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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省级生态市创建工作

热烈祝贺《瑞安日报》复刊20周年

把绿色系列创建活动打造成公众广泛参

与的环保平台，深入到社区和学校开展面对面

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将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基础

教育内容，在中小学开展环保知识教育，在各

类学校开设环保知识课程，环保知识普及率实

现 100%，做到以教育影响学生、以学生影响

家庭、以家庭影响社会。同时，通过报纸、电

视、广播、大型宣传牌、特殊节日主题宣传等方

式，将生态环保理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

千家万户。

据悉，目前已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

学校 1 所，省级绿色社区 5 个、绿色学校

11 所、绿色家庭 23 户、生态环境教育示

范基地 1 个，温州市级绿色社区 11 个、

绿色学校 16 所。

生态镇街和生态村是生态创建细胞工程，

也是生态市建设最基础的工作。根据《瑞安生

态市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市财政每

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生态镇街、村的建设。

据悉，我市财政共投入生态建设专项资金

1.16 亿元，生态镇街、村建设共完成投资 4 亿余

元；累计建成省级生态镇街7个、市级生态街道2

个，累计开展生态村建设的行政村348个，成功创

建温州市级生态村284个、市级以上绿色社区16

个，累计完成595个行政村“千百工程”；52个村被

评为温州市级全面小康农村新社区（示范村），其

中省级示范村26个；累计完成7个乡镇的连片环

境整治；建成村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295座，铺设

农村生活污水排污管网500公里，受益人口达17

万人左右，削减COD排放量达982吨/年。

城乡环保基础工程滞后是导致区域环境

质量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加快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开展生态市建设后，我市大力

推进城乡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加大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建设力

度。目前，我市“村居清扫收集，乡镇集中待转，

市转运处理”的城乡垃圾无害化处理三级管理

运转机制已初步建立。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进入

收尾阶段，预计 7 月份可以投入使用，届时全市

范围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可达到100%。

二是完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由市

区向塘下、莘塍、飞云逐渐延伸完善配套污水

收集管网。目前，处理能力 7 万吨/日的江北

城市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已投入使用，江北污

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及江南污水处理厂工程正

有序推进，马屿镇污水处理厂一期已进入试运

行，二期工程前期工作已开展。

三是推进城市公园建设及主要干道的绿

化建设，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之机，新建九大城市公园，完成 56 省道、新瑞

枫线的沿线绿化；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

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之机，不断健全

配套管理机制，明显改善市容市貌，逐渐养成

市民良好习惯。

在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参与下，我市

相继开展电镀、熔炼、酸洗、印染、制革、畜禽

养殖等污染行业的整治工作，持续推进温瑞

塘河整治，加大“十五小”重污染行业的打击

力度，落实总量控制和替代削减制度，推进清

洁生产审核，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尝试

排污权交易，深化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推

进电镀行业入园工程，启动垃圾焚烧发电工

程等。

2012 年 9 月份以来，我市先后启动并推

进“四边三化”、“两河整治”工作，全市累计清

理垃圾 21363 处共 12.78 万吨；拆除违章建筑

4070 处共 128.31 万平方米；拆除广告牌 4306

处共 8.87 万平方米；新建绿化面积 240.55 万

平方米，有效改善了辖区内环境质量。

目前，市区大气环境质量优良天数为 356

天，达到 97.8%；温瑞塘河、瑞平塘河水质恶化

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个别断面和污染因子有

所改善；飞云江流域水体质量继续保持全省八

大水系最好水平；声环境质量总体达到功能区

划分要求。

近几年，我市不断完善生态镇街、生态村

的目标考核机制，有序推进生态创建工作。

2010 年，出台《瑞安市生态补偿专项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每年安排 5000 万元以上生态

补偿资金用于补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态建设

和经济发展，开启了以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

以经济发展反哺生态保护的社会发展新局面。

2013 年，相继出台“四边三化”工作督察

长机制及相应的督考办法、“河道整治”工作河

长制及相应的督考办法，建立并完善生态示范

（试点）工程的奖励机制，通过以奖代补的形

式，促进生态示范（试点）工程的创建。

■记者 钟晨晨/文 孙凛 许良钦 王志/图
2003 年我市启动生态市创建工作，成立了生态市建设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次年，编制了《瑞安生态市建设规划》，

经市人大常委会审核获得通过，这标志着我市生态建设工作全面推开。
据了解，截至 2013 年 5 月，我市财政共投入 1.16 亿元用于生态镇街、生态村建设。经各镇街、部门通力合作，我市生态建

设卓有成效，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农村环境
整治不断深化，生态环境保护机制逐步健全。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

清洁生产，以技术改进推进节能减排，引导企

业推广节能环保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十

一五”以来，我市新增节能增效示范项目 16

个，新增省级清洁生产企业 19 家，成了汽摩

配、机械电子、高分子合成材料及其制品的主

导行业，2012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102.7 亿元。

其次，通过整合提升商贸流通业、培育汽

车销售行业、加快发展金融业、发展壮大旅游

业等，大大提升第三产业在我市经济中的比

重；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农业规模化开发、

产业化培育、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不断提

升农业发展效益，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省

粮 食 生 产 先 进 县（市）。 截 至 2012 年

底，全市共拥有无公害农产品 34 个、绿

色食品 18 个、有机食品 9 个，“三品”认

证产地面积达到 23 万亩；农民专业合作

社总数达到 1000 多家，规范化 116 家。

以生态镇街村创建为抓手 奠定生态市创建基础

以环保工程建设为抓手 着力提升城乡环境面貌

以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 努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以建立健全机制为抓手 不断创新创建工作思路

以经济持续发展为抓手 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转型

以绿色系列创建为抓手 大力宣扬生态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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