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湖里区严格执行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生态环境准入等要求，
将绿色发展、节能环保理念贯穿于发
展过程中。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湖里区跑出加
速度。2022年以来，该区先后完成5个
二星级低碳社区创建，打造盛德东南新
能源电动汽车生态园三星级低碳园区、
五缘湾湿地公园二星级近零碳排放示范
景区。象屿综合保税区成为全国首个零

碳综合保税区。五缘湾北社区琥珀湾低
碳社区等3个低碳项目被省生态环境厅
推荐申报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亮点频出。厦
门航空有限公司创新搭建绿色供应链
体系。“坚持创新驱动‘航空+’积极构
建绿色供应链生态圈”入选生态环境部
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
动高质量发展案例汇编。

绿色转型，为高质量发展筑强“引

擎”。近年来，湖里区全力推动传统制
造向智能制造、精密制造、高端制造转
型，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数据，印证高质量绿色发展成效
——8 家企业10个技术项目入选《厦门
市2022年绿色技术与产品目录》, 兑
现15个节能技改项目资金2528 万元、
4 个节能科技项目资金290万元。3家
公司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1家公司
获评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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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晓婷
通讯员 赵文琳
漫步五缘湾，城

市绿肺空气清新，白
帆游艇碧海逐浪。水
清岸绿的湖边水库，
绿意蔓延伸展，游人
踏青游憩……居住在
湖里区，居民真切感
受到这里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

2022 年，湖里区
再次交出一张生态环
保工作亮眼答卷：党
政领导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责任书考核在六区排
名第一；地表水环境
功能区达标率、近岸
海域水质优良率、土
壤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率实现“三个100%”；
获评 2022 年度全国
工业百强区、福建省
城市发展“十优”区、
福建省平安建设示范
区等荣誉，后坑社区
纳入国家级城市更新
试点……

湖里生态环境局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绿色低碳发
展，深入推进污染防治
攻坚，全方位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为湖里区奋
力建设“两高两化”中
心城区注入更强劲的
绿色动能。

保护生态不仅要做好预防、打击的
“前半篇文章”，还要着眼做好生态修
复、补偿的“后半篇文章”。湖里区注重
综合施策，全面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守
护生物多样性。

深入开展河湖水生态修复、治理工
程执法工作，严厉打击辖区内湖边水库、

埭辽湖和五缘湾水域周边违法建设、渣土
倾倒和无证开采、贩卖无证开采砂、石、土
资源等违法行为，有效防止水源污染。

守好生态敏感区，湖里区先后开展
双狮山山体提升改造，仙岳山生态控制
线内违建巡查管控工作……截至目前，
湖里区森林覆盖率8.95%，森林蓄积量

2.4万立方米；湿地保有量2996公顷，
自然岸线保有率21.75%。

与此同时，湖里区深入整治提升人
居环境，已分批分类推进22个城中村

“两改造 三提升”。同时策划高崎渔
港、帆船游艇码头、五缘湾旅游景区等
一批重点项目。

如何守护蓝天碧水净土？湖里区
始终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

打好蓝天保卫战，湖里区深入实施
百日攻坚，严控工地扬尘，严禁露天烧
烤，落实源头减污……2022年共完成
工地扬尘督查考评96次，纠正劝导露
天烧烤107起，指导93家涉VOCs（挥
发性有机物）企业开展自查和整改。

打好碧水保卫战，湖里区持续开展
“查、测、溯、治、管”行动，落细落实河
（湖）长制。2022年，8个片区44.4平方
公里正本清源项目进入收尾。湖边水
库、新丰湖、埭辽湖水质均达到或优于
功能区划要求。“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列
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打好净土保卫战，2022年以来该
区共完成8家涉重金属企业排查，督促

3家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完成年度自查自
测，15个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通
过专家评审。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安
全处置率保持100%。

与此同时，湖里区强化环境监管
执法与环境风险管控，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企业自行监测完成率100%。网
格化环保监管巡查上报事件数17480
条。

综合施策 加强自然生态保护 守护生物多样性

节能环保 锚定双碳战略目标 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精准治污 坚持污染防治攻坚 着力改善环境质量

天更蓝天更蓝、、水更清水更清、、岸更绿岸更绿、、景更美景更美，，一幅美好生态画卷在湖里区徐徐铺展一幅美好生态画卷在湖里区徐徐铺展。。图为五缘湾图为五缘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火炎王火炎 航拍器摄航拍器摄））

▲绿意在湖里城
区伸展蔓延，环境更加
宜居。（本报记者 张奇
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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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上午，湖里生态环
境局组织开展公众参观环境保
护设施活动。市民走进高崎水
质净化厂，零距离见证污水的
净化之旅。

在讲解员带领下，大家直
观了解污水处理设施、工艺流
程、处理成效。“没想到我们日
常生活产生的污水，要经过如
此复杂的流程，才能变成达标
排放的清水。我们一定要节
约用水，减少水污染。”市民林
先生表示。

6月2日下午，一场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紧接着
举行。培训既有专家授课，还
有现场展板、资料宣传等形式，
让主题知识更入脑入心。

据了解，湖里生态环境局
精心策划，提前组织六五环境
日主题宣传。除了环保设施
参观、主题培训，还有寓教于
乐的趣味活动。

6 月 3 日，湖里生态环境
局联合禾山街道，开展环境保
护主题的互动游戏，涵盖低碳
出行、垃圾分类、海洋保护等
主题，通过趣味互动，引导市
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生态环保工作
成绩亮眼

主题活动形式多样
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低碳机关建设
湖里区12个公共

机构获评“国家级节约
型机关”，形成良好的示
范带动效应。

●资源循环利用
厦门五缘第二实

验学校、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被评为国家级公共机
构生活垃圾分类和资
源循环利用示范工作
重点单位。

●绿色制造
厦门太古飞机工

程有限公司、乔丹（厦
门）实业有限公司、厦
门华电开关有限公司
等3 家企业获评省第
五批“绿色工厂”，绿
色制造经验在全国、
全省推广。

●数字监管
智慧社区、智慧网

格建设获评“全国智慧
治理创新案例”，在全国
推广；“ 一网统管提升
生态环保治理新成效”
案例入选省生态云平台
应用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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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委、市政府始终牢记嘱托，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18年，
思明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022年，厦门市获评副省级城市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今年4月，鼓浪
屿入围全国“和美海岛”案例。

无疑，厦门岛东南部海域建设美丽
海湾，成为厦门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建

设的亮彩一笔，走出了一条陆海共治、
“三生”融合发展的建设道路，为沿海地
区及城市中心城区提供了一系列可复
制、可推广的“厦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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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玉婷
通讯员 吴仰泽
碧海流云，水清

滩净。湛蓝天空下，
可爱的白海豚探出脑
袋，似乎在跟人类好
朋友打招呼——提到
厦门，很多人脑海中，
都会第一时间浮现这
一美丽海湾环绕的写
意画卷。

依海而生、因海
而美、向海而兴，治理
好守护好厦门的蔚蓝
海域，意义和重要性
不言而喻。

厦门是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
育地和先行实践地。
一直以来，厦门市委、
市政府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持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充分发挥“山-海-
城”自然优势，打造

“净海-蓝海-商海”的
临海亲海美丽海湾建
设模式。

今天，是六五环
境日，记者带您一起
感受厦门岛东南部海
域美丽海湾建设在呵
护清洁海洋、共建人
海和谐方面的努力与
成果。

厦门岛东南部海
域，面积 88.73 平方公
里，岸线长度 27.5 公
里 ，覆 盖 思 明 区 全
域。拥有鼓浪屿万石
山风景名胜区、国家
海洋公园、厦门珍稀
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集中了全
市所有 8 个海滨浴
场，是全国最为
著名的滨海旅游
度假胜地之一。

坚持陆海统筹
构建“水清滩净”美丽海湾

成立污水“两高指挥部”，
按照“全收集、全处理”要求，
实施污水处理“三个一百”行
动。思明区新、改、扩建水质
净化厂（站）5座，污水处理能
力达71万吨/日，基本实现污
水全收集全处理，为全省污水
收集率最高的城市建成区。

精心组织开展全岸线入
海排放口排查，制定“一口一
策”正本清源改造实施计划，
完成市政雨污分流正本清源
改造面积23平方公里。对全
海域实现常态化全覆盖海漂
垃圾清理，该海湾日均投入
117 名海岸保洁员，对辖区
118 万平方米岸滩、沙滩，开
展每天二次潮汐保洁。

坚持系统修复
打造“鱼鸥翔集”生态海湾

我市高标准保护海洋生
态景观，出台全国首个滨海岸
线保护规划，自然岸线长度达
到 17.38 公里，自然岸线保有
率53.29%。

先后完成观音山、鼓浪屿
东岸等沙滩保护与修复，修复

总面积逾65万平方米。观音
山沙滩修复工程获评全国优
秀海洋工程奖第7名。

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地体
系，率先实现文昌鱼规模化人
工育苗及放流增殖。自然生
态链条逐渐恢复，中华白海豚
数量稳定保持在60-80头，成
为唯一一个在城区就能看见
中华白海豚的城市。

坚持城海相融
营造“人海和谐”幸福海湾

音乐广场、书法广场、溪
头下“中国最浪漫婚纱村”、沙
坡尾海洋文化创意港、滨海慢
行道和“黄金海岸线”环岛路
等亲海区域陆续建成。

2021 年厦门岛东南部海
域 生 态 系 统 生 产 价 值 达
232.44亿元，释放出绿色澎湃
动能。

2022 年思明区接待游客
3461.87 万人次，占全市比例
约 68%。发展特色滨海旅游
和影视产业，常态化举办国际
沙滩排球锦标赛、国际风筝
节、国际马拉松赛、厦金横渡、
海峡两岸春节焰火晚会等赛
事和活动。

从高处俯瞰，城在海上，海在城中，
蜿蜒的环岛路勾勒出白金色海滩轮廓，美
不胜收。一直以来，我市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推进高
质量发展上下足功夫、成效显著。

坚持“亲海”不“侵海”，为构建“人

海和谐”的金色海湾，建设书法广场等
滨海亲海空间体系，加强人文与海洋自
然生态融合，打造观音山海峡西岸首个
国际商务运营中心，引领两岸融合发展
先行示范区建设。

此外，通过打造全域生态旅游的
“大厦之门·幸福思明”新模式，进一步

释放生态活力，培育“生
态+产业”，探索出

“金山银山”转化
模式，走出了一
条城海交融高水
平高质量发展的
新路。

融合发展 突出“三生”融合发展 打造海洋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系统整治、精准治污，是我们始终
遵循的方向与标准。

为构建“水清滩净”美丽海湾，我市
坚持以海定陆、协同共治，实施污水处
理“三个一百”行动，推进排水管网混错
接改造、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和破损管

网修复，全面完成入海排放口分类整
治。

同时，思明区创新排水管理进小
区，探索形成“1355”做法，即“一盘棋谋
划、三大建设保障、五大管理措施、五项
工作机制”，实现精细化管控。城镇污

水处理能力也大幅提升，进水BOD5浓
度达120mg/L以上，初步形成了污水

“全收集、全处理、全达标、全监管”，率
先解决高密度中心城区陆源入海污染
问题，有力促进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
迅速提升改善。

探索模式 探索“四全”工作模式 基本实现陆源污染无直排

在创建美丽海湾的征程上，坚决扛
起生态环保的政治责任，不断创新机
制、打造样本。

“海上环卫建立了制度化责任落
实、常态化海上环卫、系统化综合治理、
信息化预测预报的海漂垃圾‘四化’治

理机制。”思明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称，每天，我市都会开展海漂垃圾轨迹
预测预报，并建立三支专业保洁队伍，
确保九龙江口、海域、岸滩垃圾全覆盖
保洁，实现“海上垃圾打捞清理装船-船
上垃圾吊装上岸-及时分拣装袋-分类

回收资源化无害化处置”链条化无缝衔
接。

早在2020年年底，相关经验就被
国家发展改革委纳入《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清单》，向全
国推广。

创新机制 创新“四化”治理机制 实现海漂垃圾治理全覆盖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厦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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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在海上，海在城中。数

据显示，厦门岛东南部海域，

水质越来越澄净、物种保护的

脚步越来越坚实了。

2022年，厦门岛东南部

海域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优良

（一、二类）点位比例 100%，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浓度分

别较2016年下降74.8％和

69.0％，8个海滨浴场水质优

良率 100%，海漂垃圾盖度

0.12‰，达到“清洁”水平。

思明区两个水质净化厂

和鼓浪屿三个水质净化站尾

水排放水质达到城镇一级

A。99个城镇雨洪入海排放

口全部完成整治，基本实现晴

天零排污。
海洋珍稀物种得到有效

保护恢复，文昌鱼种群数量达

到63尾/平方米，较2018年

提升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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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力以赴推进厦门岛东南部海域美丽海湾建设我市全力以赴推进厦门岛东南部海域美丽海湾建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铭鸿林铭鸿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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