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这是省委赋予盐城的
目标定位。盐城生态环境系统践行“两山”理念，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为抓手，坚决扛起
生态保护责任，把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把生态高颜值变成
经济高价值，传承保护好世界自然遗产品牌，在绿色低碳发展之
路上奋楫争先——

打造打造““美丽中国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样板生态文明建设样板

近年来，盐城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
部署，紧紧围绕“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
定位，以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为引领，持续深入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
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打
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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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好空气一直以来享有盛名，自
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生态环境部对
全国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进行排名期
间，盐城市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2022
年，盐城市综合指数3.27，全省第一；PM2.5

平均浓度27微米/立方米，全省第二，为有
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同比下降1.1微克/
立方米。2022年9月份，空气质量排名全
国重点城市第五位，创全国排名以来历史最
好成绩。优良天数比例84.1%，全省第一，
优良天数307天。

2021年、2022年，江苏省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连续两年给盐城市
委、市政府发来贺信，盐城市大气环境质量
位居全省第一方阵，为全省大气环境质量改
善做出了突出贡献，“盐城蓝”品牌被持续擦
亮，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普遍好评。

今年1月6日，盐城市委、市政府收到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来的贺信：“2022年，
盐城市国考断面优Ⅲ比例达100%，同比改
善5.9个百分点，改善幅度位居全省前列；
入海河流断面优Ⅲ比例达100%，县级及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达100%，完
成省定目标，为全省水环境质量改善作出了
突出贡献。”

大气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省前列。盐
城坚持以碳中和、碳达峰为统领，以污染源
头治理为根本策略，实施减污降碳协同、臭
氧和PM2.5污染防治协同、区域联防联控协
同的“三大协同”战略，打出大气综合治
理的“组合拳”，实现环境空气质量

“高颜值”。
水环境质量稳居全省第一方

阵。全市大力开展水环境治理，
建立重点河流上下游水质目标
交接棒制度，全面推进水污染防
治年度重点工程，年度环境基础
设施重点项目全部开工。试点
开展农田排灌系统生态化改造，
为农田尾水治理提供示范样本。
2022年，实现“四个百分百”目标：
17个国考断面优Ⅲ比例、51个省考
以上断面优Ⅲ比例、21条入海河流断
面优Ⅲ比例、14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均达100%。全年近岸
海域优良海水面积比例预计达88.4%，超额
完成省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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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绿城，生机盎然。“十三五”以来，盐
城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攻坚期、窗
口期”，以碳中和、碳达峰为引领，完善齐抓
共管“大环保”格局，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啃最硬的骨头，攻最难的问题，推动环境
保护从“治标”向“治本”转变，让大美湿地、
水韵盐城诗意再现。巩固提升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果，持续优化生态空间
布局，以东部黄海湿地、西部湖荡湿地、中部
淮河入海水道为框架，加快形成陆海统筹、
地绿水清的生态空间格局；充分发挥森林、
湿地、海洋、农田等“固碳”作用，建立蓝色碳
汇生态功能区。

保卫蓝天碧水、守护绿地净土。我市在
全省率先修编完成《盐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
划（2018-2022）》，建立健全大气、水污染
防治联席会议制度和区域流域污染联防联
控机制，在全省设区市中率先开展绿色发展
评估和生态环保地方立法工作，全面完成生
态环境机构改革、垂直管理改革、综合执法
改革“三项改革”任务，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在全省首
家挂牌成立“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联络
室”，一大批关系民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获得感、满
足感和安全感普遍提高。

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严格落实国
省控监测点“点位长”制，推动实施工地扬尘
管控“红黑榜”制度，全面实施市区高排放车
辆限行管理，全面完成年度300项重点工程
项目。开展扬尘污染专项治理，加大重点行
业污染整治，为环境“减负”，为生态“增
容”。坚持“控扬尘、治臭氧、抓减排、强执
法”，建立全市“网格长”责任制，制定并实
施21个国省控站点环境空气质量提
升方案，围绕“十个到位”，聚焦源
头治理、压降VOCs排放、控制
工地扬尘、扩展友好减排、打
击数据造假、强化道路保洁、
整治港口码头等七个方面
制定20项具体措施，清单
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

不断强化水污染防
治。聚焦全Ⅲ类目标，组织
实施断面上游支流支浜全
面消除劣V类、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工业源污染治理、城
乡生活污染治理、重点问题断面
水质攻坚等五大攻坚任务，重抓农
田排灌系统生态化改造、水产养殖尾
水整治和入河排污口设置规范审批，推动
42项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完成年度建

设任务。
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

治。推动103个高风险地
块完成风险防控措施，纳
入名录的69家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单位全部
完成隐患排查，全市
受污染耕地和重点
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率连续三年实现双

“100%”。
一组组数据、一

抹抹绿色、一项项殊
荣，见证着奋斗的足

迹和实干的汗水，绘就
了生态环境“高颜值”和

经济发展“高品质”同步推
进的绚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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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
特色之一。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紧紧
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
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2019年 7月 5日，盐城市黄海
湿地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这是“两山”理论在盐城的生动实
践，也是我市放大资源优势、推进生
态增值的成果体现。世遗是盐城的

“金名片”，生态资源是我市最大的
优势资源，世界自然遗产是盐城市
最具召引力的生态品牌。如何依托
黄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湿地“吉祥
三宝”，打造最具吸引力的城市IP，
成为全市上下关注的热点。盐城围

绕放大“世遗”品牌效应，牵头成
立淮河生态经济带生态环保
联防联治专委会，推动建立
环黄海生态经济圈，不断
扩大生态“朋友圈”。

保护湿地，守护净
土。2019年成功申遗以
来，盐城以更大力度开
展湿地保护与修复，探寻
滨海湿地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的最优路径。全市受
保护湿地面积达41.6万公

顷，湿地保护率达54%，自然
湿地保护率62%。盐城市加大

湿地保护修复力度，试点开展“生
态岛”建设，着力打造江苏沿海生态
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区域。

“NbS”被写入市党代会报告，盐城黄
海湿地遗产地生态修复案例入选“生
物多样性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
盐城市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是
我国首个海岸带遗产地生态修复项
目，获得中央财政3亿元的支持。

湿地保护更加立体。加强自然
遗产生态价值探索，成立专门机构
统筹全市湿地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
管理工作；颁布实施《盐城市黄海湿
地保护条例》，让湿地保护管理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为了让更多人亲
近湿地、走近世遗，盐城将市区老火
车站改造成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
并建设湿地博物园。随着系列中小
学湿地教材的编写，世遗进百所高
校、黄海湿地少年营等活动的开展，
保护生态的种子也在青少年心中扎
下了根。打造盐渎、东沙、大马沟等
一批省级、市级湿地公园，全力打造
沿海发展“绿心地带”。探索黄海湿
地生态银行试点工作，全社会营造
保护湿地、爱护环境的浓厚氛围。

继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地”之
后，盐城又获得“国际湿地城市”认
证，成为2023年全球滨海论坛会议
举办地。江苏省委支持盐城建设绿
色低碳发展示范区，连续两年在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和模式
探索方面获得省政府督查激励。积
极实施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巩
固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射阳县、东台
市获批生态环境部第六批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东台条子泥、建湖九龙
口、盐都大纵湖列入江苏省“生态
岛”试验区实施计划，大丰区川东港
区域、东台梁垛河口—方塘河口岸
段创成省级“美丽海湾”。

因海而生，因生态兴。“后申遗
时代”，作为长三角中心区唯一的
世界自然遗产地，盐城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
索世界自然遗产可持续发展路径，
借力“国际湿地”这块金字招牌，积
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国际影响力
美誉度持续提升，为全球生态治理
和美丽中国、美丽江苏建设贡献盐
城智慧。

□张华林 记者 祁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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