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新”而生，蓝天白云成常态

初夏时节，位于李沧区唐山路的翠湖小区
内，鲜花遍地绿树成荫。人工湖旁，57岁的吴革
文坐在树荫下悠闲垂钓，享受着惬意时光。

把时针拨回到三、四十年前，这样的美好景
象，吴革文想都不敢想。作为土生土长的楼山
后人，2015年搬入翠湖小区前，他一直住在四流
北路附近。彼时，楼山后区域工厂众多、烟囱林
立，青岛钢铁厂、青岛碱厂、泡花碱厂等工厂大
烟囱里不断冒出的黑烟是最常见的场景，排放
的污染物沉降后会在地面留下厚厚一层灰尘。

“那时候只要出一趟门，回来鞋子上就会有
一层灰尘。”今年 62岁的解想海，退休前一直在
市生态环境局李沧分局工作，他回忆道，当时不
仅是工厂，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日常所用的燃料
也都是煤炭，导致区域污染物排放量大，而他当
时的工作，就是和同事拿着“烟枪”，爬上烟囱去
采集烟尘排放物。

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
量。为改善空气污染现象，青岛大力推广使用
添加固硫剂的型煤取代散煤，将分散供热改为
集中供热，并将一些污染较重的企业迁出市
区。经过治理，我市在1999年摘掉了“全国十大
污染城市”的帽子。

“戴帽”的触动、“摘帽”的努力，给全社会上
了一堂深刻的环境保护课，并由此拉开了青岛
持续治理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序幕。从 2008
年开始，我市启动老企业搬迁工作，共下达了13
批次老城区企业搬迁计划，涉及老四方西部片
区、老沧口烟墩山片区、楼山后片区、板桥坊片
区等，列入计划的企业全部完成搬迁、转型、关
停，实现“腾笼换鸟”。

楼山后区域的变迁，只是我市环保事业发
展的一个“小切口”，却展现了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大格局”。如今穿行在楼
山后区域，曾经林立的烟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碧空如洗的艳蓝天空，居民们安居乐业，
尽情享受着美好时光。

数十年来，青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大气
污染宣战，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以不可
动摇的定力保卫蓝天，一点点拭去天空的雾霾，
一根根拔掉城区的老烟囱。如今，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已从百姓的迫切期盼，转变为生活的平
常景象。

翻看近十年来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青岛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22 年，大气环境质量稳
居全省前列，连续三年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PM2.5、PM10、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浓度均为
2013 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以来历年最
低；空气质量优良率88.5%，同比提升3.6个百分
点，全省排名第二。

有为而治，一河碧水向西流

李村河是青岛市区最长、支流最多的河流，
发源于百果山毕家上游水库，自东向西穿越李
沧区全境，蜿蜒向西注入胶州湾，全长约 17 公
里，流域总面积约143平方公里。

多少年来，李村河哺育着两岸人民，却也难
逃城市发展带来的污染冲击。上世纪 80年代，

工业发展和人口增加给李村河生态系统带来巨
大压力，李村河由清澈变为污浊，生活废水沉积
而成的淤泥使河床不断升高，雨季汛期频频出
现险情。加上沿岸养殖户随意排放，导致河道
内污秽遍地。

刘美科就住在李沧区庄子社区，房子拆迁
之前，离李村河河道只有 200余米距离，她亲眼
见证了李村河由污变清的全过程。

自2009年起，市、区两级政府合力开启了李
村河十多年的系统治理之路，构建起“控源截
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活水保质”综合工程体
系，努力补上水环境治理欠账。通过做好源头
治污、系统治水和生态治河等工作，李村河流域
治理效果初显，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北方大型缺水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模式。如今的
李村河，已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周
边居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拆迁后住上了新房
的刘美科每天都要到李村河“打卡”锻炼，生活
在河边成为她最幸福的事。

一条河的重生，不仅能改变一座城市的人
居环境，更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力。李村河的
华丽变身，只是近年来青岛碧水保卫战的一个
缩影。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
市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统筹水
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推进“两
个清零一个提标”工作，实施抓好提高河湖巡查
管护水平、加强工业水污染防治、强化水环境风
险防范等保障水生态环境的综合性措施，促进
全市水生态环境总体持续改善。2022 年，全市
20个国省控断面全部达标且水质均达到Ⅳ类及
以上，4个断面水质实现跃升；16处城镇级及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0%达标。

作为今年新“入列”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的
第十大攻坚行动，眼下，李村河（张村河）流域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和开发建设攻坚行动正在稳步
推进，将按照“14155”的总体思路，着力构建生
态宜居的城市“绿腰带”“金腰带”，织就“城市发
展的幸福纽带”。

作为海洋城市，青岛的碧水之美不只在河
湖，更在蔚蓝的海洋。多年来，我市坚持海陆同
防同治，严格落实湾长制，系统推进海湾综合治
理，6174个入海排污口“一口一档”，已完成排查
整治和验收销号 6161 个，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2022 年，全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
99%，为历史最佳；灵山湾成功获评全国美丽海
湾优秀案例第一名，成为省内唯一入选的案例。

逐绿而行，公园城市换新颜

晴天艳阳，邀上三五好友到家门口的浮山
享受浮生半日闲，闻花香馥郁、听流水潺潺，已
成了王淑云的生活日常。今年 71岁的王淑云，
从小就生活在浮山脚下，见证了这座城市“绿
肺”的养成。

时间拉回到十几年前，彼时的浮山，采石
场、垃圾、违章建筑等让大家避之不及。翻天覆
地的变化源于山体整治的持续有序推进。尤其
是自去年以来，我市将公园城市建设纳入城市
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滨海绿道
建设、山头公园建设、口袋公园建设、林荫廊道
建设、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工程，以浮山和太平

山为代表的公园城市建设效果显现，“望山能登
山、近山能游园、游园能环山”的期待逐渐照进
现实，也走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青
岛实践。

“以前爬浮山经常走‘野路’，没想到现在我
都能推着小车带孙子来了。”“刷短视频看到太平
山上有座网红彩虹桥，特意和闺蜜来拍照。”谈起
浮山、太平山的变化，来游玩的市民们感触颇
深。眼下，绿意满满的浮山、太平山绿道，已成为
人们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越来越多的新景点成为
网红打卡地。对于来青游客来说，又多了一个旅
游新视角：登山游园观海，尽览大美青岛。

绿水青山的回归，不断增加的“绿色”，让青
岛更有底蕴。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家底，正是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例证。自去年我市启动
崂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
项目（一期）以来，已完成一整个周期的外业调
查及物种鉴定工作，共调查记录到物种 2300 余
种。青岛市近岸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

显示：近岸海域共获浮游植物89种、大中型浮游
动物 67 种、中小型浮游动物 65 种、大型底栖生
物165种。

有碧海蓝天的自然禀赋做底，用绿水青山
的生态环保理念起笔，如今，绿水青山不仅是展
示青岛的“金名片”，还是青岛可持续发展的“聚
宝盆”。去年，青岛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硕果累
累：崂山区、城阳区成功创建第六批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即墨区通济街道、胶州市李哥庄
镇、莱西市日庄镇成功创建第三批省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西海岸新区大村镇成功创建第
三批省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西海岸新区、胶州市成功争创首批全省生态
文明十强县。

乘势而上，环境监测更智慧

当鸟儿划过一抹湛蓝、当鱼群穿过一股清
澈、当孩童踏过一寸青翠，碧海蓝天中印刻着生
态环境监测人坚实的脚印，红瓦绿树下绽放着
生态环境监测人守望的笑脸。

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环境状况监测被
誉为“哨兵”和“耳目”。从没有实验室和设备的

“一穷二白”，到如今各色先进仪器齐全的“人给
家足”；从手提肩扛全城采样，到在线监测鼠标
点动；从开展简单分析测试项目，到拥有现代化
实验室和丰富分析测试能力……青岛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不论是技术力量还是监测仪器设备，
都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在信息技术的加持助
力下，如今的环境监测智慧化水平更高，空天地
一体化监测每年可出具上亿条数据。

“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已经退休的山东省
青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技术负责人谭丕功回
忆，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始建于 1976 年 10 月，刚
成立时近 20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没有实验室
也没有设备。为采集管道烟气，谭丕功记不清爬
了多少根工厂烟囱；为监测河流污染物质，数不
清走了多少座桥梁。“有了监测数据的支撑，才能
做出正确的环保决策。”谭丕功说，当年的监测工
作，更多靠的是“脚力”和“体力”，随着硬件设施
的更新、智能设备的使用和监测水平的提高，环
境监测过程越来越轻松和智能。在自动在线监

测领域，空气和水质主要指标自动在线监测技
术得到了规模化应用；在应急监测领域，无人
机、无人船、走航车、激光雷达等高科技得到充
分运用；在卫星遥感监测领域，利用遥感遥测新
技术，实现了对生态环境高精度、全方位、短周
期的监测。

环境监测是保证全市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
重要基础，也是保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开
展的重要前提。信息化赋能下的智慧监测，让
环境管理更加“耳聪目明”。青岛以监测的现代
化助力生态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服务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天越来越蓝、水越来越清、地越来越绿的
青岛，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强。站在
历史交汇的新起点，时代呼唤着更美的生态，人
民渴求着更和谐的生活环境。青岛将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高度谋划发展，统筹产业结构调
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更高标准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
转型，建设山风海韵、魅力宜居、活力善治的美
丽青岛。

吴 帅 王 荣 华 丽 张建峰

天蓝、水清、地绿成为幸福生活“标配”
初夏时节，阳光不燥、微

风正好。漫步李村河畔，湛蓝
的天空映衬着洁白的云朵，随
手一拍就是“大片”。潺潺流
水一路奔腾向西，水清岸绿引
来水鸟蹁跹。

清晨与老伴沿河遛弯，晚
饭后相约三五邻居到河边广
场跳舞，成了市民刘美科近年
来雷打不动的习惯。“清澈的
河水，治愈系的天空，日子总
是温柔又闪光。”刘美科将随
手拍下的美图发到朋友圈，总
会引发亲友的共鸣，交流美
图、欣赏美景成了人们生活一
大乐趣。

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恰是
青岛市民因生态环境优化而
日益增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973年8月5日，第一次
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
开，揭开了新中国环境保护事
业的序幕。五十年来，通过全
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
文明建设实践，我国生态环保
事业快速发展，绿水青山的生
态宜居新画卷正在中华大地
上徐徐展开。

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调
整、增长方式转变、生态文明建
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蓝
天保卫战、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个个
耳熟能详的关键词，成为中国
环保事业发展的见证，也见证
着青岛如何一步步“以前所未
有的决心和力度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探索“走出一条经济
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
朝着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
湾区城市阔步向前。

在2023年世界环境日来
临之际，让我们从人物故事、
山川蜕变和数据融合中，感受
正在把梦想变为现实的美丽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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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美如画。 刘 栋 摄

■李村河水清岸绿。

■如今的青岛，环境更宜居，人民更幸福。

■水质的改善引来了大批水鸟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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