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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聚焦·

近 日 ，宣 城、湖 州 两 地 生 态 环 境

保护行政执法部门在太极洞国家级

地 质 公 园 开 展 跨 区 域 联 合 执 法 ，夯

实跨省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工作

机 制 ，提 升 两 地 生 态 环 境 执 法 队 伍

实操能力。

联合执法检查组人员对省际区域

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太

极洞长青岕复垦项目开展情况及其他

生态环境问题开展执法检查，督促企

业加强环境管理，对企业存在的问题

督促及时整改到位。两地生态环境行

政执法部门就跨区域联合执法、协调

处置等情况进行了交流，尝试探索突

破行政区域壁垒，打造“信息互享、人

员共用”的环境联防联控新体系，进一

步 深 度 融 合 ，深 化 两 地 交 流 合 作 。

（夏胜为）

宣城湖州联合开展省际环境执法

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分别公布 2022

年 1月至 11月全省县（市）、市辖区 PM2.5

浓度排名。浓度相同的以并列计。

县（市）“前十”榜：旌德县、黟县、

歙县、祁门县、绩溪县、石台县、休宁

县、青阳县、桐城市、全椒县、霍山县、

泾县、东至县、岳西县。

市辖区“前十”榜：黄山市黄山区、

屯溪区、徽州区，六安市裕安区，合肥

市蜀山区，滁州市南谯区、琅琊区，安

庆市大观区，合肥市瑶海区、庐阳区，

宣城市宣州区。 （夏胜为）

新一期县区PM2.5浓度排名公布

■ 本报通讯员 吴炯 李志平

新安江逶迤东流，经歙县 28 个乡

镇，在该县境内全长 76.75 公里，占新

安江黄山段的 31.7%；流域人口 46.89

万人，占黄山市总人口的 31.6%。新安

江奔涌而下，经歙县街口镇注入千岛

湖，皖浙水质监测考核断面即位于街

口。在当地人看来，歙县是新安江生

态补偿机制试点的主战场和主力军。

十年磨一剑。在新安江跨省生态

补偿试点的大背景下，歙县把守护“一

江清水出新安”作为压倒性的政治任

务，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努力绘就新时代“新安山居

图”。前不久，歙县入选第六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新 安 江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三 轮 试 点

中，歙县在全市区县级率先建立乡镇

间生态补偿机制，28 个乡镇分别设立

水质考核监测断面，定期进行考核，考

核结果与乡镇主要领导干部绩效挂

钩，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

设责任。当地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在

党政实绩考核中的比例从 2018 年的

22.38%逐步提升到 35.45%。

治水先治污，治污抓源头。歙县

先后投入 40多亿元全力抓好新安江流

域污染防控。新建县循环经济园区，38

家化工企业搬迁入园，建成园区污水

处理厂、集中脱盐公司，园区实现污水

废气统一收集、集中处理、达标排放。

推进县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日处理

量从 3 万吨/日提升到 6 万吨/日，排放

标准也从一级 B 提升至国标一级 A。

按照建设、设备采购安装和收集、运输、

处置一体化建设运行模式，分别建成

日处理 15吨、5吨的歙县城区和深渡镇

餐厨垃圾收集处置项目。2020年 1月 1

日，新安江十年禁渔启动，新安江干流

及练江、昌源河、街源河、布射河水域实

行全年禁捕，全县 1200 多名渔民全部

退捕上岸。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该县设立农

药集中配送网点 128 家，实现乡镇农

药集中配送覆盖率 96%、村级农药集

中配送覆盖率 70%，农药包装废弃物

基本回收率 95%以上。持续开展“化

肥使用量零增长、耕地保护与质量提

升建设、果茶菊有机肥替代化肥”三大

行动，在沿江乡镇累计建成果、菜、茶

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基地 60 处，总面

积达 20.1 万亩。2017 年以来，累计投

入试点资金 4414 万元，先后关停搬迁

养殖场 287 家，并对未列入关停搬迁

的规模畜禽养殖场，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安装粪污加工设备，实行畜禽粪污

集中收集处理、资源化利用。2019 年，

为防止近水耕种带来的化肥农药污

染，歙县启动实施 108 米水位线下土

地退耕还湿还林，完成 4200 余户 3101

亩耕地退耕。

为让农村生活垃圾有去处，歙县

建立了“组收集、村集中、乡镇处置”村

庄保洁体系，组建了雄村、深渡、小川、

街口 4 支水上打捞队，购置配备了 7 艘

机 动 打 捞 船 开 展 常 态 化 保 洁 。 2017

年，深渡社区等首期 6 家生态美超市

开张营业，目前，全县已建立 99 家生

态美超市和 52 家巡回兑换点，覆盖全

县 28 个乡镇。如今，生态美超市与信

用好超市融合发展，改变原来单一的

垃圾兑换物品模式，群众参与乡村建

设、社会治安、公益关爱等均可通过量

化积分兑换物品，进一步鼓励引导村

民参与生态保护、遵纪守法、孝老爱

亲、移风易俗。

制 度 是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根 本 保

障。当地建立县、乡、村三级河长体

系，推行“河长+检察长+警长+生态巡

护员”模式。实施河长制、林长制一体

化建设实践，确保一山一坡、一园一

林、一区一域都有专员专管、责任到

人，开展新安江生态廊道建设。

皖 浙 两 省 ，山 水 相 连 ，人 文 相

亲。十年来，歙县、淳安相继建立起

水质联合监测、汛期联合打捞、联合

渔政执法、突发事件应急联动等全流

域联防联控横向联动工作机制。上

下游还在党建联盟、干部交流、交通

互联、文旅产业、医疗民生等多个领

域开展合作，推动上下游资源、人才、

资本的良性互动，守护好长三角绿色

生态屏障。

歙县“十年磨一剑”，护“一江清水出新安”，
前不久入选第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

借问新安江 见底何如此

·绿色看台·

·绿色短波·

2022 年 12 月 30 日，在黄山风景区拍摄的雪后初霁壮美景色。当日早晨，黄

山景区银装素裹，冬日暖阳照耀下，云雾升腾，宛如仙境。

本报通讯员 水从泽 摄

全椒县石沛镇农民在田间为薄壳山核桃树整枝，林间套种的千亩芍药竞相开放，美不胜收。（资料图片）

位于明光市的老嘉山国家森林公园一景位于明光市的老嘉山国家森林公园一景。（。（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近日，长三角三省一市生态环境和信

用管理部门共同发布 2022年长三角生态

环境领域信用联合奖惩典型案例。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人士表示，此举

旨在深入推进长三角生态环境领域信

用合作，突出生态环境守信激励和失信

惩戒警示作用，促进企业积极整改环境

问题、不断提升自身信用，助力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

三省一市各公布了 2 个典型案例。

我省公布的 2 个案例分别是“宣城市一

家环境信用良好企业优先获批大气污

染防治专项资金”“六安市某羽绒制品

有限公司‘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我省公布的守信激励案例“主角”

是宣城市富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该

公司位于宣城市宣州区，是一家主要从

事含铜危险废物资源再生利用企业，为

宣州区重点排污单位之一。为助力改

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企业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2022 年，宣城

富旺公司实施“焙烧炉烟气深度治理减

排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该公司按

照总投资的 50%申请中央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申请资金额度为 500万元。

经核查，该公司环保手续完善、环

保设施达标且正常使用、近三年无严重

环 保 失 信 和 严 重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2020

年、2021 年度均被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评

为环保诚信企业。根据《安徽省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实施方案》规定，在申请环

保专项资金或者其他补助资金时，优先

考虑环境信用良好企业。宣州区生态

环境分局对企业申报 2022 年度大气污

染防治专项资金予以积极支持。

2022 年 3 月，该公司“焙烧炉烟气深

度治理减排项目”编制了可行性研究报

告，2022 年 8 月完成设备安装并试运行，

2022年 10月完成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

资金申报验收及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经

评审专家验收后，该企业 500万元大气污

染防治专项补助资金将补助到位。

我省公布的失信惩戒案例涉及六安

市某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该公司因污水

未全部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被生态

环境部门依法罚款。同时，该公司还存在

其他不良环境行为，2021年被评定为环保

警示企业。

由于被评定为环保警示企业，银行

下调了其贷款额度。有关合作方因其

处罚公示和信用等级结果，提出与其结

束合作关系。

目前，该公司已认识到环境信用的

重 要 性 ，正 在 积 极 采 取 一 系 列 整 改 措

施。对污染防治设备设施开展全面自

检，对部分破损的污染治理设施进行升

级扩容改造，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

行，实现达标排放；加强内部环境管理，

建立污染治理运行台账；规范排污口设

置，按要求上报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做好

环境隐患排查，加强环境管理和人员培

训，强化环保意识。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人士表示，对环

境管理的忽视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影

响，本案例给其他企业也敲响了警钟，在

生产经营中要切实提高环保意识，落实

环境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

近日，2022年长三角生态环境领域信用联合奖惩典型案例发布——

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

·绿色广角·

黄山雪后初霁宛如仙境

■ 本报记者 罗宝

多元投入 厚植绿色家底

寒冬时节，在全椒县神山国有林

场，一片 2000 亩的薄壳山核桃林，树

姿挺拔、整齐划一、长势茂盛，焕发着

勃勃生机。

“全椒县国家储备林建设的最大

优势就是由国有林场改革后成立的

县森园公司自建，建设有保障、造林

成本低、工程标准高、管护质量高、还

贷风险低。”全椒县林业局办公室主

任曹仕波告诉记者，2021 年 2 月，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与全椒县

签订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协议，

项 目 总 规 模 39.9 万 亩 ，总 投 资 38 亿

元，成为我省首次利用政策性金融机

构贷款建设的国家储备林基地项目。

国家储备林建设是林业扩大面

积 、提 升 质 量 、增 加 效 益 的 重 要 抓

手。为实现“国家得林木、社会得效

益、百姓得收益、企业得利益”的多赢

局面，全椒县积极探索“储备林+金融

资本+社会资本 ”模式 ，实现多方参

与、多元投资，让绿水青山进一步释

放经济红利。

结 合 土 壤 类 型 、地 形 地 貌 和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全 椒 县 将 薄 壳 山 核 桃

和麻栎作为储备林建设主要目标树

种，以朴树、三角枫、榉树、元宝枫等

11 个 乡 土 树 种 为 伴 生 树 种 ，林 下 套

种 野 生 滁 菊 、芍 药 等 ，实 现 树 上 采

果 、树 中 用 材 、树 下 植 苗 ，最 大 程 度

发 挥 林 地 立 体 价 值 。 同 时 ，建 立 与

国储林项目相配套的薄壳山核桃加

工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做强薄壳

山核桃产业价值。

以国储林项目为杠杆，全椒县在

县内选择 10 家有经济实力和信誉度

的企业作为国储林建设施工单位，目

前已与当地最大的薄壳山核桃种植

企业太禾林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国储

林政策性贷款资金与社会资本按照 1:

10 的比例，撬动社会资本注入。在还

款期内，经营储备林的林权由森园公

司收储，社会企业获得林下经济和林

产品收益并承担还本付息，共同探索

新的国储林建设发展模式。

“我们计划建设国储林 5000亩，目

前已完成 1000多亩，均选育优质树种，

并采用智能滴灌技术，通过手机 App

终端实时掌握园区苗木水肥数据，全

面加强苗木数字化、智能化、网格化管

理。”全椒县太禾林业总经理郑莉华告

诉记者，企业 8年来已在全椒发展薄壳

山核桃近 2万亩，部分已挂果见效益。

据了解，滁州市在制度创新上先

行先试，结合建设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先行区，市县两级注资 30 多亿元，组

建各类林业投融资平台 11 个，盘活国

有林场 136 万亩森林资源。同时，加

大 与 政 策 性 银 行 、国 有 大 型 商 业 银

行、地方股份制银行合作，撬动金融

进山入林，全市国储林项目累计获授

信 24.54亿元。

5 年来，滁州市共争取上级财政

资金 7.2 亿元，市县两级财政投入 7.6

亿元，探索“林权抵押+政府基金+森

林保险”贷款模式，设立林业抵押贷

款担保基金 3000 万元；林权抵押贷款

累计 28 亿元，争取林业贴息 2249.4 万

元，撬动社会资本 80多亿元。

此外，滁州市还颁发了全省首批

林业碳票，滁州森林可持续经营与碳

汇开发项目入选德国促进贷款项目

库，贷款额度 9000 万欧元。完成首笔

林业碳汇权证质押贷款，授信 100 万

元。开发公益碳汇林项目 2 个，建设

“一村万树”公益碳汇林基地 26 个，栽

植和抚育林木 36万株。

做强产业 实现兴林富民

这段时间，在全椒县襄河镇八波

村，全椒棵达生态农林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凌碧波正带着工人在 1200 亩薄

壳山核桃基地修枝，好几米高的薄壳

山核桃树下，一棵棵造型别致的红花

檵木、红叶石楠煞是好看。“现在薄壳

山核桃刚开始挂果，效益不高，而林

下套栽的景观树每年每亩就有 2 万多

元收入。待进入盛果期，整个效益还

是可观的。”凌碧波说。

在全椒县石沛镇石沛村陶庄组

碧根果（即薄壳山核桃）深加工项目

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忙着

施工，车辆来回穿梭。“工程已经进入

收尾阶段，即将投产。建好后，将成

为 全 椒 碧 根 果 产 业 链 上 的 重 要 一

环。”郑莉华告诉记者，该项目是碧根

果产业深加工项目之一，是一个集加

工、仓储、销售、研发于一体的产业平

台，可加工碧根果油、碧根果休闲食

品、碧根果饮等，延伸产业链。

石沛镇石沛村 70 岁的戴正银，在

太禾公司已工作 8 年，负责管理仓库，

每月 3000 多元工资。据他介绍，太禾

公司现在有长期工 60 多人，季节工约

200 人。“全县薄壳山核桃种植面积达

8.2 万亩，年产量约 1000 吨，我们已经

建立了 2 个初加工企业，开展碧根果

分级、分选和脱壳等初加工，目前与

几家食品深加工的龙头企业达成了

初步的合作意向。”全椒县薄壳山核

桃产业协会会长王宏军对记者说，该

县还依托薄壳山核桃产业和林下经

济，发展起大墅镇民宿休闲、森林康

养、六镇镇牧龙山采摘园、石沛镇林

下花卉观光园等新型产业，实现融合

发展。该产业带动了当地就业 4000

多人，年劳务收入 5000 万元以上。

滁州市持续推进薄壳山核桃、麻

栎、杜仲、乡土特色苗木“三树一苗”等

林业特色产业发展，面积 170 余万亩。

其中，全市薄壳山核桃已发展至 20 万

亩，建成国家级山核桃工程技术中心示

范基地 7个，成功注册“全椒碧根果”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全椒县还获评“中国

碧根果之都”。全市共培育林业新型经

营主体 2783 个，培育国家级林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2家、省级龙头企业 41 家，

入选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2个。

5 年来，全市累计创建国家森林

乡村 31 个，省级森林城市 8个、森林城

镇 84 个、森林村庄 575 个。做实林长

制“1+8”科技服务平台，设立 4 个林业

博士工作站，推广实用技术 23项。

活绿用绿 擦亮乡村底色

走进位于来安县舜山镇的百思德

苗木花卉产业园，农耕文化园（体验式

种植园）、苗木花卉科技展示园华东

（国际）风景园林产业城、风景园林国

际竞赛金奖基地、生态种植园、百万花

园（主题观赏性园林）、康体休闲生态

园等六大功能区错落有致，盆景园、地

景苗木造型园内，苗木花卉琳琅满目、

造型别致。中国盆景大师王恒亮正在

工作室里为学员讲解盆景制作技艺并

对学员的作品进行点评。

“在王老师的带动下，来安县从

传统的种植绿化苗提升到盆景、地景

苗，不仅提高了产业效益，也让乡村

更美了。”来安县盆景协会会长石少

军 现 在 专 业 做 盆 景 ，还 成 立 了 合 作

社，发展盆景素材 300 多亩，做各种造

型小盆景，通过线上线下销售，2022

年已有 100 多万元的营业额，未来有

望实现爆发式增长。

“百思德落户后，连续举办华东

苗木交易博览会、苗木科技论坛和国

际风景园林设计竞赛，并与中国工程

院及北京林业大学等进行合作，带动

舜山镇乃至全县苗木花卉向精品化

打造转型。”来安县林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杨延忠告诉记者，通过引进山东

的嫁接、组培技术，一棵龙柏的身价

翻了好几倍；小叶女贞做成造型，每

棵也从过去几十元变成几百元。目

前，舜山镇苗木花卉种植面积达 6.5

万亩，花木品种 230 多个，年产值超 5

亿元，已带动 300多家商户聚集发展。

“我们作为苗木专业村和国家森

林乡村，正依托 1.2 万亩苗木花卉，与

文旅结合，打造生态农庄、科普教育

基地和万亩林海观光旅游区，发展民

宿和康养产业。”舜山镇林桥村党总

支副书记杨满田说。

滁州市创新融合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机制，开展“金银森林行动”，为

乡 村 种 下 风 景 林 、油 料 林 、经 果 林 。

其中，明光市开展“一村万树”行动，

并建设林业生物经济产业园，打造百

亿 级 林 业 精 深 加 工 产 业 集 群 和“ 零

碳”林业产业园区；凤阳县依托林业

合作组织全面发展森林旅游产业；定

远县利用“四旁”栽植薄壳山核桃，美

化乡村。同时，滁州市以国储林建设

为基础，聚力打造国家现代林业产业

示范区，发展麻栎炭、食用菌和杜仲

胶等林产品精深加工，皇甫山科普研

学、老嘉山休闲运动康养、智能节水

灌溉项目等，力求把森林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促进以储备林为基础

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滁州市以林长制改革为总牵引，不断创新制度供给，健全护绿、增绿、管绿、用绿、
活绿的五绿并进机制，在扩绿增绿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绿色银行”增生态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