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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灌河口以碧水蓝天 

——连云港“两灌”化工园区整治调研 

彭雷 姜维 

日前，在省生态环境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一组灌河口卫星监测对比照片。2017年的照片显示，红褐色

的灌河水冲击青黄色的海域，混杂成黑黄色的“大喇叭”；而在 2021 年的照片中，“大喇叭”已经不见，黄色河

水与绿色海水交融，灌河口恢复了自然面貌。“大喇叭”消失的背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化工园区整治“风暴”。

几年整治，灌河口化工园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化工园区下一步又该如何走？带着这些问题，近期我们走访调研

了“两灌”化工园区。 

回乡的鲈鱼和三年零事故 

历史上，灌河口曾是海州湾渔场重要的渔业资源集聚地之一，这里盛产的四腮鲈鱼既是远近闻名的海鲜，更是河口生态的

标志性物种。然而自“两灌”化工园区建设以来，大量化工企业粗放发展、无序建设、乱排乱放，导致灌河受到严重污染，生

物多样性遭受破坏，四鳃鲈鱼几近绝迹。 

自 2018年灌河口化工园区污染事件发生后，连云港下大力气整治小化工企业，倒逼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完善环保、安全生

产基础设施，提升园区本质环保、安全生产能力。经过近三年治理，化工企业从 2017 年底的 198 家削减到现在的 30 家，空气

环境质量基本达标，地表水大部分点位达到 IV类标准，入海河流全面消除劣Ⅴ类，灌河口海水水质达到一类、二类。河海水质

改善让燕尾港再现成群结队的四鳃鲈鱼，特别是在鱼汛期，消失十几年的伪虎鲸也出现在灌河口。在环境质量提升的同时，园

区安全生产水平也实现了巨大提升，自 2018年 7月以来，“两灌”化工园区均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总体来看，“两灌”化工

园区整治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正在向高质量发展加速转型。 

砸碎瓶瓶罐罐和重塑绿水青山 

化工行业一度是灌云、灌南的主导产业，最高峰时期占到两县 GDP的 50%，贡献税收占到财政收入的 1/3。在化工整治“急

刹车”下，“两灌”园区以系统化思维，统筹生态修复、安全生产和产业转型，初步解决了园区的“污染病”“安全病”，保

持了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平稳运行。他们主要做法有： 

整改企业与治理园区并重。既“切一刀”关停“小散乱污”企业，更“挖一刀”规范“粗放管理”园区。园区根据化工企

业“四个一批”整治要求，综合评估化工企业安全、环保、技术、工艺等方面指标，排定关闭退出企业名录，逐企制定拆除方

案，邀请专家全程指导设备拆除，确保拆除过程安全、风险可控。同时，采取引导、倒逼、破产等方式，引导资不抵债企业启

动破产程序，依法依规推进企业关闭退出。对于保留下的化工企业，园区聘请化学品安全协会专家入驻，逐企逐车间系统核查，

建立复产企业“三项问题清单”，成立复产专班驻企服务。企业也下大力气改进生产工艺、完善设施设备，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与此同时，“两灌”化工园区重新规划布局，灌南将园区 8.45 平方公里规划为精细化工区（原料药和制剂）、功能化工区（新

材料）、配套企业区；灌云园区规划化工新材料及配套原料产业区、精细化工产业区和搬迁项目区。灌云化工园区引进总投资 54

亿元华能海上风电、32亿元临海新材料、30亿元利民科技、10亿元和风风电等项目。灌南化工园区则明确精细化学品和高端功

能性材料为两大主导产业链，延伸发展石化下游新材料、原料药产业，逐步形成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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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并举。对于化工园区而言，环保和安全是一对“双生子”。“两灌”园区累计投入近 100 亿元，完善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园区环境治理和安全生产应急处理能力。目前，已经完成“两灌”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实行“一企一管、明管输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建成智慧园区管理平台，大气监控预警溯源、危废全过程监管、环境应

急智慧平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风险管理等子系统平台正在完善。在敏感目标位置设置 18个大气在线监测站点和 7个水环境监

测点。把安全生产作为第一要务，完成安全防护距离、危化品专用停车场、封闭化管理等重点整治事项，新建并投用特勤消防

站 2个、综合管廊 26.6公里、各类管道 260余公里，规划范围内所有企业均接入供热管网，危废物料均实现动态清零。开展本

质安全诊断，实施高危工艺自动化改造，建设“五位一体”安全信息化平台，重大危险源企业视频数据接入智慧园区管理平台，

园区风险预警、信息管理、应急指挥能力大幅提升。 

能力建设与监管创新并行。从国内外经验看，化工园区的整治需要付出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实现常态长效治理关键

是要加强能力建设、健全监管体系，重点是要做到智能化、自动化、法治化。智能化，即建立园区智慧管理平台，大气自动监

测、大气敏感监测、水质自动监测以及企业建立污水、雨水、废气等在线监测接入平台，实现实时动态监控；建成运行重大危

险源监控信息、可燃有毒气体监测报警信息等“五位一体”信息管理系统，二级重大危险源视频监控与省市监控平台实时联网。

自动化，即园区化工企业安装高危工艺、高危储罐自动化控制设备，引导化工企业积极创建智能工厂、智能车间，实现自动化

减人。法治化，即制定出台《江苏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项目准入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实现化工园区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

长效治理。 

写好转型升级“后半篇” 

经过三年多化工整治，连云港灌河口化工园区即将开启重生新进程，而要写好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后半篇”文章，更需要

系统谋划、审慎落子。 

高点定位全盘谋划。站在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将连云港灌河口地区化工园区放在我省化工产业发展的总盘子里通

盘考虑。在发展方向上，坚持园区规模化、产业集群化、装置大型化、炼化一体化、产品高端化；在园区定位上，围绕服务连

云港石化产业基地，明确灌云临港产业区和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作为拓展区，实现联动发展；在产业选择上，重点发展石化上

下游产业，依托连云港新医药、新材料等产业，培育医药原料药及制剂、高端功能性材料等产业链条。 

严把项目入园关口。落实中央和省市化工产业政策和化工园区整治要求，严格入园项目的土地利用率、安全风险、污染控

制、经济效益等综合评估，严把项目准入关口。坚持刚性减少化工企业数量的决心不动摇，坚决关闭退出安全环保问题突出或

与主导产业发展关联度低的化工生产企业，腾退释放土地资源空间，招引产业关联度高、生产工艺水平高、安全环保先进的生

产型企业（集团）。 

提高信息化自动化水平。提升“两灌”化工园区本质安全和环境保护水平，关键是提升企业生产自动化、园区监管信息化

水平。目前，园区已经初步建立起智慧园区综合监管平台，并集成了部分安全、环保等功能。下一步，将加强监测点建设，督

促企业建立污水、雨水、废气、工况等在线监测系统，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实时环境、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加快推动化工企

业自动化改造，确保涉及“两重点一重大”（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的监管）的装置

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升级率达 100%。鼓励引导化工企业积极创建智能工厂、智能车间，实现自动化减人，从源头管控提升本质

安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