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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打造生态宁陵新图景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宋 涛

建设天蓝、水绿、山青的美丽中
国，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
求，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今后五年，宁陵县将深入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

发展，构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
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
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
打造生态康养示范区。

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严格新建项目准
入管理，加强区域、流域、园区规划环评管
理，强化对项目环评的指导和约束，逐步构建
起“三线一单”为空间管控基础、项目环评为
环境准入把关、排污许可为企业运行守法依据
的管理新框架，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深化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建立健全
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强化重点行业VOCs
污染治理，大力推广使用低VOCs含量涂料、
油墨、胶粘剂，在技术成熟的家具、机械设备
制造、汽修、印刷等行业，全面推进源头替
代。规范整治露天和敞开式喷涂作业，推进治
污设施升级改造，加强废气收集和处理，安装
高效治理设施。全面加强扬尘污染管控，深入
开展工地扬尘治理、城市道路扬尘治理、交通
公路扬尘治理等十大整治专项行动，按照一路

一策、分路施策原则，全面细化道路扬尘管控
措施，推进道路扬尘深度治理。进一步提升依
法、科学、精准治污水平，积极引入科技溯源手
段，充分利用第三方技术指导，精准施策、科学
管控，全面改善空气质量。加快推进清洁取暖，
实现城区居民集中供热，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强力实施水污染防治。持续打好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攻坚战役，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
理、生态修复、活水保质、长效管理”的技术
要求，以黑臭水体生态修复及后期管护工程为
重点，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巩固提升整治成
果。持续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役，推动“河
（湖）长制”向农村延伸，推广“河长+检察
长+警长”模式，开展“千吨万人”饮用水水
源地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水生态补偿，对断面
水质不达标的乡 （镇），按照“污染者付费、

利用者补偿”、“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根
据河流断面监测因子超标倍数，核算生态补偿
资金。

不断完善土壤污染防治。集中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以治理白色污染为抓手，开展化肥农
药负增长行动，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建立县、乡 （镇）、
村三级控制秸秆禁烧责任体系，重点实施秸秆
青贮、秸秆机械化还田、秸秆收储运等工作。
加强土壤环境管理，建立在产企业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预防机制，建立健全危险废物全过程监
管体系，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利用社
会化与市场化手段，建设精细分类、资源回
收、分类处理的垃圾收集处理体系。新建餐厨
垃圾处理中心，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完善餐厨废弃物收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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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低碳发展。强力促进工业清洁生
产，推进宁陵县城区集中供热及产业集聚区集
中供汽项目实施。充分利用民权电厂热源，实
现产业集聚区集中供汽，有效降低污染排放，
为民营企业提供绿色发展新动能，实现产业提
档升级。优化能源结构，推广使用风电、光
伏、生物质清洁能源；因地制宜，积极开发地
热采暖，减少碳排放。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提高新建项目清
洁生产水平。以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行业为重
点，组织编制清洁生产推行方案、实施方案，
加强清洁生产评价、审核，大力开展 ISOl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环保标志产品认证工作。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深度探索循环经济道路，
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建设，开发应用循环
利用和产业链接技术，指导企业开展资源综合
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通过上下游产业优化
整合，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废物交换利用、能
量梯级利用、废水循环利用和污染物集中处
理，构筑链接循环的产业体系。“十四五”期
间，基本建立循环型工业、循环型农业体系，
显著提升复合型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
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工程，以产业集聚区二次创
业为契机，大力推动宁陵县工业绿色化、智能
化改造，引导农资化工、电子信息、食品加工

等行业实施“机器换人”、生产线智能化改
造，提升企业对关键耗能设备、排污治理智能
化水平；对标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
链、绿色产品标准，实施绿色化改造，推进绿
色园区建设，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集约节约利用土
地资源，大力推进城乡散乱、闲置、低效建设
用地整治利用，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资源
配置效率。深入开展产业集聚区“百园增效”
行动，在土地供应时，制定“3+N+1”控制性
指标体系，完善工业用地产业准入、亩产效益
评价、土地使用权退出等规则，建立工业项目
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推进产业集聚区标
准化厂房建设，最大限度节约用地。合理布局
工业、商业区域，引导属地工业、商业向已具
有一定规模的乡镇集中；划定基本农田保护
区，加大土地保护力度，严格“农转用”许可
审批，切实完成耕地保护目标，着力实施集约
节约用地。建立节水型社会，地下水开发利用
基本实现采补平衡，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持续提
升，美丽河湖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水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进一
步增强。年供水能力达到 2亿立方米，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力争达到25.1万亩，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69，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较2020年降低10%。
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建立健全资

源节约型社会体制机制，完善地方相关法规，
强化发展循环经济、反对资源浪费和资源过度
开发的理念和基本原则，明确资源节约型社会
各类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将资源节约型社会法
定化。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结
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推行覆
盖全民的资源节约行动，实施绿色快递行动、
绿色光盘行动、绿色出行行动、节水节电行
动、垃圾分类和废物资源化行动等。推行资源
节约教育，通过知识传授、课外活动、社会实
践等多种方式，在基础教育阶段全程贯穿资源
节约教育，强化青少年的节约意识。加大资源
节约领域的科技研发，大力推进资源节约领域
的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倡
导资源节约型消费方式，推进城市绿色节能照
明工程、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树
立绿色消费理念，倡导适度、节俭、公平和绿
色的可持续消费模式，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
节能环保产品，尽可能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和生
态的破坏。发挥政府机构在节能、节水、节
纸、节粮等方面的带头作用，扩大绿色产品消
费。支持零售批发业采购节能环保产品，以资
源节约型的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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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森林宁陵。实施城乡绿化美化重
点工程，提升城区绿化景观效果，增绿增水增
加绿色步道。加强农田林网和街道、庭院、公
共场所绿化，提高基本农田林网控制率和乡村
绿化覆盖率，提升乡村绿化格局；持续开展森
林乡镇和森林村庄创建活动，积极推进森林村
居建设；大力开展人工造林，抓好重点生态功
能区森林抚育经营管理，实现森林健康可持续
发展。优化城乡绿色生态空间格局，大力开展

水系绿化、城镇绿化，大力开展环城生态林带
建设，打造以绿为主、乔灌草相结合、花草相
间、多彩协调、纵横交错、互联互通的绿色生
态景观网络；积极开展城市绿地建设，优化城
乡绿色生态空间格局，把宁陵建设成商丘西花
园，建设成豫东重要的森林康养城市。

开展全域生态水系治理。研究制定主要河
流闸坝联合调度办法，完善水量调度方案，采
取闸坝联合调度、生态补水、水资源置换等措

施，合理安排闸坝下泄水量和泄流时段，维持
河流基本生态用水需求，加大流域内水利工程
建设力度，着力改善古宋河、陈两河、清水
河、大沙河、洮河、废黄河等主要河流的基本环
境流量。积极谋划推进古宋河生态廊道建设、
黄河故道生态湿地长廊项目、吴王沟综合整治
及生态湿地建设、下清水河综合整治及省级湿
地公园等项目建设，对河流湿地、库塘湿地、湿
地公园进行湿地生态修复，有效增加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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