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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全方位推进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黄臻 

随着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正式启动，生态岛建设渐入佳境，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髙。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2015-2017)基本完成，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编制完成并启动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有序推进，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适时启动，崇明区全力以赴打造“水清土净气清”世界级生态岛。 

一、“水清”——多措并举打造优质水环境 

调査数据显示，受访居民对水塘、江、河水质的满意率为 95.5%，较上年提髙了 3.3 个百分点;对日常生活用水水质的满意

率为 98.7%，较上年度提髙了 2.1个百分点。水环境的持续改善源于各方面的得力举措。 

治污水，呵护美丽生态水环境。水是崇明人生产生活的源头和财富，生态岛建设十多年来，对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一直

是重中之重。2016 年 12 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明确到 2020 年，崇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100%。崇明区委、区政府对照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新标准、高要求，自我加压，明确到 2018年底，全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实现

全覆盖的目标。崇明全区需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农户总数约有 23.2万户，截至 2017年底已实施完成 4.4 万户，其余 19.2

万户将在 2018年底完成;完成城桥、新河、堡镇、陈家镇 4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畅河水，营造自然生态水景观。崇明河网密布，全区共有大小河道 17260 条，总长 10604 公里。生态岛建设十多年来，崇

明紧扣“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生态”的治水目标，通过综合整治、生态治理、河道疏浚等手段，累计治理各级河道 5500

余公里，进一步畅通了崇明“一环二十八竖”的河网水系，为崇明生态岛建设奠定了扎实的水环境基础。“十三五”期间，崇

明将按照全域性 5A级景区的建设要求，在持续推进骨干河道水系整治、中小河道疏浚工作的同时，重点推进河道生态治理工作，

计划实施河道生态治理 200余公里。重点将从崇明砂性土土质的实际出发，研究桩板式护岸之外的河道生态保塌措施。践行"有

工程的措施，很少有工程的痕迹”总体要求，努力实现河道水体与河坡动植物之间水、气的自由畅通交换，促进河道水生态系

统的恢复。 

用好水，共享水环境发展红利。在持续优化的生态水环境基础的保障下，崇明正按照“生态+”的发展战略部署，努力把水

是生态立岛之本的大文章做得更精彩，以更好地造福崇明人民。引入国际级的体育活动，与全区生态水环境有机结合，实现“生

态+体育”的完美结合。每年 5月，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都会在崇明鸣枪开赛，在赛道设计上，主办方把崇明

的各个旅游景点串联了起来，还特别开辟了部分长江大堤作为赛道。同时，赛时还可以领略自然风光，崇明赛区受到了国内外

选手的一致好评。在此基础上，崇明考虑将本岛 200 多公里的环岛大堤全部打通，发展休闲体育、滨江观光等项目。生态、绿

色的水环境是崇明自身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崇明作为上海“后花园”的重要发展资源。在继续厚植生态优势的同时，崇明正

严格遵循“生态+”发展战略部署，持续做靓水文章、做活水文化，按照水旅融合、水体融合的工作思路，真正运用好天赐崇明

的丰沛水系资源，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崇明百姓乐享生态岛建设的持久红利。 

二、“土净”——开拓创新打造全域景观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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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査显示，受访居民对周围环境总体满意率达 99.1%，对周围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理情况的满意率为 98.6%。崇明整体环境

的改善得益于区政府开拓创新实施各项举措。 

变废为宝，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全覆盖。2017年，崇明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项培训 395

批次，发放宣传告知书 83万多张,培训村（居）以上管理人员 8324人次，培训垃圾收集员 4738人次，培训村（居）民 78.6万

人次，27座湿垃圾处理站建设基本完成，全区共配置分类投放桶 24万多只，分类投放存储架 12万多只，240升转运桶 5936只。

新建和改建湿垃圾储存点 193 座，餐厨垃圾转运点 10 座。新增湿垃圾专项收集车 337 辆。17 座湿垃圾处理站投入运营，全区

18个乡镇均配备了湿垃圾处理站。到 2018年底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开展“五违四必”整治，改善城乡环境面貌。全区完成“1+18+148”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共拆除违法建筑 335.9 万平

方米，整改消除违法用地 1503 亩。完成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排査整治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1293 个，关闭环保违法违规

企业 156 家，整治退养不规范饲养场 211 个，全面消除东滩鸟类国际级自然保护区和东风西沙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历史遗留违

法搭建。 

优化环境品质，全力打造特色美丽乡村。一是推进村庄改造专项，加强条线项目整合。在进一步优化农村基础设施、整治

村庄综合环境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基础上，充实完善“7+X”项目整合模式。二是着力提升村庄内涵，创建市区两级示范。

在实施村庄改造基础上，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文明创建、公共服务发展、社会管理、村级组织

建设等六大方面建设,大力提髙村级管理水平，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全面提升村庄建设品质。强化乡村个性化元素挖掘，加

大产业、文化宣传包装力度,夯实市级示范村评选基础。集中政策、智力优质资源,提升农村建设共性和个性内涵水平，打造一

批风格各异的美丽乡村特色村。到 2020年，全面完成规划中的村庄改造任务，力争创成 100个左右的美丽乡村区级示范村和 30

个左右的美丽乡村市级示范村。启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推进崇明岛土壤环境调査评估及生态修复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建

设。启动崇明农用地相差，完成点位核实工作，完成 10块场地土壤环境初步调査评估和备案工作。 

三、“气清”——稳扎实干打响蓝天保卫战 

调査显示，受访居民对空气质量的满意率为 98.4%,对控制工业废气效果的满意率为 98.2%。 

持续推进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与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2017年,崇明大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空气质量逐年向好。全区环境

空气质量（AQI）优良率超过 80%。一是完成了企业安装 voCs（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备的任务。对 28 家大中型餐饮企业油烟

净化装置完成了安装，创建扬尘污染控制区,有效减少了大气污染。二是开展清洁生产。完成了 7家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启动新一轮 38 家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5 家企业节能改造项目基本完成，年节约标煤约 768 吨。持续深化燃油锅炉、燃气锅炉

污染治理，完成 2台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试点建设。 

大力推广新能源公交车。截至 2017年底，崇明新能源公交车辆合计为 293辆，其中纯电动公交车 283辆，插电式混合动力

公交车 10辆，占公交车辆总数 55%。长兴、横沙两岛己实现全岛域新能源公交车全覆盖。未来几年,崇明三岛将实现“绿色公交”

全覆盖。 

增加森林覆盖率，大力建设生态林、生态廊道。实施东平国家森林公园扩建工程，推进崇明本岛及长兴岛郊野公园建设，

推进花田、花宅、花溪等建设,努力打造全岛域 5A级景区，打造“海上花岛”。截至 2017年底，崇明建设生态林 13220亩，建

设生态廊道 4897亩；林地面积 4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25.09%。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