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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12月20日讯 排水管网是城
市的“地下血脉”，是维持城市正常运转
的重要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
质量、城市韧性和环境保护水平。12月
20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青岛市城镇排
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待报省人大
常委会批准后公布施行。这是该法规自
2010 年实施以来，首次进行全面修订，
将为破解排水管理难题，推动城镇排水
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对各环节进行细化规范

从雨水、污水的排放管理到污水污
泥的处理处置，《条例》对各环节进行了
细化规范。

雨水、污水的排放管理方面。禁止将
污水排入雨水管道、河道、明沟、暗渠、湖
泊、海洋以及其他自然水体，禁止将雨水
排入污水管道。明确工程建设疏干排水、

现制现售饮用水尾水排放的相关要求。
污水排放预处理方面。含病原体的

污水和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等六种情形
的污水，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从事餐
饮、汽车修理等活动的，应当按照标准建
设隔油池、沉砂池。

污水污泥处理处置方面。明确水质
管理要求，维护运营单位应当对其维护运
营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负责，按
照规定安装进出水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
装置，实施日常监控。完善污泥处置规
定，维护运营单位和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应
当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置后的污泥
去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并按
照规定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泥，不得接收和
处理处置无转运联单的污泥。规范应急
处理，对污水处理设施设备检修、出水水
质超标等情形，明确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
营单位的责任，避免因处理不当影响居民
生活，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明确排水设施维护管理责任

《条例》对排水设施的运行维护和保

护进行了规定。明确维护管理责任。明
确公共排水设施、专用排水设施，以及公
园、下沉式广场、涵洞等的管理维护主
体，所有权不明或难以确定管护单位的
排水设施，由市或者所在地的区（市）排
水主管部门按照分级事权划分负责维护
管理。

强化灾害预防。排水设施维护管理
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以及运
行维护管理制度，发生排水管道堵塞、污
水冒溢、排水设施损坏或者丢失的情形
时，应当及时处理，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各有关单位应当按照职责做好汛前与汛
期工作，建立排涝风险评估制度和灾害
后评估制度。

加强设施保护。排水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划定排水设施保护 范 围 ，并 向 社
会 公 布 。 在 排 水 设 施 保 护 范 围 内 ，
不得建设永久性建筑物。进行影响
排 水 设 施 安 全 的 施 工 作 业 的 ，建 设
单位应当与排水设施维护管理单位
共同编制排水设施保护方案，采取安
全防护措施，并接受维护管理单位的
监督。禁止覆盖河道。禁止危及城

市排水设施安全的行为，保障排水设施
正常运行。

实行排水户分级分类管理

《条例》对排水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职
责和有关主体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建
立监督检查制度。明确排水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城市排水设施运行
维护和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明确监督检
查措施。实行排水户分级分类管理。列入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应当安装水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保证监测设备
正常运行。

加强信息化建设。排水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排水信息化管理系统，完善排水信息
共享机制，加强排水设施运行情况实时监
测和排水智能化运行调度，提升排水安全
保障能力。

明确法律责任。对未按照国家技术规
范建设相应的隔油池、沉砂池的，以及危及
排水设施安全的行为设定法律责任，增强
制度刚性，保障法规的落地实施。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文超
通讯员 曹斯禺）

早报 12 月 20 日讯 20 日下
午，由《瞭望东方周刊》主办的
2024最具幸福感城市论坛在上海
市举行，现场发布了“2024最具幸
福感城市”调查推选结果。青岛入
选“2024 最具幸福感城市”（省会
及计划单列市）榜单，这是青岛连
续 5 年进入这一榜单。“最具幸福
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已成功举办
十八届。本次与青岛一同上榜的
省会和计划单列市还有成都、杭
州、宁波、南京、长沙、广州、沈阳、
西宁、大连、石家庄。

经济基础更加坚实

今年以来，青岛深化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在打造现代
化产业体系、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等方面出实策、亮实招、谋
实效，以高质量发展引领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建设。前三季度，青岛生
产总值达到12399.1亿元，同比增长
5.6%，市民幸福生活的经济基础更加
坚实。

聚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
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出台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要素资源保障 20 条措施，
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先进
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聚焦城乡更协调发展，加快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累计
建成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174个、市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700 个。聚焦优
化提升营商环境，成立由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领导小组，迭代升级全市营商

环境综合性政策文件至4.0版，推出
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要素保障、政
务服务等六大类 200 余项涉企政策
措施，着力解决经营主体关心的突
出问题，推动青岛营商环境在全国
第一方阵持续进位争先。

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今年以来，青岛从群众最关切、
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开展民生
领域集中攻坚行动，加快补齐教育、
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前三季度，
民生支出867.2亿元，占财政支出超
过七成，让群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出行更加顺心、居住更
加暖心、生活更加舒心、办事更加省
心，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城市幸福成色不断提升。

就业是民生之根本，青岛扎实
推进就业创业工作，通过制定新一

轮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支持
家政服务业发展促就业等政策措
施，稳就业扩岗位。教育工作是增
进民生福祉的基础工程，青岛不断
优化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开工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32所，
推动续建完工 42 所，改造农村薄弱
幼儿园51所。医疗保障工作的高质
量发展是兜牢民生底线的重要保
障，截至8月底，全市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达 934.10 万人，同比增加
6.14万人。城市空间“微更新”改造，
是群众家门口的“民生工程”，青岛
今年实施 100 处城市空间“微更新”
改造，统筹开展城镇老旧小区、城中
村改造等工作，截至 10 月底开工改
造老旧小区433个，其中323个已完
工；9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开工，7个
回迁安置项目已完成回迁；完成农
村清洁取暖改造19.13万户。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余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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