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娟

2019 年，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了令人满
意的答卷：

——— 市区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23 天，
PM2 . 5 年均浓度值 3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 . 6% ，是广西唯一一个连续五年完成空气质量
各项考核指标的城市；

——— 主要河流水质达标率和城市集中式生活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地表水环境质
量位居全国前列；

——— 全市土壤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总体稳
定；

——— 生态创建、绿色创建继续保持全区领
先……

新的一年，我市在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
时，仍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奋力夺取防控疫情和生态文明建设“双胜
利”。

坚守疫情防控生态环境防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我市生态环保部门全面部署全员行动，筑
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和“战斗堡垒”。

春节期间，市生态环境局成立了抗疫党员先
锋队，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学云提前结束春节休
假，靠前指挥，亲赴防疫一线现场督导。参加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的刘学振、杨俊从大年初一
起，一直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王雄、罗小军等停
止休假提前返岗，从正月初五开始便一直上班，
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卢思等主动参与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主动参与到医疗废物处置的检查工作
中，对全局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监督。

“疫情防控重中之重，医疗废物的处置工作
是防控战役的另一个一线战场。”杨俊被同事们
称为“救火队长”。接到疫情防控通知，他大年
初一就回到工作岗位。为了安心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初二他就把老婆孩子送回娘家，一个月后忙
碌的工作稍微缓解，才接回妻儿。医疗废物处置
中心是除市区两家定点救治医院外，最容易传染
和感染的高危地方。但为了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杨俊多次前往现场检查，协调废弃口罩处置。繁
忙工作之外，他还主动参加夜间应急值班，对反
映的有关疫情问题进行登记处理。“疫情防控是
一场无声无息的战斗，作为部队转业干部和党
员，我更应该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

市生态环境局加强收集处理的监督检查工
作，派出多个工作组，对桂林市各医院、城镇污
水处理厂及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等进行现场检查、
监测和指导达 188 家次 600 余人次。仅今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10 日，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274 .065 吨，有效防止二次污染和疫情扩散。

与此同时，广西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从启
动预警开始，强化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技术支撑，
迅速制定和完善应急生态环境监测预案。在春节
期间加强应急监测的物资储备，精心组织实施空
气、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强化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预警监测，实时提供真实、准确、全面的生态
环境监测数据。目前已对全市 96 个点位的地表
水及饮用水水源地进行监测，及时发布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信息和应急监测结果，有效保障公众的
生态环境质量知情权。

市生态环境局还强化执纪问责，局机关党委
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主要的监督，严明纪
律、落实责任，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坚强
有力的纪律保障。此外，通过各级工作群、门户
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方式，多次推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做好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宣传
解读，普及科学防护知识，引导动员党员干部和
周边群众主动防控、科学防控、群防群控。

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面对着突如

其来的疫情，我市战“疫”和治污两手抓，两手
都硬。

通过持续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计划，我市不断加大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力
度，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每实现一天空气质量优良，我都无比开
心，好像运动员到了竞技场，要努力争第
一。”市生态环境局的严谨是大气环境管理科
科长，也是工作中名副其实的“拼命女郎”。
为处理应急污染事故，她连续 4 天日夜蹲守在
企业调度应急监测；为核查废弃矿山的废矿渣
处理情况，她一天爬了 2 座海拔 1700 米的大
山；为核实采矿废水的排放去向，她下到负 300
米的矿井内；为监督砖厂废气达标排放，她克
服恐高症，坚持爬上几十米高的监测平台……
在严谨和同事的努力下，我市连续几年空气持
续改善， 2019 年还在全区首个实现空气质量网
格化监测和管理模式， 22 个国家标准空气自动
监测站与 51 个网格分布的微型空气监测站共同
组成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今年，在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连续五年增加的基础上，任务更加艰
难，但我们有信心。”

“ 2020 年，我们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
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等，坚

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将着力推进大气监测网格化数字管理
平台二期建设，继续深化工业、生活等污染源治
理，确保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88 . 5% 以上，细
颗粒物(PM2 . 5)浓度控制在 39 微克/立方米以
下。

水环境方面， 2019 年我市 12 个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预警自动监测站投入运行，成为全区首
个实现市县饮用水水源地水质预警自动监测网络
全覆盖的城市。今年将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巩固南溪河、灵剑溪、道光河等黑臭水体治理成
果，主要河流和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均保持 100% 。

此外，我市今年还将提升山口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处理能力，推进阳朔生态环保科技园、桂
北地区垃圾焚烧发电等项目建设；实施重金属污
染防治和土壤修复项目，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率超 82% ；推进采石场标准化和绿色矿山建
设，确保 60% 的大中型矿山达到自治区级绿色
矿山建设标准，规范矿石运输管理，避免道路损
害和粉尘污染；加快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步伐，全
面落实林长制，抓好植树造林、林业生态保护和
修复等工作。加快灌江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

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起，我市暂停漓江风景名胜区游船、
排筏水上游览活动。游人如织的桂林一下安静下
来，但青山依旧在，漓江水长流。

作为桂林山水之魂，漓江是中国旅游的一张
靓丽名片，被评为全球最美河流之一。自 2015
年实施漓江风景名胜区“统一管理、统一经营、
统筹各方利益”“三统”改革以来，漓江生态环
境和游览秩序持续向好，旅游服务品质明显提
升，漓江保护、利用、管理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

“把漓江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实施‘ 1+2 ’
国家战略和生态立市战略的重中之重，严厉打击
破坏漓江生态环境的违规违法行为，积极探索生
态环境保护与城市协调发展新模式。”桂林市漓
江风景名胜区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市重典治
乱、铁拳治污、全面治本，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
线，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七大举措推进漓江保护管理再升级，今年
我们将有更多涉及漓江管理的执法队伍实现联动
协同执法。”市漓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
通过实施漓江干流联动执法精细化管理，建立健
全日常巡查处置机制和联动执法整治机制，严厉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加强漓江生态保护，
维护水上游览及通航秩序，推动漓江保护管理工
作迈上新台阶。

除了加强对漓江的精细化管理，今年我市还
将有更多“真金白银”投入到漓江的生态保护
中。 2019 年，针对过去流域治理缺乏系统性、
历史遗留问题多、生态脆弱等状况，桂林
漓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提升工程纳入
了自治区重大工程建设规划，实施包
括漓江综合治理、漓江生态保护、
漓江生态修复、城市生态提升、产
业生态提升等六大类重点支撑工
程。工程由 147 个子项目组成，
预算总投资 918 .8 亿元。

目前已开工各类工程项目 101
个，包括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地生态景观修复、漓江风景名胜区城
市段岸线及洲岛湿地生态修复、桂林市

琴潭千亩荷塘湿地保护、叠彩区大河乡漓江沿
线村庄改造、漓江（城市段）排污综合治理
等，完成投资 24 . 38 亿元，其中统筹安排各
级财政资金 11 .3 亿元。

2020 年，我市将加快推进漓江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与修复。持续推进“六大工程”，加
快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景观修复项
目三期、漓江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沿江可视范
围景观林工程等项目建设。推进截污管网全覆
盖，重点整治漓江支流污染。加强精细化管
控，对漓江干流城市段河道及沿岸“四乱一
脏”违法违规行为即查即处。充分发挥漓江上
游水库群及活动壅水科学试验项目调水补水作
用，涵养漓江生态。多渠道争取漓江流域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资金。推进漓江国家
公园建设。推动建立漓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正在打造国际
旅游胜地的桂林，漓江的品牌效应日益凸显。
随着漓江分段游、分时游、分级游、分形游的
“四分”游览新线路陆续投入运营，沿岸大
圩、草坪、杨堤、兴坪等一批生态保护重镇、
旅游休闲名镇、历史文化古镇纷纷崛起，漓江
畔的逍遥楼、正阳东西巷、靖江王府片区历史
文化休闲街区成为传承历史文脉新地标，受到
中外游客和广大市民的广泛好评。相信漓江的
金字招牌将越来越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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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立体化防治 共建生态环保美丽家园

市生态
环境局工作组
到医疗废物处
置地检查。

（市生态
环境局供图）

▲漓东百
里生态示范带
堪称桂林最大
的生态公园，
漓江风光与沿
岸村落构成了
一幅优美的画
卷。

记者
唐艳兰 摄

▲随着桂林漓江(城市段)排污综合治理项目完成，漓江城市段全面遏制了污水直排，使得漓江水更清、山更绿、天更蓝。 记者何平江 摄 ▲桂林是一座绿色生态城市，在不同的季节展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及景观。 记者唐侃 摄

桂林漓江（城市段）排污综合治理
项目成果展示——— 南溪河流域。

记者何平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