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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 128 号提案的
答 复

尊敬的周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开展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2023 年上半年，全市上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大力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鹰潭为目标引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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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一、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一）大气环境质量方面。截至 6月 28日，市中心城区 PM2.5

浓度为 29微克/立方米，并列全省第三（较去年同期前进 1名）；

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96.1%，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四

小地市第一）。

（二）水环境质量方面。1-5月，全市地表水水质状况优，

主要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和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 100%，8个考核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

Ⅱ类标准。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齐抓共管效能充分释放。始终胸怀“国

之大者”，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高位谋划推动方面。

今年以来，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多次研究谋划生态环保工

作，组织专题学习，市政府主要领导开展专题调研，推动任务落

地落实。4 月 25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子建主持召开市生态

环境保护委员会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2023年第一次会议，对年度重点工作再动员、再部署。组织实施

方面。制定印发《2023 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明确

了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 6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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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共 20 项重点任务，压实各地主体责任，夯实行业部门监管责

任，确保全年工作见成效。协调联动方面。创新市环委办和各专

委办联络方式方法，年初市环委办主任亲自带队赴自然资源等承

担重要生态环保职能的市直单位开展走访座谈，强化业务职能联

动，深度推进协商交流。建立完善并定期更新“一县一档”，着

力畅通市县两级和市直相关单位的信息共享渠道，不断加大推进

力度。

（二）加快经济转型，绿色低碳发展步伐坚实。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发

展，连续两年我市获评江西省工业高质量发展先进设区市。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方面。深入实施“碳达峰九大行动”，序时制定重

点行业领域专项方案，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出台实施；完成编制更

新 2021 年度市级温室气体清单，积极推进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创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试点建设。优化结构调整方

面。加快推进光伏和风电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十四五”期间

全市总发电装机新增容量 12.4 万千瓦均为光伏发电，清洁能源

装机达 65.8 万千瓦，今年一季度我市万元 GDP 能耗同比下降

7.3%，完成省下达的激励目标任务；信江鹰潭段首航取得圆满成

功，九牛滩码头建设预计 7月份完成，我市港口水运事业进入发

展快车道。绿色低碳发展方面。高新区获批国家级绿色园区，贵

溪冶炼厂获批国家级“能效领跑者”，中易微连获批国家级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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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市税务局获批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完成我市绿色制造

创建培育库，16 家企业计划开展绿色工厂创建，力争全年新增

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 3 家。

（三）坚持“三级联动”，环境空气质量巩固提升。健全完

善市-区（市）-乡镇（街道）三级网格管理指挥体系，深入推进

大气污染防治。“四尘”整治方面。全面治理建筑施工扬尘，今

年以来行政处罚 1 起，罚款金额 2 万元，市本级 37 个在建项目

接入智慧工地平台；加强道路扬尘管控，对市建成区 25 条主次

干道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今年以来查处建筑垃圾（余土）

运输车辆扬尘污染违法违规行为 5 起，罚款 1.08 万元；开展运

输扬尘整治，检查发现并整改问题 1 个，处罚 1 起，罚款 3000

元；全市 4家工业堆场企业现已全部完成扬尘整治。“三烟”整

治方面。深入开展餐饮油烟整治，截至 5月底市中心城区 804家

餐饮企业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持续做好城市烟花爆竹禁放工

作，查处违规经营案件 1起、违规储存案件 1起；强化秸秆露天

禁烧，利无人机巡查，每月通报火点情况，上半年对 11 个乡镇

（街道）负责人开展了约谈。“三气”整治方面。开展工业领域

大气专项整治，全市累计排查企业 280家，督促整改问题 174个，

组织 10余家冶炼企业合计投资 1亿余元开展脱硝除尘深度治理；

强化机动车尾气监督，曝光氮氧化物超标排放柴油车 56 辆并督

促整改；全市现有集中供热区域燃煤锅炉全部淘汰“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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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三水统筹”，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统筹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深入打好碧水提升攻坚战。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方面。启动花桥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正

在进行招投标；强化蓝藻预警监测，每周开展信江鹰潭段水质采

样分析，安装完成 3套（项目计划安装 7套）蓝藻预警水质在线

监测设备。入河排污口整治方面。完成信江鹰潭段干流国省考断

面、敏感保护区 10km范围内所有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

确定全市不同类型入河排污口 120 个。开发区污水治理方面。推

动工业污水处理厂一级 A提标改造，龙岗污水处理厂和余江工业

园县城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主体建设均已完工，计划于近期进

行通水调试。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方面。投资约 16亿元实施高桥片

区海绵城市建设 PPP 项目和信江新区“厂网河湖园”一体化项

目等管网改造，提升污水收集处理率，1-5 月份，城市生活污水

处理厂进水 COD浓度同比提高 4.3%。黑臭水体治理方面。检查城

市重点水体 14 个，未发现返黑返臭情况，市县两级的黑臭水体

消除率达 100%；完成 3个黑臭水体整改销号工作。总磷污染消减

方面。持续加强原六国化工磷石膏渣场废水排放监管，完成黄土

港入信江缓冲区域生态修复项目一期建设。“清河行动”方面。

组织开展十个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排查危害河湖生态健康问题

108 个，整改销号 74 个，其余问题积极整改中。

（五）加强源头防治，土壤环境风险有效管控。坚持“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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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防新增、重监管、保安全”，严密防范化解土壤污染风险隐

患。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面。目前全市共完成治理面积 10.84

万余亩，占总任务面积 95.19%，全市 4193 亩严格管控区均落实

休耕等管控措施。组织完成危险废物数字智管服务平台验收，截

至 6月底，完成全市 212家涉危废企业现场踏勘并出具诊断报告，

整改完成 3 个尾矿库污染问题。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方面。市生态

环境局和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重点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联动监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依法依规更新土

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至 40 家并向社会公开，组织省环科院专家

开展隐患排查技术培训，并对 14 家重点监管单位开展隐患排查

“回头看”。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方面。投资 8600余万建设固体废

弃物处置及资源综合中心，预计于今年年底前建成，城市生活垃

圾回收利用率达 37.8%左右，完成上级下达 35%的目标任务，城

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占比达 100%，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达 86.08%。

（六）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扎实开展。强化源

头减量、资源利用，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方面。组织排查规模养殖企业 294户，均进行了粪污科

学有效处理，目前我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达 95%以上，畜禽粪

污处理设备装备率达 100%。水产养殖污染防治方面。创建了余江

区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今年以来建设有养殖尾水资源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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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施示范点 2 个（共 13 个）；科学开展渔业增殖放流，目前

80 万元的增殖放流资金已分配完成，计划于 7 月份在信江河蓝

藻多发地位进行鱼苗投放。农药化肥减量化方面。启动建设水稻

生产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绿色示范区 7 个，面积达 2100 亩，项目

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届时可实现全年农药化肥减量20%以上；

大力推广农药化肥减量技术，全市测土配方施肥面积完成 70 万

亩，绿色防控示范面积达 5000 亩，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覆盖率

分别达到 50%和 48%。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方面。持续推进农村厕所

整改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成农村户厕新改建 3266 余户（年

度目标 7000 户以上），有序推进 440 个村点环境整治；余江区

正在全域推进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现已完成前期规划。

（七）统筹保护修复，生态系统多样性不断提升。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用心呵护自然生态。矿山生

态保护修复方面。全省率先完成矿山问题排查工作，共排查出问

题 14 个并积极推进整改，今年以来全市完成修复矿山 2 座，面

积 125.65 亩（全市已完成 170 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修复

面积 7463.34 亩，修复率 75.5%）。生态示范创建方面。开展做

实唱响“龙虎天下绝”品牌三年行动，龙虎山景区入选全省首批

“风景独好”旅游名景区，积极推动龙虎山景区创建省级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基地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大力推动余江春涛镇、潢溪镇、月湖童家镇创建省级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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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方面。新发现“阳际峰马铃苣苔”“东

南卷柏”2个物种，新物种发表走在全省前列；截至 5 月底完成

人工造林 2.86 万亩，退化林修复补植补造 2.8 万亩，封山育林

1万亩。推进林下经济“三千亿工程”。截至 5月底油茶新造（更

新）2.13 万亩，改造提升 0.86 万亩；完成森林药材种植 0.21

万亩；引进江西盛帆农林公司和北京龙彰科技公司大力发展香精

香料主业。

（八）突出问题导向，督察问题整改有序实施。组织历年中

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今年上半年以市环委会或市整改办名义累计下发 10 个文件

通知督促加快整改，编制《鹰潭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生态环境

警示片问题整改调度报告》和整改进展表，强力攻坚问题整改销

号。2016 年以来，我市先后迎接 6 次中央、省级环保督察，累

计反馈我市 178个问题。其中需限期整改 115个，现已完成整改

85个，剩余 30个问题整改达序时进度；需长期坚持 63个，3个

已整改完成并销号，60 个达序时进度。督察期间交办 771 件信

访件，已办结 759 件，阶段性办结 12 件。上级生态环境警示片

披露我市问题 9 个，目前已整改完成 6 个，1 个达序时进度。

（九）深化制度改革，环境治理体系健全完善。推动各项改

革举措落地见效，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法治和市场体

系方面。积极推动《鹰潭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出台，



现已通过市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并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线索核查办理，今年以来共筛查线索 12 条，其中

启动索赔 11 件，办结 2 件。监管与信用体系方面。全域推进执

法机构规范化建设，开展全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能力提升年活

动，今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42 个，

立案处罚 39 起（移送公安机关适用行政拘留案件 1 件）；确定

2023 年全市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 95 家并按要求开展披露工

作。全民行动体系方面。积极创建节约型机关，目前全市成功创

建全国、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分别为 9 家和 6 家，60

个市属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市直机关节水型单位建成率

100%。组织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月、“六·五”环境日等系列宣传

活动，推进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引导社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

护。

感谢您对生态环境的关心和支持，欢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

出宝贵意见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