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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严控污染保护长江水质

记者日前从南京市生态环
境局获悉，2019年南京市 7个省
控入江支流控制断面水质全部
消除劣Ⅴ类，切实有效地保护了
长江水质。

为防止污染水流入长江，南
京市加强入江排污口排查整
治。据介绍，南京市在 1000 平
方公里范围内，排查岸线 285公
里，排查各类排污口点位 2784
个;开展入江排污口整治专项行
动，取缔、清理、整治了一批入江
排污口，排污口设置和管理得到
规范。

“绿色商场”创建提上日程

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
委印发了《绿色商场创建实施工
作方案(2020-2022年度)》，将在
全国范围开展绿色商场创建行
动，以此广泛宣传简约适度的生
活理念，积极倡导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营造全社会崇尚、践行
绿色新发展理念的良好氛围。
力争到2022年底，全国40%以上
大型商场初步达到创建要求。

沈阳新扩建13座污水处理厂
补城区排水短板

新扩建污水处理厂 13 座，
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26.5 万吨/
日；实施 29 座污水泵站安全运
行建设，建设改造管网系统 85
公里；启动污水系统智能监控平
台建设，开展污水管网清淘专项
行动和雨污混接调查改造……1
月 2 日，记者获悉，为切实解决
沈阳市污水系统运行问题，2025
年前，沈阳将形成“厂、站、网、
控、安、运”系统联动的污水管理
体系，污水系统问题将得到极大
改善。 （整理 曾海蓉）

2019年11月26日，江苏宜聚能
源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在提及这
家位于镇江新区的东部热网公司成
立的意义时，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称
之为，这标志着我市东南热力联供进
入实质化运作阶段。

从之前的东南分片供热到此次
资源整合，实行东南热力联供，背后
折射的是市区热电联产规划的深刻
调整。

恰逢其时：区域热网公司成立

成立不久的江苏宜聚能源管理
有限公司正在抓紧管网设计、办理各
种相关手续。公司董事长王芸告诉
记者，东部片区现有热源点彼此孤
立，通过管网联通后，实现热能统筹
调度，最终实现减煤、低碳、集中供
热，达到清洁能源优先发挥的目的。

宜聚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也是我
市第一家、苏南最后一家成立的公共
热网公司。从目前省内供热情况看，
多数地方供热模式已由单一热源点

直供变更为由热力公司负责供热，如
南京化工园公共事业公司、常州东方
恒远热能有限公司等。由于燃机、煤
机供热价格成本不一，综合考虑用热
企业的承受能力，避免机组间的不良
竞争，镇江市区供热模式急需改变。
成立区域热网公司，统一整合调配热
力资源已正当其时。新区热网公司
的成立可谓首吃螃蟹，被赋予了探路
先锋的角色。

东南联供：热电联产规划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东南热力联供的
“南”则是把丹徒片区圈了进来。近
年来，位于丹徒的镇江燃机热电联产
项目一度备受公众关注。资料显示，
位于丹徒工业园区，总投资 87 亿元
的燃机热电联产工程，是采用天然气
发电的清洁、低碳能源项目。但因进
度迟缓，迟迟没有发挥效益，项目略
显沉寂。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调研发
现，南部片区热负荷多为一些分散小
锅炉，且预测新增热负荷需求与实际
严重不符。这意味着丹徒在建的燃
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建成后机
组供热负荷远低于规划设计预期，燃
机电厂难以维持正常运转。

就在该项目陷于困局，环保约束

的收紧则为项目建设投来一线曙
光。2017年8月底，谏壁电厂3台33
万千瓦燃煤机组实施关停后，市区东
部片区热源点供热能力发生了变化，
短期内造成东部地区供热保障能力
的削弱。

不仅如此，东部区域内金光纸业
自备燃煤热电厂、大东纸业燃煤热电
厂机组也均临近服役寿命终期。未
来，一旦实施关停，镇江东部区域供
热需求矛盾将进一步激化。

如此一来，为加快市区范围内
热电资源整合及缓解热负荷供需矛
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区域
环境，重新研究论证镇江市区热电
联产规划就显得十分必要。因应形
势的变化，我市开展热电联产规划
的修编。此前的市区热电联产规划
编制于2017 年1 月，规划期将市区
划分为 4 个集中供热区，即东部片
区、南部片区、西部片区、江北片
区。

市发改委能源处有关人士介
绍，规划修编聚焦能源结构优化调
整，扩大集中供热范围，提升电力
热力供应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提出
将镇江市区分为东南、西部和江北
三个供热片区。其中东南供热片区
设立谏壁电厂、大港热电厂、镇江

燃机（在建）、东部替代热源点（规
划） 4 个主力热源点，各热源点互
为备用、相互应急调峰，有效提升
区域热力保供能力；按照厂网分离
的原则，建立政府主导的热网公
司，加快推进东南片区热力管网联
通联供。西部供热片区以江苏镇江
发电有限公司和镇江宏顺热电有限
公司为片区主力热源点；江北供热
片区以在建的江苏百润新民洲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站为片区热源点。

2019年上半年，《镇江市区热电
联产规划（2018-2020）》正式获得省
发改委批复。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认为，东部热网平台的设立体现了政
府主导的原则，构建了统一供应、统
一热价、统一调度、统一结算的运营
业态。此次热网公司的成立，必将有
力提升区域供热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互联互通：绿色方案共赢之举

立足东南联供，打通全区热力管
网。王芸介绍，未来三年该公司计划
形成年产 150 万吨的蒸汽量。“大网
统筹可以提高清洁能源占比，减少煤
炭消耗量，推动建立循环型、梯级型、
智慧型能源供应体系，有利于发展多
维度综合能源服务。”当务之急则是

管网联通。除了东部片区内部，十多
公里长、连接来自南部镇江燃机的管
网也将按计划接入。而镇江燃机热
电联产项目计划今年完工投产，发挥
效益。

在市发改委有关人士看来，市区
热电联产规划的修编调整，实行东南
热力联供，不仅解决了东部热电机组
服役到期导致的供热需求矛盾，同时
盘活了镇江燃机热电联产项目，为其
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可谓共赢之
举。尤其，规划提出的热网布局方
案，推动片区热网互联互通，有利于
提升应急保供能力，有效扩大城市集
中供热范围，也为我市下一步热电项
目布局提供了依据，为产业强市提供
了充分的电力热力保障。

热电联产规划实施后的绿色数
据则更令人期待。市发改委能源处
有关人士推算，预计伴随着后续规划
项目的实施，可使我市清洁能源装机
容量占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节约标
煤 25 万吨，同时削减烟尘 260.4 吨，
二氧化硫 605.8 吨，氮氧化物 1732.1
吨。“这将能有效改善市区环境质量，
进而为推动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和生
态文明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本报记者 陈志奎

本报通讯员 杨晨萍

东南热力联供，“调”出绿色共赢

临近春节，市民们来到花鸟市场购买鲜花绿植装扮家中，准备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谢道韫 摄

本报讯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人员对辖区内河
水域内符合条件的船舶展开铅封
管理行动。编号“苏 11”的银色标
志成为苏运货 028船舶的铅封证
明章，这是今年全省首艘“被铅封”
的船舶。

现场，执法人员查看了苏运货
028的机舱舱管布置图，准确定位
船舶旁通阀的位置。据了解，旁通
阀通常设在船舶的生活污水排放
管路上，对其进行铅封，能够有效
遏制污水向内河进行偷排。同时，
执法人员要求船舶轮机员全程配
合，防止错封、漏封，整个铅封过程

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铅封后，执法人员在028船舶

的《轮机日志》扉页进行标注，同时
在水上检测预警平台登记。铅封后
的船舶如果被发现存在擅自启封
的行为，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据悉，铅封行动开展以来，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对管
辖水域停泊、作业的各类运输船舶
加大了监管力度，对400总吨以上
符合条件的船舶及时实施铅封管
理，进一步强化辖区内河水域船舶
水污染防治，切实做好全市水污染
防治工作。

（曾海蓉 王旻诗 孙熠谦）

环保信用评价派上用场
失信企业污水处理费加收

本报讯 根据环保信用评价结
果，失信企业污水处理费要加收。记
者 14日从市发改委获悉，为加强对
环境失信行为的严重惩戒，市发改
委、财政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差别化污水处
理收费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通过
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实施差别化污水处
理收费政策。该政策已于今年1月起
正式施行。

通知指出，对环保信用评价结果
为红色、黑色等级，向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企业，
加收污水处理费。其中，环保信用评
价结果为较重失信（红色等级）的企
业，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准基础上加
收0.6元/立方米，环保信用评价结果
为严重失信（黑色等级）以及连续两
次（含）以上被评为较重失信（红色
等级）的企业，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
准基础上加收1.0元/立方米。

用于执行差别化污水处理收费政
策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结果以每半年
最后一日“江苏省企业环保信用评价
系统”自动生成的评价结果为准。市
生态环境局分别于每年 1月份和 7月
份的前5个工作日内，将半年评价结
果中较重失信(红色等级)和严重失信
(黑色等级)企业名单，推送市发改
委、市住建局，用于执行差别化污水
处理收费政策。

通知要求，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强
对企业环保信用的甄别认定与评价结
果的动态更新工作。市给排水管理处
负责全市差别化污水处理费具体征收
工作，不得擅自减免，确保应收尽
收。供水企业应积极配合市给排水管
理处开展信息核对和费用征收工作，
按月向市给排水管理处报送失信企业
用水量。

市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该项政
策的实施，将以信用手段倒逼企业提
升环保水平，走绿色发展道路，有利
于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

（陈志奎 朱永新）

抽纸、米油、番茄、花菜……1月8
日下午，来自湖北的船主仲先生在六
圩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超市里，花了
295元，购买了生活必需品。仲先生从
湖北运送水泥至淮安，因为江面拥
堵，已经在定易洲锚地待闸14天，“多
亏了这个服务区，真是太方便了。”

地处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
黄金中枢，镇江年均有超过12万次船
舶进出港，近100万艘次船舶过境，港
口货物吞吐量超过1.6亿吨。随着港
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提升生态
环境保护、港口配套服务、优化港口
营商环境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六圩河
口附近的定易洲锚地水域船流十分
密集，如何提升船舶生产生活服务水
平，完善污染物接收配套设施等，镇
江海事局一直在思考。

8日下午，由镇江海事局积极推
动，长航（武汉）绿色航运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全力打造的镇江六圩水上绿
色综合服务区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央
企在长江江苏段建设的第一家水上
绿色综合服务区，也是海事部门贯彻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升级服
务探索绿色发展的全新路径。

之所以选择在定易洲锚地建设
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主要是从船舶
及船员需求出发。镇江海事局装备信
息处处长王松青介绍，近期统计显
示，在定易洲锚地，航经长江船舶日
均流量2500艘次，进出河口船舶日均
700艘次，定易洲锚地日均锚泊船舶
约1000艘，船舶平均待闸时间在10天
左右。“服务区建设完成后，将极大提
升该水域船舶生产生活服务水平”。

镇江六圩水上绿色服务区是以
绿色环保为主题的综合性水上服务
区。现场，记者看到，服务区共设趸船
5艘，设置了绿色航运服务站、绿色船
民服务站、防污染服务站、应急服务
站、绿色能源服务站等5大功能区间，
并配置了水上交通船、船舶污染物专
业接收船各一艘。王松青表示，服务
区积极适应航运发展形势和船舶船
员需求，为锚泊和过往船舶提供油品
质量检测、维修保养、物料供给、燃料
供应、购物超市、供水供电、政务办

理、法律咨询等“一站式”便捷服务。
“除了提升生产生活服务水平，

完善污染物接收配套设施设备，也是
服务区的重要功能。”王松青表示，5
艘趸船均具备污染物接收条件，并于
去年8月底就具备了“一零两全、四个
免费”的条件，即到港船舶污染物“零
排放、全接收”，航行中排放“全达
标”，水上免费交通、免费锚泊、免费
生活垃圾接收和免费生活污水接收。
记者了解到，通过服务功能的不断完
善，目前镇江海事局辖区46家沿江码
头、船厂、装卸站点，高资水上临时过
驳区、大港水上服务区、定易洲锚地、
高资浮吊待泊区、荷花池停泊区全面
实现“一零两全四免费”。

“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的建设，
是打好打赢船舶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迫切需要，也是满足广大船民生产生
活新期待的务实之举。”镇江海事局
局长张金宝表示，服务区将持续完善
服务功能，积极创新服务举措，努力
建设成为长江航运创新发展、绿色发
展的示范和标杆。本报记者 曾海蓉

公共机构是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
发挥着生活垃圾分类的示范、带动作用。按照中央部署，
2020年底前，公共机构须率先全面实现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我市公共机构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是如何发挥引
领作用的？日前，记者对此进行走访。

走访中，记者发现垃圾分类在党政机关蔚然成风：使
用分类投放箱在党政机关是“普遍现象”，分类投放是工
作人员的“普遍意识”。陈女士是扬中市的一名公务人
员，她向记者介绍，施行生活垃圾分类初期，她所在单位
还引入了“科技元素”，将平时收集的废报纸废纸之类，贴
上科室的二维码，投放到可回收垃圾箱，由专人开箱整
理，定点回收，通过生活垃圾分类的管理平台发放积分，
可以进行换购。“即便激励制度不在，但是‘时尚’已经变
成习惯，存在于意识中的自觉行动了。”记者发现，每个楼
层的分类投放箱基本做到了合理分类。

学校是公共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孩子这一特殊
群体，“从娃娃抓起”，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更为重要。在
南徐小学，记者看到教室内贴满了有关垃圾分类小知识，
垃圾分类亲子互动的照片也令人眼前一亮。该校老师高
燕介绍，前不久的元旦趣味运动会上，他们还开展了垃圾
分类亲子运动。在南徐片区的一家幼儿园，孩子们正在
老师的带领下踏上“垃圾分类”课程探索之旅，益智区的

“垃圾分类”操作材料，让孩子们对垃圾分类有了直观感
知。园长朱巧云介绍，他们不仅在教学环节融入垃圾分
类的知识，还通过实践让孩子们耳濡目染，“学校邀请社
区工作人员给老师进行了垃圾分类知识宣传讲座，在校
园里实现垃圾分类，通过老师们身体力行，影响孩子，激
发他们对垃圾分类的兴趣，养成习惯。”

2018年底，我市党政机关生活垃圾分类已经实现了
全覆盖。截至去年 11月，教育、卫生、交通、体育等行业
管理系统的生活垃圾分类也形成了全覆盖。据了解，为
确保党政机关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
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结合市“263”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的
会议精神，实行市级机关单位和市区党政机关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月报制度，并联合市政府督查室、市城管局对全
市党政机关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专项检查，予以
通报。通过强化生活垃圾分类的组织领导、日常管理、监
督检查等措施，确保所有党政机关部门积极参与到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中。

目前，全市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工作基本形成了可借
鉴、可持续、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去年，省公共机构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调研组对我市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表扬我市工作开
展扎实有效，走在了全省前列，经验做法值得借鉴和推
广。

不过，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一些公共场所的生活垃
圾，依旧存在“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市图书馆，记者留意到，馆内设有可回收物、不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三分类”垃圾箱。尽管如此，市民似乎
并不以为意，扔垃圾时随手一扔，且将分类问题归于垃圾

箱的设置，“公共场所设置可回收物箱意义不大，如果有可以回收的，自己
可以整理好去卖钱，为什么要扔这里？”采访中有市民建议，可以把“可回
收物箱+不可回收物箱”的组合改为“干垃圾箱+湿垃圾箱”。

文化馆内则没有设置分类垃圾箱，工作人员解释，他们产生的垃圾主
要是办公垃圾，是可回收的，至于其他垃圾，一般直接带出去扔掉。

徐蕾 朱婕

铅封船舶严控内河污染

我市完成今年全省“第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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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六圩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正式投入运营

海事升级服务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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