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今日关注
2018
1·26
星期五

良田万顷

美丽乡村当涂县万山村

定花山凤凰湖

人人为“绿”让“山水都”绘出生态新蓝图
绿色，是马鞍山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最大的民生

福祉。
在马鞍山市农村改厕试点村——向山镇石马村，

杨仁凤是村里第一批用上新厕所的村民。她说，“以
前的厕所脏，又有苍蝇又有蛆，子女和孙子都不想回
来。现在村里帮我们改造好了厕所，我们老人用着方
便又干净。”去年以来，马鞍山市坚持把农村厕所改造
提升与全域环境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同部署、同
规划、同建设，强力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专项整治，
鼓励部分中心村建设微动力或动力污水处理设施，争
取在2019年底完成164421户农村改厕任务，实现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

伴随着生态红利惠及的人越来越多，生态文明理
念开始在市民中广泛传播，并愈发成为共识。今年，
马鞍山将大力开展绿色家庭、绿色医院、绿色饭店、绿
色消费等创建活动，培养居民节俭节约的绿色生活习
惯，让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同时，还将加快
城市公共交通领域新能源、清洁能源车辆的推广应
用，推动绿色出行。

一半山水一半城，“绿色”作为马鞍山的点睛之笔，
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重中
之重，更是贯穿于城乡建设始终。截至2016年，全市
林地面积达124.9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24.56%；城市
建成区绿地面积达39.46平方公里，绿化覆盖面积42
平方公里，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41.45%、44.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4.98平方米。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经
过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实践，马鞍山市生态面貌日益
变新，到处都披上了生机盎然的“绿色”新装。

马鞍山：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马鞍山样板”
绿色，是马鞍山的鲜亮底色：青山滴翠，碧水常

清；绿色，更是这座城市的发展主色：生态文明与绿
色经济融合共赢，保护发展同步，山水财富兼得。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马鞍山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自觉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一个生态文明的“马鞍山样板”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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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先行 为青山绿水“保驾护航”
2017 年，一场治水“旋风”在马鞍山市城区各

条水系上刮得起劲。黄家塘印山支流全面控源截
污、沟渠清淤换水；东湖清水注入，波光粼粼，告别

“一潭死水”；芦塘支渠，一块块混凝土预制板在工
人的拼接下构成渠边护坡，撒上草籽，成就一片绿
意盎然……PPP 治水模式开出“一河一策”药方，
38条水系持续发力、踏实治水，实现了城区水环境
的长“制”久安。

这一切都利益于马鞍山为打造“生态强市”，坚
持规划先行，为青山绿水“保驾护航”。2017年，该
市全面启动市、各县和博望区生态红线划定工作，
设定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
线。同时，政绩考核的“指挥棒”也指向绿色低碳。
该市首次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各载体单位的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开展评估，评估结果成为
各单位年度考核依据之一，对有重大问题的单位坚
决实施“一票否决”。

该市在全省率先制定《马鞍山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马鞍山市大气污染防治检查督察工作方
案》；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制定土壤防治
工作方案；仅2017年，马鞍山市就制定实施了淘汰
落后产能、采石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 17 项全
市性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目前，该市沿江各县、区均建立了三级河长体系，
长江马鞍山段共设县、区级河长6名，乡（镇、街道）级
河长11名，村（社区）河长40名。如今的马鞍山市，每
一条河流、每一片林区都有了自己的“管家”，体系之
完备、覆盖面之广、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重拳出击 严守生态底色
冬日的石臼湖上，碧波万顷。远道而来的白天鹅

在湖面上时而婉转低鸣，时而凌空亮翅，时而入水觅
食，好一幅美景。这是马鞍山用两个月的时间拆除围
网，才还原了这里超10万亩水面的烟波浩渺。

石臼湖跨苏皖两省，总面积接近 208 平方公里，
是我省省级水禽湿地自然保护区，并被列入国家重要
湿地名录。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沿湖村民围网养殖
乱象丛生，造成水质下降，严重破坏石臼湖生态环
境。为严守生态底色，马鞍山市政府重拳出击，去年
11月起，历时两个月拆除围网面积10万多亩，总长度
约1400公里。马鞍山市博望区石臼湖管委会负责人
陶健说：“过去石臼湖的鸟类是非常多的，围网养殖以
后，这些鸟类到冬天，没有地方生存了，就越来越少。
这次围网拆掉以后，有很多天鹅、大雁、白鹭都回来
了，围网整治效果非常明显。”

严守生态底色，守护与治理并轨同行。2017年4
月27日，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安徽之后，省环保督察
组进驻马鞍山，马鞍山各相关部门手持利剑斩沉疴，
大批环境问题得到治理。整治期间，全市环保系统立
案查处246件，实施限制生产、停业整顿664家，查封
扣押108起，移送行政拘留11起，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移送 2 起。此外，还开展化工企业环境专项排查、打
击“地条钢”生产企业、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非法码头专项整治等行动，共实施完成3083个
大气污染防治工程项目，淘汰黄标车1.5万辆，将秸秆
禁烧区由17平方公里扩大到150平方公里。长江马
鞍山段非法码头专项整治成效显著。

产业助力 让绿水青山“生金吐银”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马鞍山市第九

次党代会将“生态强市”目标确定为兴市之路、强市之本。
在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一边是当涂发电有

限公司，一边是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相隔不
过数百米。这两家看似毫不相干的企业却通过一根
蒸汽管道相连。原来，发电生产可产生大量富余蒸
汽，而国星生化是用气大户，生产需要大量的蒸汽，一
根管道实现产业链间循环经济。电厂富余蒸汽年可
实现经济效益上千万元，国星生化供汽成本也大大降
低。不仅如此，国星生化还关停了 8 台锅炉，年累计
减少用煤量4万吨，从源头上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

作为一个典型的重工业城市，马鞍山的绿色发展
率先就是从工业开始。钢铁企业实现脱硫脱硝全覆
盖、燃煤锅炉全淘汰。和县 15 家豆制品加工作坊完
成取缔停产和搬迁入“城”；“华东铸造之乡”含山县
242 家铸造企业完成技术改造或兼并重组……传统
产业实现绿色转型，制造业水平进一步提升。

发展循环经济，马鞍山同样大有作为。围绕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资源综合利用及节能环保等产业
集群，马鞍山串起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了“企业小循
环，园区中循环，周边地区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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