为青山绿水贡献镇江力量

狠抓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 31次现
场督办、49次召开专题会，全市整改累
计投入 20 多亿元，拆除及修复面积达
212.3 万平方米，各项整改工作得到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和生态环境部肯
定。截至目前，中央生态督察反馈问题
涉及我市的 8 项整改任务中，有 3 项已
完成整改。

举一反三，我市深入开展长江岸线
保护、黑臭水体治理、蓝天保卫战、打击
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工业“散乱污”企业
整治五大专项行动，清理整治长江干流
岸线违法违规项目 260个、整治黑臭水
体10条、蓝天保卫战执法行动立案处罚
436件、立案查处固危废违法刑事案件

29起、整治工业“散乱污”企业1533家。
积极推进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

我市位于太湖流域上游，扎实推进新一
轮太湖综合治理既是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也是借机借
势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
有利契机。

我市出台《镇江市推进新一轮太湖
综合治理行动方案》，将在控源减污、生
态扩容、科学调配、精准防控四方面发
力，部署“七大任务”，推进新一轮太湖
综合治理工作。成立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挂帅的太湖治理委员会，进一步建
立健全组织协调、专班推进、调度督察
等工作机制，年底前全面完成太湖流域
入河排污口整治、80%涉磷企业整治，新
增污水管网10公里，新增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能力 1.5 万立方米/日，化肥、农药
使用量较 2020年分别降低 2.0%、1.5%，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
目前，治太年度重点任务正在加快推
进，涉磷企业整治完成 732 家，完成率
79%，12 个治太重点项目已开工 11 个，
完成投资约1.5亿元。

补短板、强监管
为生态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8月
底，我市编制出台《镇江市生态环境基
础设施规划》，明确“十四五”期间建设
目标任务、重点工程，每年依据规划确
定年度建设项目清单，今年全市共安排
生态环境保护重点治理项目 120个，计
划总投资 90.5 亿元，年度投资 52.3 亿
元，其中列入省级库 44个项目，计划总
投资56.1亿元。

硬件提升的同时，服务和监管也在
不断加强。我市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有
力有效服务，大力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
级。建立打击环境违法行为融合战队
机制，会同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查处
大案要案 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0 余
名，严厉打击恶意环境违法行为；在全
市范围内抽调10名专业拔尖、技术精湛
的执法能手组成“尖刀班”，针对区域
性、行业性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执法检
查，与公安、检察院联合侦办，形成有效
震慑；组建“动真碰硬执法队”和“苦口
婆心普法队”，开展现场普法宣传 20余
场次，发放环境管理提示手册 4000 余
本，对工业企业排放大户制发友好协商
减排工作提醒函，开展定点指导帮扶。

本报记者 朱浩 本报通讯员 任一鸣

打造“1+N”全员执法长效机制、加快推进智慧执法装备建
设……翻开近两年来我市交通执法成绩单，以“四基四化”和

“一体化+智慧执法+信用监管”的新模式崭露头角。“一体化”
统筹、“制度化”推进、“智慧化”赋能、“人性化”导向，以建设交
通综合执法示范区为目标，我市已形成交通执法“镇江经验”，
走出了一条成效显著、可资借鉴的新路子。日前，我市交通执
法新实践经验首次在全国层面交流，获得全国各地的好评。

2022年至今，交通执法指挥中心共远程执行非现场执法任
务 10820余次，发现各类涉嫌交通运输违法行为线索 3794件，
正式立案1046件，占所有行政处罚案件的27.56%，非现场执法
取证的比例较以往提高了近 16个百分点，有效保障了全市交
通综合领域的安全稳定。

为有效解决执法力量分散、执法效能不高、职责边界不清
的问题，我市着力构建“板块+条线”“综合+专业”的执法体制，
以“1”个指挥中心为“核心大脑”、“4”个业务科室为“神经中
枢”、“12”个执法大队为“执法四肢”的执法新架构，推进执法模
式由“条线”单项监管向“条线+板块”“专业+综合”转化。由此
打破了人员部门界限，实行一体化、扁平化指挥调度，充分发挥
了全员执法机制在专项行动治理、重点时段监管、重大活动保
障、急难险重问题任务攻坚中的突出作用。

执法体系完善后，确保执法公平公正、文明规范是关键。
去年以来，市交通运输部门队把制度化建设作为改革抓手，按
照“便民高效”“进一次门查N件事、全部事”的要求，全面梳理
了交通运输领域监管事项清单，理清监管事权，共梳理监管事
项27项，监管子项639项，并对应制定履职标准和评价体系，发
挥评估指标在优化执法业务方面的指挥棒作用。

交通执法存在监管盲区怎么破？“我们试点打造了市、县两
级前端交通外场设备智能感知，后端交通执法指挥中心‘执法
大脑’智慧研判分析，一线执法人员通过智能执法终端接收电
子预警工单，实施战术布控和精准打击的‘线上+线下’一体化
勤务模式，实现了对进出辖区重点车船的全面掌控，为非现场
执法、重点区域精准执法等应用场景提供决策支撑。”市综合交
通执法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凌建锋介绍，“数字底座”的不断
夯实，使执法工作“如虎添翼”。

以信用监管、温情执法和品牌建设为重要抓手，我市还探
索建立了“信易+治超、通航、驾培、工程、船检”等应用场景，提
供差异化监管与人性化服务；出台了道路水路运输企业安全生
产分类分级监管办法，建立了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信用承诺机
制。推进轻微违法“承诺即修复”，帮助企业开展信用修复931
家次；创建“交联心·法致行”服务品牌，发布为民服务事实项目
10项，让执法更亲民、更便民、更惠民。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基础设施不断提升

青山绿水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一体化”统筹、“制度化”推进、
“智慧化”赋能、“人性化”导向——

我市交通执法新模式
参加全国层面交流本报记者 单杉 本报通讯员 李媛

要充分彰显自然生态之美、绿色发展之美、城乡宜居之
美、水韵人文之美、区域善治之美……这是9月13日从全省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传递出的要求。截至8月底，镇江市
PM2.5年均浓度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分别同比改善5.4
和7.5个百分点，改善幅度排名全省第7和第2；地表水国、省
考断面优Ⅲ比例分别为100%、97.8%，排名全省第1和第
2。一直以来，镇江的生态环境工作都与“五个之美”不谋而
合，镇江将继续以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答好“五个之美”生态
答卷。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9 月 15 日，京口
区四牌楼街道香江
花城社区的居民在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 心 里 唱 歌 、学 乐
器。据了解，去年社
区有文艺特长的居
民在社区组建香江
花城社区艺术团，退
休老人们发挥各自
特长，互教互学，自
己排练节目，让社区
老人们的晚年生活
变得多姿多彩。

王呈 宋萌瑶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