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绘就“青绿”长卷“美丽即墨”渐行渐近
撤市设区七年来 绿色已成为即墨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顶层设计入手
书写生态优先“新考卷”

浩浩碧水，朗朗晴空，走在秋日的墨
水河边，时常可见“水清鱼跃”的景象。
而多年前，墨水河两岸集聚的企业和居
民将大量工业和生活污水排入河道中，
由于治污水平落后，流域污染未得到有
效治理，墨水河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墨
水”河。

“守护”一条河，即墨从顶层设计入
手，顺应民生新期待。即墨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墨水河污染治理问题，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墨水河整治工作，专题
研究讨论整治方案，落实整治资金，确定
实施进度。从2017年开始，即墨区围绕

“全线截污、全线清淤、全线绿化、全线贯
通道路、全线中水回用、全线整治村庄”
的河道治理战略，先后投资27亿元对墨
水河、龙泉河两河进行综合整治，河道治
理总长度共计 30.2 公里。如今的墨水
河，河水清流、水鸟翔集、绿树掩映，正成
为人水和谐的休闲园、景色宜人的景观
带、水清岸绿的生态区。

“发展与保护”命题之下，如何让青
山金山共赢？近年来，即墨区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生态
文明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为
即墨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路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过程。

先后制定了《青岛市即墨区各级党
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职责》《青岛市即墨区推动职能部门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出台

《青岛市即墨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规划》《青岛市即墨区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实施方案》……一系列规章制
度和体制改革相继出台和推进，成为美
丽即墨建设的有力保障。

今年6月份，《关于青岛市即墨区建
设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综
合性区域试点的实施意见》公开印发，一
条即墨特色的“碳”索之路，将推进经济
社会全域化绿色变革；8 月份，随着《美
丽即墨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发布实施，一
幅“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赤礁柔沙、海面
抚光”的“即墨画卷”正徐徐展开。

在1921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内，一
条无形的红线决定着未来即墨“山、海、
城”的生态格局。陆域和海域共划定28
个综合管控单元，实行差别化的区域管
理……以红线为界，即墨筑牢山水林田
湖海生命共同体理念，“不遗余力”守护

重点区域生态和生物多样性。
同时，推进河（湖）长制、湾长制、生

态损害赔偿、环评“打捆审批”等改革，其
中，已有31个项目享受环评“打捆审批”
改革红利，审批用时提速60%以上，为企
业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编制费用；568
家企业有序纳入正面清单，非现场执法
占比近50%，生态环境差异化监督执法
更显“温度”。

向污染“宣战”
青山金山的“双向奔赴”

被誉为“千年商都”的即墨区，是江
北产业重镇。曾经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快速推进，即墨城区工业企业集聚，烟
囱林立、灰飞霾罩，依靠资源要素的粗放
式发展已走向穷途末路，转变发展方式
刻不容缓。

近年来，即墨坚决向黑色“GDP”说
“不”，从“造烟囱”到“淘两高”：在包装印
刷、纺织印染、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积极
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不断提高企
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以一汽解放新
能源轻卡、奇瑞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项目
为依托，发展壮大新能源企业产业；建立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与排污许可等制度联
动机制，促使热镀锌行业优化产业布局、
提升治理能力……

一组数据可见一斑：2023年全区单
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5%，三次产业结
构比优化为 5.7:48.6:45.7。绿色发展引
领能力不断增强，新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99 家、瞪羚企业 7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961家，高新技术产值占比达75.2%。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逐步迈向“低
碳化”。连续实施两轮“四减四增”行动，

对水泥行业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先后开
展一系列金太阳、光电一体化项目，在全
国率先创新农业光伏大棚的发展模式，
目前全区建成光伏发电 449 兆瓦，风力
发电6.55万千瓦，中节能实现年新能源
发电6.67亿千瓦时。全面实施碳达峰、
碳中和行动，2 家发电企业参与全国碳
市场交易，一汽-大众青岛分公司入选
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首批省级试点企
业；强化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管理，全
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有力倒逼推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绿水逶迤，青山相向。城市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锲而不舍向污染宣
战。集中开展臭氧污染防治等“八个专
项行动”，着力打好重污染天消除等“十
大标志性战役”，加力解决大气、水、土壤
环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一系列治污
举措，换来的是，今年 1 月—9 月，全区
PM2.5 和 PM10 平均浓度分别为 29μg/
m3和52μg/m3，相较于2017年同期分别
改善31.0%和35.0%，市控以上地表水断
面水质优良率为 78.6%，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和地下水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
100%，近岸海域水质连续5年优良率保持
100%。持续不断地守蓝护绿，“蓝天白云”

“水清河畅”已成为常态。置身于千里沃
野间，“美丽即墨”四个字瞬间具象化。

打通转化通道
城乡共绘绿色同心圆

在生态保护的“定量”中做大绿色发
展的“增量”，联农带农机制带来的益处
显而易见。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位
于即墨区温泉街道的东温泉村，近千名
游客冲着“中国大陆唯一海水溴盐温泉”

的名号前来度假。在距离该村15分钟车程
的莲花田园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依托莲花
山、莲茵河的自然生态优势，落珠般散布着
100余家休闲庄园、家庭农场，假期接待游
客量突破6.5万人次。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走绿色发展
之路。”温泉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该街道狠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统
筹落实好农村改厕、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和
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任务，同时凭借得天
独厚的“好底子”和多年深耕文旅融合的

“硬实力”，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民生改
善、休闲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以

“生态+旅游”让老百姓端上“金饭碗”。
那么，如何让山水资源释放出更大经

济价值？即墨区通过打造乡村旅游、健康养
生、文化创意、农业体验等新业态，不断让绿
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和乡
村跨越赶超的“大引擎”。

雄崖所村，凭着好土、好水，甘薯收购
价格高于市场价格20%；金口镇积极推动
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软枣
猕猴桃每亩收入最高可达4万余元；丁字
湾海域水质优良，3 万余亩海域滩涂上养
殖虾蟹、蛤蜊、蛏子等海产品，总产量达
140万斤……

村村有美景，美景变“钱”景。伴随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开展，即墨区
越来越多的村庄“升级”为干净整洁、富有
特色的美丽宜居乡村，也为“美丽经济”的
转化释放新动能。

目前，即墨区已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
192 个、美丽庭院 5.6 万户，垃圾有效治理
率达到 100%，实现乡村旅游收入近 30 亿
元，一幅幅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画卷在即
墨大地铺展开来。

每逢暑假，中节能（即墨）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青岛市即墨区智慧垃圾分类体验
馆等一批环境教育基地成为大中小学生热
门的“打卡地”；在各大餐馆，不少市民点菜
时服务员会主动提示菜品数量，就餐后将
剩菜打包，基本光盘已成普遍现象……

美丽即墨建设，人人都是参与者、实践
者。近年来，即墨区围绕“六五环境日”“全
国低碳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等重要时
间节点，创新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多角
度、全方位展示即墨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小蓝帽”“小浪花”“蚂蚁力量”……越来越
多的环保公益组织成为即墨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民间力量。

青山不语，大海奔流。这场始于民、惠于
民的生态文明建设，从顶层设计萌芽，根系
已达每一位即墨人。美丽即墨，渐行渐近。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袁超 通讯员 刘海豹

投入数十亿“真金白银”，实施墨水河流
域综合整治，还街道河畅岸绿，这是对一条母
亲河的深情；在寸土寸金的东部“留白”250
平方公里“不开发”，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优
先区域，这是对一方生灵的守护；坚持将污染
企业拒之门外，从昔日小渔村摇身成为“卖风
景”的美丽乡村，这是对一份乡愁的眷恋……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撤
市设区七年来，即墨区矢志不移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资
源高效利用、环境持续改善、城乡均衡发展的
绿色发展之路。从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从昔日黄海之
滨的资源小市、胶东半岛的传统产业重镇，
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的公园城市——即
墨，在可持续发展的坦途上，阔步迈入青山
绿水间。 秋日墨城犹如一块璀璨的天然琥珀镶嵌在胶东半岛。

即墨区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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