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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发挥能动性与想象力
吴 帅

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正向着更绿色、
更高效、更生态的方向前进。绿，已成为青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底色。

生态文明建设的答卷绝非只有一种模板，需要
充分发挥能动性与想象力，在充分调研自身资源禀
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探索美丽青岛的建设路径。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民之
所望。在美丽青岛建设征程中，要全面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水平，关键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更新
建设管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

从高空俯瞰青岛，山头公园犹如一颗颗珍珠，星
罗棋布般散落在城市的坐标中，串联起厚重的生态
底色，也成为青岛市民的“情之所寄”。近些年来，青
岛累计完成造林 114.5万亩，以太平山公园、浮山森
林公园为代表的 60 个山头公园完成整治并向市民
开放，给市民提供了休闲健身娱乐的绝佳公共空
间。而这些还远远不够，在城市更新建设攻坚行动
中，还要继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着力提升山头公园
管理养护水平，做好老城区立体绿化、口袋公园等建
设；高标准推进李村河（张村河）和白沙河流域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和开发建设，打造生态绿色休闲文化
长廊；推进城市“微更新”，为市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生
态空间。

在乡村，则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着
力为乡村振兴增色。为此，青岛将深入推进10个市
级、36个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聚焦做好
农村厕所革命、垃圾无害化处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初秋时节，漫步李村河沿岸，湛蓝的天空映
衬着洁白的云朵，清水淙淙一路流淌，随手一拍
就是大片；太平山公园、浮山森林公园丛林渐
染，游园来客络绎不绝。徜徉在碧海蓝天、青山
绿水之间，就能深刻感受到大美之城——青岛
的生态魅力。

生态文明建设，一头连着国家的整体发展，
一头连着百姓的美好生活。今年以来，全国、全
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相继召开，分别发出建设
美丽中国、美丽山东的进军号令。9月 7日上
午，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美丽青岛建设推
进会召开，对新征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美丽
青岛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近距离观察这次高规格的全市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饱含浓浓的“生态”情怀，可以看到美丽
青岛建设的“方法论”越来越清晰。在省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中，“强龙头”青岛心
怀“国之大者”，抢抓机遇，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
更大力度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统筹产业结构调整、
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着力打造山风海韵、魅力
宜居、活力善治的美丽青岛，不断开辟出生态良
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发展新境界。

关键词：打硬仗
——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保卫战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云海日出、与雁同飞，这
是近年来我们亲历的生态变化。而这背后历经的
却是一场场蓝天、碧水、净土的持久保卫战。

“全市空气质量连续 3 年全面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10年来 PM2.5平均浓度累计改善 60.6%，优
良水体比例提升 38.1个百分点，近岸海域优良水
质达到99%；实施两轮‘四减四增’三年行动，10年
累计减排主要污染物13.26万吨……”市生态环境
局局长杨钊贤在会议现场晒出的一组成绩单，是
对青岛生态环境质量不断跃升的最好说明。

近年来，青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
有，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都取得显著成
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生态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成绩面前摆
差距，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
的关键期。青岛的实际情况是，生态环境保护的
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的成效和基础并不稳固，生态环境保护
任务艰巨，还需保持定力，负重前行、加压奋进。

蓝天白云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持续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建设美丽青岛的首要任
务，这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

“要在污染防治攻坚上创新突破，就要坚决打
好重污染天气消除等标志性战役，三年内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8.5%。”西海岸新区工委副
书记、黄岛区区长王清源表示，要统筹重点攻坚与
系统治理，抓好白马河等重点工程，确保断面水质
年均值全部达标，建立土壤分级分类管理名录，推
动无废岛屿、无废工厂创建。

在莱西市委书记周科看来，要坚持问题导向，
在全域治理上见成效，大力开展工业废气、城市扬
尘等生态专项治理行动，加大污水管网、危险废物
处置设施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天更蓝、
水更清、山更绿。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
境质量，更好绘就天蓝、地绿、海碧、水清的生态画
卷，就要处理好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聚
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入推进蓝天、
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譬如强化挥发性有机物、
扬尘治理以及移动源和面源污染管控，推进臭氧
和细颗粒物双控双减；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保护，高标准推进官路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和17座污水处理厂改造，努力补齐乡村污水搜

集和处理短板，推进“蓝色海湾”整治，打造绿色可
持续的美丽海湾。

关键词：绿色低碳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

在奥帆中心零碳社区，通过海水源热泵、太阳
能光伏光热、风力发电、污水源热泵、工业余热和
燃气等多项高效清洁供能技术方案，这个占地 45
公顷、建筑面积22.71万平方米的社区最终可实现
每年8663吨二氧化碳减排。

放眼青岛，绿色低碳发展早已是这座城市的
“硬核”关键词。从发展的角度看，生态环境问题
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问题。

青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读
懂这次大会的更多深意，需要正确处理好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推进美丽青
岛建设，必须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加快
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围绕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深化新旧动
能转换，我们关停燃煤小机组19.2万千瓦，靶向突
破24条重点产业链，青岛‘四新’经济增加值占比
五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全市能耗
强度下降 5.3%。”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卞成说，将继
续实施新能源倍增计划，加强氢能储能、节能环保
等领域技术创新和成果应用，组织开展重点产业
园区循环化改造，不断厚植绿色发展底色。

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青岛重点推进
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化发展，持续淘
汰过剩产能，倒逼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退
出。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基建、智能制
造、高技术产业与服务业，协同推进大气污染物的
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作为国家低碳试点城市，
青岛双碳工作稳步推进，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量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目
前青岛仍处于绿色低碳转型关键期，在处理发展
和减排关系中，需要创新突破，处理好外部约束和
内生动力的关系，打开发展新空间。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省生态文明
强县，西海岸新区发挥先行先试这一最大优势，统
筹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生态颜值与经济价值，大
力培育绿色产业、发展绿色能源、建设绿色城市，
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推动生态资源资产
化，在全国率先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开展省级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灵山岛成为全国首个

“负碳”海岛。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就要把绿色发

展深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高品质
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同步提升。

城市是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推进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的重要区域。要围绕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
结构等重点，提升传统产业绿色化水平，培育壮大
绿色增长动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
等加快发展，着力打造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园区，
发展壮大环保产业、循环经济，不断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

推动碳达峰行动中，能源供应转型是关键。
要推动传统能源优化升级，严控新增耗煤项目，推
进清洁取暖改造。同时要积极发展新能源和清洁
能源，氢能产业园加快建设，大力发展光伏发电、
风力发电等。

绿色转型不仅仅关系到生产方式，也包括了生
活方式。要加快交通领域绿色转型，倡导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如低碳出行、光盘行动、节水节电、垃圾
分类等。

关键词：“组合拳”
——用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

“组合拳”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如何把
生态文明建设真切牢记于心、践之于行，考量的不
仅是口头上的“落实”，而是行动上的“扎实”。

推进美丽青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
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努力找到生态保
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

科学划定并启用“三区三线”，锁定生态保护
红线 1705 平方公里，实现一条“红线”管生态；推
行“田长制”，2022年耕地总面积首次实现净增加；
修复各类矿山 210 处，“三区两线”历史遗留矿山
生态修复率由17.9%提升至95%……近些年来，青
岛一系列政策措施紧锣密鼓推行，加大生态系统
保护力度，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力
争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最终目的就是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
生态环保工作，推动美丽青岛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吕恒良表态，强化
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促进内涵集约发
展，实施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力推进重点
低效片区开发建设，深入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环胶
州湾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推动打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统筹农业、生态、城镇
等各类空间布局，为发展“划边框”，守住耕地红线、
严守自然岸线保有率。实施荒山造林攻坚行动，推
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和资源化再利用等。

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关键在人，关键在
思路。建设美丽青岛任重道远，需要有力举措保
驾护航，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打好
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打开全面推进美
丽青岛建设新局面。

比如，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长
牙齿”的硬措施，坚决守住资源安全底线。又如，
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探索海洋二氧化碳
地质封存技术应用，实施市场主体间用能权交易，
拓展实现“双碳”目标方式路径。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按照生
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青岛响
鼓重锤再出发，一张蓝图绘到底，全力守护好绿水
青山、碧海蓝天，让环境美、产业兴的生态底色更
加厚重，在经济发展中推动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
中实现更大发展。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 帅

■青岛正在绘制生态宜居新画卷。图为浮山后周边。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青岛的城市底色。图为前海一线周边。

■太平山彩虹桥呈现出一幅“绿道在林中，
人在景中游”的宜人图景。

本版摄影 刘 栋

■在延安一路，车辆在树荫下穿行。

响鼓重锤再出发，打造 美丽青岛
山风海韵
魅力宜居
活力善治

青岛召开会议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和美丽青岛建设推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