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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江水轻柔拍岸声，杨柳正吐
绿，鸟虫嬉闹。扬中东江湿地保护小区
内呈现自然清新的“生态范”。晨练的市
民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受春日的
活力。“这里离家近，去年成为湿地保护
小区后，环境更好了，非常适合休闲，很
多人来散步。”家住扬中经开区兴城村的
黄阿姨推介家门口的网红打卡点。

近年来，扬中市结合长江大保护的要
求，强化林业资源保护，积极打造沿江湿
地保护小区，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

东江湿地保护小区于2022年10月
批准成立，北起扬中三茅街道永勤港下
游约200米处，南至经开区行政边界，占
地792.79公顷，全长约7.4公里。这里有
枫杨、柳树、朴树、水杉等植物，也是鸟类、
爬行类、鱼类等野生动物良好的栖息场
所。自湿地保护小区设立以来，扬中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此设立了保护公示牌，
安排专人开展常态化巡查，加强监测评估。

“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扬
中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林业技术指导
站站长黄源说，目前当地严格管控湿地
用途，先后对江堤外52个、2800亩江滩
养殖鱼塘进行退渔还湿，以保持生态底
色，编制了《扬中东江湿地保护小区规
划》，计划用 3至 5年新建 4500公顷、4
个湿地保护小区，力争 2023年自然湿

地保护率提升至90%以上。
保护湿地的同时，扬中积极植树造

林增新绿，通过“一护”“一增”两端发力，
提升“一江碧水两岸葱绿”生态景观。仅
2022年，当地共完成造林面积455亩，其
中退化林修复、低效林改造、更新造林
405亩，新建省级绿美村庄5个，完成四
旁植树8万株，湿地修复200亩。

春风拂暖催新绿，植树添绿正当
时。连日来，扬中市民纷纷走进当地首
个省级“互联网+义务植树”基地，积极
为城市增绿添彩。

基地位于扬中市兴隆街道恒跃村
东 9组，眼下基地梅花枝头俏、白玉兰
迎风绽放。基地负责人王世海介绍，基
地总面积约40亩，目前已种植香樟、白
玉兰、桂花、榉树等 1200余株，以木本

植物为特色，集科普、法治宣传、苗木培
育和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社会公益性
专题园。“市民可通过造林绿化、抚育管
护、认种认养、志愿服务等义务植树尽
责形式，参与植绿护绿。”

2023 年，扬中计划完成造林面积
300亩，创建、提升绿美村庄4个，完成四
旁植树8万株，为当地全域旅游、乡村振
兴再添亮色。“既要植树，更要护绿。”扬
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祝晓东表
示，扬中制定出台了全面推行林长制工
作方案，构建起市、镇、村三级林长制体
系，将当地2.6万亩林地划分为218个林
长制管理网格，定期开展巡林检查，确保
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现场解决，

“我们将持续高质量推进林业生态保护
与修复，用实际行动守护‘生态绿岛’”。

昔日养殖江滩，如今生态湿地

“一护一增”让一江水更清两岸更葱绿

市民登圌山感受春天气息。 谢朝伟 摄影报道

工人在采摘车上作业。 单杉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浩 实习生 张倩
茹）去年以来，市港航部门顺应群众需
求，围绕文化、生态，联合属地政府精心
打造辛丰滨河休闲带，让沿河市民共享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果。

3月 15日上午，记者来到丹徒区辛
丰集镇段的沿河风貌展示带。河堤环境
整治、坡面平整、生态修复……“通过辛
丰滨河休闲带的建设，一条绿色生态长
廊展现在群众面前。这条绿带上构建起

‘1个精神堡垒、2个活动区域、3个平台’
的空间布局。”京杭运河江苏段绿色现代
航运综合整治工程镇江段工程建设指挥
部工程科科长钱进说，“为了回应群众的
诉求与期盼，我们反复听取意见建议，让
项目更契合群众的实际需求，最大程度
关乎民情，体现民生。”

记者了解到，昔日美丽的“景观公园”
因常年围田挤占导致周边杂草丛生，逐渐
成为“荒滩”。“能够有一处休闲健身好去
处”成为近两年来辛丰群众呼声最高的事。

还岸于城，还绿于民。据悉，辛丰滨
河休闲带设计红线面积约为1.64万平方
米，研究范围线面积约为 2.86 万平方

米。计划设计文化雕塑，观景平台、滨河
平台和亲水平台，打造“中老年人能健身
散步和儿童能嬉戏”的生态空间区域；配
备景观廊架、文化景墙、休息坐凳等文化
便民设施，种植桃花、香樟、紫薇、垂柳等
花草树木，形成视野开阔的绿化空间，为
滨河休闲带风景锦上添花。

建设辛丰滨河休闲带，不仅仅是增
绿和建园，还在于优化建设理念，充实其
内涵。钱进介绍，在建设过程中注重植入
辛丰文化元素，用马公桥样式的观景平台
来进行马公桥石拱桥的“复原”，在辛丰泰
山湾顶龙王庙处设置秦汉阙台样式的观
景台与汉阙柱，凸显区域特色和温度。

“多年来群众一直盼望有一处放松
休闲、健身休憩的公共空间。滨河休闲
带项目建成后，必将成为辛丰镇的潮流
地标，直接辐射集镇万余名群众。”辛桥
村党总支书记邵卫国说。

记者获悉，今年，市港航部门预计
投资 1590万元精心打造丹徒段运河沿
线绿化美化亮化等相关工程。工程将
于近日招标，4月初施工，今年年底前竣
工开放。

我市打造“辛丰滨河休闲带”

25.定期组织开展自行监测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

定和有关标准规范，制定自行监测方
案，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
测记录。自行监测方案和监测结果应
及时上传省平台。原始监测记录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5年。

26.在线监测设备损坏及时报备并
检修

在线监测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时，排污
单位或运维单位应当负责查明原因，及时
检修，并在12小时内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报告，5个工作日内恢复正常运行。5日内
无法排除故障的应安装备用仪器，备用仪
器使用时限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27.报送手工监测数据
自动监测设备不能正常运行超过

24小时的，应向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送手工监测的数据，频次不低于一
天4次，手工监测数据应在72小时内报
送，直至CEMS技术指标调试到符合规

定为止，原始监测报告留存备查。
28.按时报送排污许可执行报告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

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
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
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
等。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停产的，
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中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
明原因。

29.排污许可证到期或信息变动的
情况下，及时重新办理新证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排污单位
需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于排污许
可证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审批部门提
出申请。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 20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条件的
予以延续，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延续并
书面说明理由。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
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
当自变更之日起 30日内，向审批部门
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污单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
排污许可证：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

物的项目；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
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
发生变化；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
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30.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及
时清缴碳排放配额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的温
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碳排放数据，清缴碳排放
配额，公开交易及相关活动信息，并接
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31.重视清洁生产工作
企业应当采用原材料利用效率高、

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
和设备。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
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虽未超过国家
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但超过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超过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构成高耗能的；
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
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等相关企业，
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32.企业应积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鼓励其他企业积极
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参加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的，生态环境部门将会同财
政部门，按照实缴保费的40%给予补贴。

33.做好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
企业应当按照生态环境部门的有

关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重
点评审风险分析是否合理、情景构建是
否全面、完善风险防范措施的计划是否
可行，确定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措施。

34.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环境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
理档案，及时发现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35.加强环境应急培训
企业应当定期就企业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管理制度、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防控措施的操作要求、隐患排查治理
案例等开展宣传和培训，提高从业人
员隐患排查治理能力和风险防范水
平。如实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
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并将培训
情况备案存档。 （整理 单杉）

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本报讯（记者 单杉）无人机在工地上
方巡航拍摄，画面通过转播车实时转播至
总部平台。这是位于镇江新区的扬州-镇
江±2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的工地日常。
近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工程通过“智慧工
地”系统，有效保障了工程安全、环保、高
效，绿色工地助力绿色工程有序进行。

何谓绿色工程？据了解，扬州-镇
江±2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是国内首个
由交流输电改造为直流输电的工程，建
成后将成为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交改
直”工程，对国内用电需求大、电网饱和
度高、新建空间有限的区域电网结构优
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项目预计于 2024年 4月投产，投

产之后能有效缓解苏北的清洁能源消
纳问题，为镇江地区带来可靠的清洁能
源。”业主项目副经理袁旭告诉记者，为
保障工程顺利进行，现场的工程管理当
中采用了“智慧工地”系统，配合智能单
兵无人机等先进的手段，对现场进行实
时管控，对工程质量和现场安全起到了
极大的保障作用。

项目工地也在环保上下足了功夫，
防尘网、高杆喷淋、围挡喷雾、洒水
车……环保设备一样不落。同时，项目
组还成立了环保工作专班，安排人员定
期对现场进行巡视检查，杜绝扬尘及其
他环保问题，做到“环保管理人人有责，
环保问题人人检查”。

扬州-镇江直流输电工程
环保与高效并重

本报记者 单杉

“这就是现代农业啊！”站在江苏新
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玻璃大棚内，市
农业农村局种植处处长王传友不禁发
出感慨。一直工作在农业第一线、见多
识广的他，何以如此？这一切都要从记
者眼前这个“神奇”的玻璃温室说起。

玻璃温室占地约 5.1 万平方米，是
我省单体最大的玻璃温室。三月初乍
暖还寒，阳光穿过玻璃顶洒在温室内，
这里暖和到只需穿一件薄衫。与传统
番茄种植不一样，温室里的番茄通过钢
丝悬挂在轻钢结构上，一根根“输液管”
向它们输送生长液，既保证正常生长，
又实现了农产品安全、减少了环境污
染。一颗颗果实在绿叶间若隐若现。

“相比于传统农业，立体空间种植技
术的土壤利用率提高了3倍以上。”新港农
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向男说，“不仅节省了
空间，我们还可以在空白区域铺上轨道，
方便采摘车进入，工人在进行摘叶等工作
时效率大大提高。”记者注意到，工人正站
在采摘车的梯子上对多余的叶片进行清
理，工作车顺着轨道移动，非常便捷。

除了“挂在顶上”的番茄，这里最大
的亮点就是没有泥土。硬质化水泥路
铺满了整个温室，叉车运着成箱的成熟
番茄来回穿梭。据了解，整个园区采用
的是椰糠轻基质和水培两种无土栽培
模式。栽培环境完全与土壤隔离，不仅
有效防止土传病虫害的发生，而且杜绝
对土壤的污染。“在番茄地里走一圈，鞋
子一点也不沾土，番茄摘下来也是干干
净净的，甚至可以直接吃。”陈向男说。

无土栽培是一种不用天然土壤，采

用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液来提供
养分，使植物正常完成整个生命周期的
栽培技术。那无土栽培模式是怎样保
证番茄品质的呢？与传统栽培模式相
比，无土栽培具有作物产量高、品质优
的特点。“就是通过这些管子，向番茄输
送养分。”陈向男指着缠绕在枝蔓间的
透明管说，“营养液都是经过科学配比
的，统一配比统一输送，保证了番茄品
质如一。”她告诉记者，园区内有个控制
室，在那里电脑会对营养液进行科学配
比，再加上精准滴灌，从而让作物达到
最好的平衡状态。

在种植过程中，通过定期更换轻基
质和水培槽，对种子、培养基、器械、营
养液等进行消毒、回收、处理等环节实
现高度连作。智能温室也让作物种植
很大程度摆脱了自然气候的限制。温
度高了，就开天窗，开侧窗；棚里太干
燥，就及时补水；潮湿的状态下，就通过
加温通风来进行合理调整，从而达到对
光照、温度、湿度都进行调节干预。

除了这个全省单体最大的玻璃温室，
新港农业整个园区还配建了另外几栋智
能玻璃温室大棚，包括精品展示玻璃温室
6000平方米、水培玻璃室4000平方米、育
苗玻璃温室4600平方米，还设有控制中
心、分拣包装、办公附属用房等配建用房。

现代农业开启生态、高效农业发展
新模式。据了解，公司每年可以生产出
绿色、无公害蔬菜 1000吨以上，在食品
安全、提高土地产出率、减少环境污染
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示范和带动作用，特
别是在区域性农业健康发展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培养了众多现代设施农
业产业化人员。

瓜果长在空中，施肥就像输液，采摘车来车往

智能温室育出“神奇”绿色农业本报记者 朱浩
本报通讯员 李辰

3月 12日上午 9时许，59岁的农
户张桂香将收集的近百斤农业废弃物
送往附近的句容经济开发区陈平农资
经营部。她将得到 200余元的回收
费。废旧农地膜、农药袋、农药瓶也能
卖钱，这是张桂香之前不曾想到的。

张桂香家种着 60 余亩地，虽说
不是种植大户，但是每年都会有近
200公斤的农业废弃物产生。这给她
带来千余元的稳定回收费。“以前用
过的农膜都是随手扔在田埂边或是
水塘边，风一刮，到处都是。后来政
府组织我们搞了很多次宣传培训。”
张桂香告诉记者，自从大家自觉处置
农业废弃物后，这两年明显感觉土地
更好耕作了，“土壤干净了，环境好
了，我们的食物也就更安全了。”

句容市农业包装废弃物回收总
站负责人庄利荣会不定期到各回收
点运回废旧农地膜和农药废弃物至
总回收暂存点。当天上午 10 时 30
分，记者在回收总站看到，一台蓝色
的冲压机正将 25吨农业废弃物进行
分批次打包压缩。它们将被运往指

定地点进行无害化处理。
“你看我们的打包袋都是专用

的，上面标有配送站、编号、数量、日
期，抽查时可以追溯。”庄利荣指着一
条印有“句容农资（农药瓶、袋回收）”
字样的白色编织袋告诉记者。厚实
的打包袋里面附有一层防渗透膜，这
样残留农药就不会渗漏出来了。

“这项回收工作开展之后，现在
几乎看不到散落在田间地头的农业
废弃物了。”庄利荣从事农资工作 40
余年，他深刻认识到农业包装废弃物
回收工作开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用完的农地膜在自然环境中降解需
要 100多年，残留的农药会渗透到土
壤中、沟渠里，对土壤和地表水造成
严重污染……”

句容全市建设 1个市级回收站、
11个镇级回收站（每镇一站）、160个
回收网点。去年全年总计回收农膜
102 吨，农药包装废弃物 156 万件。
据悉，句容市按照 300毫升以下的农
药瓶每支0.2元、300毫升以上的农药
瓶每支 0.25元、农药袋每个 0.1元的
标准回收。各农资经营网点也会指
派专人上门，以每斤 1元的价格回收
农民的废弃农膜。

近年来，镇江深入贯彻绿色可持
续发展理念，将推动废旧农膜和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同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环境整
治等工作相结合，建立健全回收利用
体系，推动农业废弃物回收及无害化
处理。按照“谁销售谁回收，谁使用
谁交回”的原则，推动全市所有供销
社农资经营网点在日常农药销售中
做好台账登记，不断提高全市农业包
装废弃物回收率。“现在，自觉将农药
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送往农资经
营部已成为农户的共识。”市供销合
作总社发展改革处副处长严厚军说，
自去年来，镇江市共回收农药包装废
弃瓶（袋）1290.38 万件，废旧农膜
767.44吨。

去年，镇江废旧农膜回收工作获
省农业农村厅表彰，评为A级。丹徒
区、扬中市废旧农膜回收率分别达
90.41%和 90.21%，被评为先进工作
县（区）。下一步，全市供销合作社系
统将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与培训指
导，强化执法监管与废膜处置，强化
废膜回收和减量替代示范，力争取得
更好回收成效，为乡村绿色发展和

“无废城市”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市供销部门加速推进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农膜不落地，土壤干净环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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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渔业”加码如东
绿色发展

近日，南通外向型农业综合开
发区通威如东“渔光一体”扩建项
目施工现场，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深
蓝色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恰
如一片蓝色汪洋。该项目并网发
电后，预计年均上网电量为 7500
万千瓦时，相当于年可节约标煤
2.17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9万吨、
二氧化硫337.5吨。

西开电气打造绿色输配
电工程

近日，中国西电集团所属西安
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研制的
ZF7A- 126/T3150 混合气体（SF6/
N2）GIS在国家高压电器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顺利通过全套型式试
验。这是继 126-550kV混合气体
（SF6/N2）GIS母线、ZF7C-145/T315
混合气体（SF6/N2）GIS、ZF9A-252/
T4000混合气体（SF6/N2）GIS成功
研发后，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果。
ZF7A- 126/T3150 混 合 气 体 (SF6/
N2)GIS的研制成功，符合高压设备
发展趋势，满足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

绿色新能源正极材料项
目落户四川长宁

近日，长宁县与深圳中芯能科
技有限公司就年产 10万吨绿色新
能源正极材料项目举行了签约仪
式。此次年产 10万吨绿色新能源
正极材料项目将会落地于四川长
宁经开区星光坝储能产业基地。
项目计划总投资 20亿元。第一期
竣工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75亿元，上缴税收 3.75亿元，新增
就业岗位200个。 （整理 单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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