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暖花开，6300多公里的
长江经济带处处好风光， 崇明更是

其中一朵“风景这边独好”的“鲜花”。去

年，崇明新建 2.74万亩生态廊道、

1805亩公益林和 996亩规模化
标准化经济果林。 各乡镇按照“一镇一

品”要求，于镇区主干道两旁带状栽植

了玉兰、樱花、合欢、海棠、梅花、桂花等

木本花卉。近日，三星镇海棠花溪、竖新

镇玉兰公园、 中兴镇樱花大道竞相争

艳， 崇明全域处处可见花溪、 花径、花

村、花宅……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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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100%， 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率86.3%，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33.4%

崇明生态岛为长江大保护“点睛”
春和景明，生机盎然。崇明东滩，潮水退去，7只黑脸琵鹭

在滩涂上悠闲觅食。这种全球仅存不足 4000 只的珍稀水
鸟，在崇明度过一整个冬天后，将于4月开启北迁之旅。

崇明，是长江“门户”、长三角“前厅”，也是长江的“过
滤器”、长江经济带生态发展的“晴雨表”。去年，崇明地表
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达 100%，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86.3%，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达 33.4%……

作为全国首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崇明正围
绕打造世界级生态岛，实施“+ 生态”“生态 +”战略，为长
江大保护画上“点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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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陈家镇花漂村，一个掩映在花

丛树影之间的绿色集装箱，竟是座

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站占
地仅 10平方米，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30吨/天，能够满足附近 100多户
农家的需求。

“你看，进水还是泥污浑浊，出

水变得清亮透明，水质达到了‘一级
A’的排放标准。”花漂村党支部书

记张锴敏透露，处理站的奥秘在于
集装箱内部的生物膜技术，通过生

物除臭、吸附除磷等工序，污染物被
有效去除了。“污水处理站建在家

门口，村民一开始确实有顾虑，后来
发现闻不到异味，听不见噪音，家门

口河道却变清了，周围环境优美了，
大家心情也就舒畅了。”

崇明三岛，流淌着 16000多条
河流，居民傍水而居。污水直排入

河的传统，不仅影响居民的生活质
量，也对长江水源造成污染。2009

年至 2016年，崇明 23.2万户农户
中，4万户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2016年 12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到 2020

年，崇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要达
到 100%。

“2017 年起提标增速，在全市
率先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出水水

质，从‘二级’提升至‘一级 A’。”崇
明区水务局副局长许晓东介绍说，

全区实行“建养一体”，对项目设计、

施工、养护一体化招投标，解决以往
各自为政、边界不清、追责困难等问

题；采用“一镇一标”，以乡镇为单位
对分散项目集中打包，区域化、规模

化整体推进；加强“一线监管”，运用
信息化技术，实现数据自动集成、设

施在线监控、水质实时监测。

至去年底，崇明建设完成 19.2

万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前

2 年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
盖。

垃圾分类城乡一体化
水环境污染，问题在水里，根子

在岸上。早在 2011年，崇明就在城

镇地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试点
工作，2016年起在横沙乡全域试点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并逐渐全区域
覆盖，建立城乡一体的整体推进网

络。

“剩菜、果皮，能烂在地里的就
是湿垃圾”“大骨头属于干垃圾”

⋯⋯崇明横沙乡公平村，垃圾分类
收集员季美玲一边检查村民分拣情

况，一边扫描绿色账户积分，还不忘
普及垃圾分类的“小窍门”。针对农

村特点，化繁为简将分类标准具象
化，村民在家中先按照“会腐烂”“不

会腐烂”干湿分类，垃圾收集员再根
据“能卖钱”“不能卖钱”对干垃圾二

次分拣，将湿垃圾运至处理站。
农村推广“户分户投、村收村

拣、镇运镇处”，城镇则实行“撤桶计
划”和“定时定点”，探索“不过夜、不

出小区”的封环处置。在陈家镇裕安
社区，湿垃圾处理站就建在小区里，

通过强力粉碎、压榨脱水、高温烘
干、生物发酵等工艺流程，湿垃圾变

身为有机肥。去年 9月投入运行后，
500户居民每天产生的 200公斤湿

垃圾，全部在小区就地消化。
“崇明是世界级生态岛，生活垃

圾分类标准必须更高，我们要进一
步推进和创新。”崇明区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所副所长陆瑾举例，将鼓励

居民把湿垃圾细分为“餐前生垃圾”

“餐后熟垃圾”，“餐后熟垃圾”纳入

餐厨垃圾收集系统；探索推进农村
地区“定时定点”和“撤桶”，引导村

民在一定服务半径内到规定地点集
中投放；改变居住小区早上收运垃

圾的传统做法，推广夜间运送模式，
实现“湿垃圾不过夜”。

农药减量全程可追溯
“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

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去年 9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支持长江
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长江经济带“实施农药使
用量负增长行动”。

崇明是农业大区，减少化肥农药

使用量早有探索：崇明北湖公司通过
使用有机肥、少量生物农药、太阳能

杀虫灯等方式生产有机大米；春润合
作社探索“稻虾”“稻鳖”种养结合新

模式，在低密度稻田中引入小龙虾和
甲鱼，构建植物、动物、微生物互利的

生态系统，不施农药，化肥减量 50%

以上，稻秸秆 100%还田。

去年，崇明开启“两无化”模式，
在全区水稻规模种植基地中，遴选

了 1万余亩优质水稻田，种植过程
中不用化学肥料、不施化学农药。崇

明区农业农村委党委副书记宋汉忠
解释，崇明结合世界级生态岛特有

的水质、土壤等生态优势，精选适宜
本地的优质种源，采用国际先进的

种植及管理方式，严格监控种植及
加工环节，打造“两无化”特色品牌。

“今年，崇明将进一步优化‘两无化’
水稻产销模式，试点种植‘两无化’

林果和特色蔬菜。”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崇明

还在全域范围执行最严苛的环保标
准，对绿色投入品实行封闭式管控。

搭建“1+16”农药供应网络和绿色

农药销配平台，自动对接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系统，确保农药流向可

控；利用绿色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
平台，确保 100%回收；运用地理信

息系统，建立涵盖全区所有经营主
体用药需求、实际用药量、废弃农药

包装物回收等信息的“农药大脑”，

以大数据指导农药精准管控，实现
绿色农药销配全程可追溯。

海上花岛看风景独好
春暖花开，6300 多公里的长

江、205 万平方公里的长江经济带

处处有风光，崇明更是其中一朵“风
景这边独好”的“鲜花”。近日，三星

镇海棠花溪、竖新镇玉兰公园、中兴
镇樱花大道竞相争艳，崇明全域处

处可见花溪、花径、花村、花宅，吸引

游人纷至沓来。
去年 4月 9日，崇明成功申办

2021年第十届中国花博会，这一中
国花卉界的“奥林匹克”，为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注入创新活力。
去年，崇明新建 2.74万亩生态

廊道、1805亩公益林和 996亩规模
化标准化经济果林。各乡镇按照“一

镇一品”要求，于镇区主干道两旁带
状栽植了玉兰、樱花、合欢、海棠、梅

花、桂花等木本花卉，与呈块状分散
于全区境内的桃花、梨花构成了点

面分布、条块结合、全年花盛的缤纷
景象。

同时，崇明发展花卉产业和生
态产业。积极引进花卉龙头企业，推

进国际花卉交易中心建设，打造花
卉研发、生产和销售全产业链，做大

做强花卉产业体系；推动生态旅游、
医疗健康、文化创意、体育休闲、绿

色金融等生态产业蓬勃发展，加快

培养壮大生态产业集群。

“上周，花博会进入 800天倒计
时，崇明发布 8项建设目标、82个

建设管理项目。”崇明花博会筹备组
办公室负责人陈群介绍，花博园地

区将建设成为崇明中部崛起的重要
功能区、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花卉

创艺博览区、低碳环保持续发展的

绿色经济承载区、尊重自然启迪未
来的生态文明先行区，助推崇明建

成“海上花岛”，打造永不落幕的花
博会。

协同合作共抓大保护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生态环境整治离不开联防联

控。2月 28日，崇明与南通签署全
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点聚焦“规

划协同、生态共治、设施互联、产业
发展、三镇共建”等五方面，共同建

设长江口生态保护战略协同区。

“崇明与南通均处于长江入海
口，两地隔江相望、文化相近、人缘

相亲、经济相通。”崇明区发改委副
主任丁振新介绍，双方以深度规划

对接为基础，以共守生态保护红线
为前提，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

破，以“东平-海永-启隆跨行政区
域城镇圈”共建为重点，通过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创新做实区域合作机
制。

根据框架协议，崇明与南通将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基本原则，以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为
首要目标，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

保护跨省界重要生态空间，加大长
江口北支湿地、崇明东滩湿地自然

保护区保护力度。
两地将建立健全跨区域环境污

染联防联治机制，打好区域水环境、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做好长

江母亲河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
水资源保护工作，共同实施土壤污

染防治、湿地环境修复、咸水入侵防
治等一系列生态工程，确保区域饮

用水水源地生态安全。

根据《上海崇明开展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示范实施方案》，崇明将

围绕水、土、林、滩、气等生态领域，
加强生态修复和保护，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新路径方面形成示范效
应，努力打造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大保护的标杆和典范、长三角
地区绿色发展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