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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蓝”频频刷屏
“蓝天白云”是老百姓判断空气质量
好坏最直接的感官标准，也逐渐成为优
良空气质量的代名词。微信朋友圈频频
被“青岛蓝”刷屏，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成
为青岛市环境质量不断提升的最直观展
现。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2020年，青岛

市细颗粒物（PM2 . 5）、可吸入颗粒物
（PM10）等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预计比
2015年分别改善38 . 0%、32 . 6%，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年均浓度逐年
下降，空气质量优良率预计比2015年提
高8 .2个百分点，环境空气质量在完成国
家、省目标的基础上，历史性地全面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为2013年实施国家新标
准以来最优水平。
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青岛市将改

善空气质量作为重中之重，建立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新机制，紧盯影响空气质量
改善的主要因素，细化配套措施体系，聚
焦抑尘、控车、压煤、减排重点领域，找问
题、促整改、抓落实，持续发力，打出蓝天
保卫“1+14”“组合拳”。
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全市坚持每

周通报、半月调度、全月考核，市政府每
半月召开一次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
议，对发现的突出问题通报各区市部门
和街道，对问题突出的采取约谈问责帮
扶等措施推进整改，有效压实了各单位
和各区市的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责任。
建成出租车道路扬尘走航监测系

统，1300余处在建建筑工地安装远程视
频和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实现空气质量
监控重要点位全覆盖，全市所有加油站
都进行了油气回收改造，有效遏制油气
挥发造成的大气污染，1万余台重型柴油
车安装了车载诊断远程在线监控装置，
实现车辆排放状况的长期动态监管。
建立大气污染源动态清单，实施重

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动态分级管控，坚决
避免“一刀切”。抓住影响PM10指标的
建设工地、裸露土地、道路保洁、渣土运
输车等关键问题，强力攻坚。
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治理，推进

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理、工业炉窑综合
整治等工作。“十三五”期间，共整治“散
乱污”企业3070家，完成1242个工业企
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减少1 .5万吨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230台燃煤锅炉和
60个燃煤机组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5789辆国二及以下柴油车全部淘汰，
1 .8万辆国三营运柴油货车完成淘汰。
针对夏季臭氧污染和秋冬季重污染

天气时有发生的问题，青岛市将深入推
进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的深度治
理，实施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强化重
污染天气的应急管控，进一步提升全市
的环境空气质量，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
的蓝天白云，让青岛市率先实现在良好
的空气环境中生产生活的目标。

海河湖水清岸美
近几年，李村河、墨水河、大沽河、北

胶莱河水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
李村河、墨水河基本上可以实现常态化
的水质达标，李村河中游通过整治变成
了城市的河道景观，市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大沽河作为母亲河，也保持水质的
总体达标；北胶莱河作为和潍坊交界的
河流，水质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实现消除
劣V类。
为了保卫碧水，青岛市深入落实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胶州湾及近岸
海域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实施一批截污
治污重点工程，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
生态保护。
坚持源头控制、水陆统筹、河海兼

顾，严格落实湾长制，启动胶州湾湾长
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各级海湾巡
查监管和海湾规范化管理保护，全市共
设立市级湾长 4名、区级湾长 42名、镇
级湾长54名。开展入海排污口监测与初
步溯源，对排查出的 6174个入海排污
口全面溯源，监测有代表性的排污口
1275个，为下一步做好整治工作打牢基
础。
2020年，全市 35条重点河流、33

个重点水库的 94个市控以上监控断面
中Ⅲ类以上优良水体比 2015年增加 3
个达到 54个，扣除 4个断流断面，“好
Ⅲ”比例达 60%，水质较差的劣V类水
体比 2015年减少 22个下降到 4个，城
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11个国省
控断面水质全面达标，6个断面较水质
目标实现类别跃升，超额完成国家、省
下达给青岛市的优良水体和劣V类水
体两项约束性指标。
对于饮用水水源地，青岛市的保护

力度不断加码，重新划设了饮用水源地
保护区，严格水源地保护区项目的审批
管理，深入开展城市和农村的集中式水
源地突出问题的排查整治，不断加大水
源地环境风险隐患的排查，定期开展饮
用水源地环境应急演练，确保全市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的水质总体达标。全市18
处城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持续保持100%。

近岸海域水质持续改善，优良比例
达到98 . 8%，比2015年提高了0 . 4个百
分点。前海一线近黄海水质总体都是优
良的，水的透明度非常高。胶州湾水质也
持续改善，整个“十三五”期间保持在
70%以上，优良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随着水质的不断改善，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珍稀鸟类、鱼类在胶州湾等海域栖
息聚集。
下一步，青岛市将继续实施污染减

排和生态扩容。继续推进实施一批污水
处理厂的扩容提标、雨污分流管网建设
完善、中水回补管网的建设，进一步提升
全市水污染防治的能力和标准。按照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三水统筹的原则，
围绕重点河湖，积极谋划好生态补水、再
生水循环利用、闸坝调蓄、水体生态修复
等措施，增加河湖的水环境容量和自净
能力，努力实现河湖水质和水功能相匹
配，部分重点河湖恢复到有草有鱼、人水
和谐、百姓亲近的良好水生态环境。

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莱西院上镇九顶山庄是远近闻名的

葡萄庄园，年产葡萄酒近50万瓶，远销国
内外市场。然而，12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坑坑洼洼、鲜有生迹的废弃矿山。
让院上镇隋坊村村民董作苗做梦也

没想到的是，依托于矿山修复而打造的
葡萄酒庄，让他和周边村民走上了靠葡
萄种植、发展特色农业的绿色发家之路。
“保护好绿水青山，才能长出发家致富的
葡萄来。”董作苗说，院上镇葡萄种植目
前达到 3000多亩，逐步形成规模化产
业，人均每年增收2万元。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小小废弃
矿山修复和治理后变身“金山银山”，是
青岛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青岛市严格实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报告备案及评审制度，累计将
1023个地块纳入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
管理系统，有序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完成国家治理修复试点任务。全
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
全利用率均超过国家、省确定的“双
90%”目标指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底色。青岛正努力把生
态环境打造成为独特的城市竞争力，以
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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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红梅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座
城市的“金字招牌”，与工作
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息息相
关。
近几年，我们对岛城的

直观感受是，天更蓝了、气更
清了、水更净了、山更绿了。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20
年，青岛市环境空气质量历
史性地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是2013年实施国家新
标准以来的最优水平。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是

青岛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
缩影。这背后，得益于全体市
民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也
得益于过去3年打的一场污
染防治攻坚战。

青岛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青岛蓝”频频刷屏市民朋友圈。（青岛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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