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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宿州市市长王启荣：

坚持把绿色高质量作为产业发展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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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3月8
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宿州市
市长王启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
系，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近
年来，宿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导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绿色逐步成为宿州高
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聚力守护绿水青山，筑牢生
态“底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王启荣
说，宿州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突出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天
蓝、水清、地绿的美丽生态正在
加速构建。

首先是悉心守护一片蓝天。
宿州市在安徽省率先开展大气
污染“一县（区）一策”精细化管
控，纵深推进“五控”措施落实，
空气质量持续向好。2016 年以
来，全市PM2.5平均浓度由63微
克/立方米下降至 40 微克/立方
米，去年优良天数比率达76.7%，
2019 年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在全
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
获得生态环境部通报表扬。

其次是悉心守护一湾碧水。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统筹抓好城
市、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
理，2019—2022年国家考核断面
连续4年水质达标率100%，获评
全国首批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
市，成功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
去年又成功入选安徽省唯一的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城市、区
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

再者是悉心守护一方净土。
深入开展“清废行动”，大力推进固
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连续多年

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成功创建“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同时悉心守护一域青山。按
照“宜农则农、宜建则建、宜林则
林、宜景则景”原则，积极推进非
煤矿山综合整治，因地制宜推进
重点采煤沉陷区和工矿区治理
修复，让废弃矿山、矿区变“青
山”“宝地”。

聚力推动绿色发展，彰显转
型“主线”。王启荣说，近年来，
从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到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再到发展结构优
化，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含

“绿”量越来越高。
在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上，宿州

市加快培育壮大绿色家居、循环经
济等绿色新产业新业态，着力提升
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
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量持续下降，秸秆综合利用率超
90%，规模以上新材料企业发展到
32家，建成省级绿色工厂10个、国
家级绿色工厂1个。

在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上，宿
州市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
绿色低碳发展，科学有序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严格实施能源消费
置换和煤炭消费等量或减量替
代制度，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截至去
年年底，全市新能源装机规模达

281.72万千瓦、占全市总装机比
例超50%，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指标连续6年超额完成省
下达目标任务。

在持续优化运输结构上，宿
州市大力推进多式联运，加快沱
浍河航道、新汴河航道等整治工
程进度，促进大宗货物和中长距
离 货 物 运 输“ 公 转 铁 ”“ 公 转
水”。同时，加快港口岸电设施
和船舶受电设施改造，促进船舶
靠港使用岸电常态化，2022年新
入籍的 18 艘运输船舶自行完成
受电设施改造并通过检验。

在持续优化城建结构上，宿
州市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全部按
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执
行，建筑节能设计、施工图节能
审查率及施工现场建筑节能实
施均达到了100%，去年全市装配
式建筑竣工面积 301.3 万平方
米、绿色建筑竣工面积 895.7 万
平方米，分别占新建建筑竣工面
积23.5%、95.2%。

聚力做靓“绿建未来”，拉升
发展“高线”。“只有组织保障、政
策加持和严格监管才能有效推
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王启荣表
示，宿州市通过逐步健全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
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
体系，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

色和质量成色。
一是以平台建设凝聚合力。

突出科技治污、系统治污，完善
智慧生态监管平台，不断放大

“ 双 碳 ”治 理 模 式 示 范 效 应 。
2021年12月，宿州市主城区智慧
城管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了大城
管、大环保领域跨部门跨区域跨
层级快速响应、联勤联动。

二是以绿色转型激发动力。
加大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力
度，深入开展“五个一百”专项行
动，引导关键技术攻关和推广应
用，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
广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新能源
汽车等，大力提高节能环保技
术、装备产品、服务水平，切实增
强节能环保、低碳绿色产业发展
核心竞争力。

三是以严格监管提升效力。
坚持源头替代、过程控制、末端
治理、全方位监管，严厉打击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落实常态化环
境监督机制，促进形成“全民共
治”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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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高质量发展步履坚
实，老区振兴重任在肩。”3 月 8
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六安
市副市长孙学龙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六安市瞄准从全面小
康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坚
定不移实施绿色振兴赶超发展
战略，全面增进六安老区人民更
大福祉，奋力开创新阶段现代化
幸福六安建设新局面。

扬己所长，守护蓝天碧水取
得新进展。2016年 4月，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安徽，首站来到六安
市金寨县，发表重要讲话，作出

重要指示，为老区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据孙学龙介绍，在守护蓝天
碧水方面，六安市强力推进水、
大气、土壤污染防治，环境保护
进一步加强。2022年，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 45.5%；22 个国考断面
水质均值达标率 90.9%，六大水
库水质优良率100%；PM2.5年平
均浓度 33 微克/立方米，城镇大
气环境质量稳定保持在二级以
上，农村大气环境质量达到一级
标准；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
增长，中心城市品位不断提升，
已荣获“国家级园林城市”“国家
森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水环境治理优秀范例城市”

“中国特色魅力城市”等称号，创
成3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3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4
个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如何扬己所长，实现绿色振
兴新突破？孙学龙说，六安市依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着
力打造绿色产业发展平台。通过
培育产业发展带头人，推进规模
经营、主体经营、融合经营，支持
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绿色食品加工
园建设，培育壮大了以茶叶、水
果、中药材、蔬菜、小龙虾、霍寿黑
猪、皖西白鹅、皖西麻黄鸡、粮油
等为主的一批优质主导产业，成

为长三角乃至全国重要的绿色优
质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2022年，全市新培育农村产
业发展带头人4420人，新增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7029个，全产业链
企业总数达到 270 个，规模以上
农产品加工企业数达 432 家（居
全省第三）。全市茶叶、蔬菜、水
果、中药材、小龙虾、霍寿黑猪、
皖西白鹅、皖西麻黄鸡等特色产
业全年综合产值593.57亿元，较
上年增长9.5%。6个现代农业产
业园实现综合产值291.5亿元，6
个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实现农
产品加工业产值270.45亿元。

提质增效，转型发展增添新
动能。坚持资源空间就是发展空
间理念，深入开展开发区亩均效
益评价行动，抢抓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
合六同城化等区域协同发展政策
机遇，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
领域和发展方向，招新引强，固强
补弱，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
扩面、提速扩量。截至 2022 年，
全市共有336家企业纳入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名录，战略性新
兴产业累计实现产值739.8亿元，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
38%。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创建
国家级绿色园区1个、绿色供应
链示范企业1个、绿色工厂7个、

绿色产品7个。建设工业创新平
台，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实
现零的突破，培育省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74家、省级数字化车间44家、省
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20家、省级
智能工厂11家。明天氢能、精卓
光显、嘉悦新能源、春兴精工、国
轩高科、应流航空等一批标志性
项目引进实施，氢能、航空、新型
显示等产业从无到有，由弱渐强，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加快集聚，初具规模。

精准发力，巩固脱贫成果取
得新成效。“六安市全面脱贫，但
巩固脱贫成果就显得尤为重
要。”孙学龙说，在这一方面，六
安市全面推进特色产业增效、边
缘边远均衡、防范返贫预警、基
层基础夯实、内生动力激活、特
殊群体关爱“六大举措”，聚焦重
点区域、重点人群、重点举措，健
全脱贫低收入人口主动发现和
快速响应机制，强化低收入人口
监测与帮扶。

截至2022年底，全市共有未
消除风险监测对象 2141 户 6580
人，制定帮扶措施15514条、户均
7.3条。贫困群众年人均纯收入
从2018年的 6765元增加到2022
年的17686元，年均增速27.16%，
脱贫群众人均纯收入总量位居全

省第一。六安市在全省巩固脱贫
成果成效考核和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中始终处于前列，连
续三年获省政府激励表扬。

“脱贫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百
姓的民生福祉，让人民幸福感得
到新提升。”孙学龙说，六安市创
新实施“鸿雁回归”就业创业工
程，引导1.9万人返乡就业创业，
城镇新增就业达 3.22 万人。进
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放各
项社保待遇92亿元，投入社会救
助资金 19.8 亿元，实现应保尽
保、应救尽救。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盘活乡
村资源，打造一批高山避暑、温泉
水疗、森林氧吧等特色养生业态，
开发休闲农庄、度假景区、养生民
宿、文化小镇等，形成了丰富多元
的生态养生产业体系。2022年，
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增长 5.7%，居全省第三；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增长 7.6%，居全省第一，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全国人大代表、六安市副市长孙学龙：

为百姓增福祉，守住老区发展绿色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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