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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结合颗粒物激光雷达扫描数

据，重点督查城市有机更新区块、

高新区、开发区等工地施工和道路

扬尘。全面推行在建建筑工地安

装扬尘监控设施。二是加强环境

质量保障。聚焦亚运会和亚残运

会，以工业源和扬尘源为重点，建立固定源、移动源和

面源大气污染源调度清单。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管

控，登记上牌非道路移动机械 349 台。推进老旧柴油

叉车淘汰更新任务，淘汰拆解柴油叉车 216 台。开展

亚运会环境质量保障涉气领域联合执法行动，共出动

2075 人次，检查 1094 个点位，发现问题 550 起，立案

查处 29 起。三是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划分镇街网格

662 个、村社网格 802 个，累计派出干部 1.2 万余人次，

走访居民农户10万余户，充分做好教育引导。“秸秆换

肥”收储运体系不断完善，建成一个中心、4 个区域网

点、25 个村级收集点的“秸秆换肥”网络，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率已提高至 98.33%。全市 48 个高空瞭望摄

像头24小时不间断巡查，执法部门和镇街利用无人机

升空拍摄，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数智检测网络，保障秸

秆禁烧不留盲区。开展高频次、高强度巡查执法，全年

开展垃圾、秸秆焚烧立案处罚188起，处罚金额3.38万

元。四是加强臭氧污染攻坚。推动“绿岛”项目落地建

设，推行“分散吸附—集中再生”VOCs 治理模式。完

成低VOCs原辅材料源头替代48家，完成低效设施升

级改造 171 家。开展“绿剑”交叉执法行动，共发现涉

气问题 101 个，立案 62 起，处罚金额

55.5万元。

碧水攻坚战 一是试点开展汛

期污染防治研究，明确治理管控方

向。率先在金华范围内开展汛期污

染防治研究及成效评估试点工作，编

制形成《永康市汛期污染防治研究与

成效评估报告》，提炼出一套行之有

效的汛期污染防治“永康经验”。防

治成效显著，四季度章店断面汛期污

染强度最高值同比一季度下降 48.5%。二是锚定创建

省级标杆，做实控源治污举措。扩建全市 5 个污水处

理厂，污水日处理能力从 20.7 万吨提升至 29.2 万吨。

全面完成495座农污终端标准化运维；新建、改造污水

管网 14.8 公里，新建雨水管网 4.2 公里，排查三、四级

雨污水管网 2334 公里，完善改造排水户立管 22674

户，清淤疏通三级排水管网 645.5 公里，完成生活小区

雨污分流改造 13 个。完成 8 个镇“污水零直排区”标

杆镇建设。三是开展排查整治系列专项行动。组建 5

个督查组、2个暗访组、4个技术组，累计出动检查人员

500 余人次，现场交办问题 150 余个，下发交办单 110

份，督办单 28 份，提醒函 9 份，指令单 1 份。完成河道

岸线排查 285 公里，排口总数 777 个，整治低效工业企

业用地 4911.27 亩，累计整治“低散乱污”企业（作坊）

1065家，完成淘汰落后产能（生产线）涉及企业52家。

净土清废行动 一是“无废城市”建设扎实推

进。“实现餐厨垃圾全流程监管数字化转型”入选省全

域“无废城市”建设巡礼优秀案例；“秸秆换肥”打通

“政农企”三方利益链，让“生态包袱”变“绿色财富”，

获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最佳实践案例。“永康市探索

“稻+N”生态种养模式、铺就绿色共赢新‘稻路’”，在

2023 年度全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培训班以及农

业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现场观摩活动中作为优秀案例

展示。二是建章立制强管

控。编制《永康市工业固体

废 物 污 染 环 境 防 治 规 划》

（2022—2025 年），出台《关

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

法切实做好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工作的通知》《永康市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

环境污染整治工作方案》。

组织开展全市危废产生企

业专项整治排查，共排查危

废产生企业 1493 家，制定“无废亚运”一厂一策管控

方案。对年产废量 30 吨以上（含 30 吨）涉废企业共

126 家全面推进“浙固码”的实际使用与落地。三是

生态修复强治理。全面落实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制度，未出现污染地块、疑似污染地块开

发利用情况，安全利用率达 100%；全年完成 61 个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完成原鹰鹏、侨鹏、伊鹏企

业用地土壤修复；按时完成“两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

查工作。

（二）生态文明建设

永康市赫灵方岩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

目被纳入浙江省第一批模式试点，通过 EOD 项目实

施，预计投入资金 26.4 亿元，3 年内完成项目实体落

地，将推动我市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升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式

融合发展，打造“丹霞碧水，赫灵方岩”，建设“全国文旅

融合发展样板”。

全面完成涉 VOCS 限值企业部级试点，全国首创

《永康市涂装行业挥发性有机物量化核算指南》等相关

文件 9 册，安装完成 88 家试点企业工况监控系统硬

件，12家企业治理设施改造平台及App均已启用。

强化“五水智治”数字化决策应用，重点突出“智慧

管网”建设，在13个河道、支流，6个重要水体安装水质

自动监测系统，基本实现全市江河干流入江支流等重

要水体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水环境质量和排水设施

水质预警、污染溯源能力显著提升。

2023 年，全市共完成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镇

2 个、“十有”示范村 54 个、“十无”达标村 8 个，美丽

乡村达标村、示范村覆盖率分别达到 93%、37%。

实施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完成健康森林

建设 3 万亩。完成 1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创建；“农

业节水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获评全省“五水共

治”助力共同富裕成果案例，水雨情场景入选水利

部应用试点。

（三）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境执
法监管和生态环境监测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问题9个，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整改销号。提前完

成86件信访件销号任务，没有移交追责的情况。2022

年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交办信访件13件，同比

第一轮下降91%，目前均已完成整改。“重大生态环保督

察清单”录入各类主动发现问题50个，其中，省级清单

问题1个；金华市级清单问题11个，销号完成9个；市本

级清单问题 38 个，销号完成 27 个，其余皆按序推进

中。另完成 2022 年度省级问题整改销号 1 个，协助金

华完成省级问题整改销号2个。“永康市五金特色行业

废气污染问题整改案例”获评分清单典型案例。

生态环境执法监管 开展“绿剑 2023”、打击第三

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噪声专项整治等行动，严厉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保障环境质量安全。查办一起跨

区域第三方检测机构弄虚作假案件被省厅采纳为典型

案例，并在《中国环境报》首刊发布。同时在金华

市打击第三方环保机构弄虚作假工作推进会上作经验

交流。2023 年，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109 份，处罚款

额 513.8485 万元，办理查封案件 3 起，限产案件 1 起，

移送公安案件 11 起，实施行政拘留 2 人，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27 人；全年共办理信访件 328 件，比 2022 年同

期下降 19.4%。多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生态环境

领域行政合规协作配合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共同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完成 2 起

企业行政合规工作。联合缙云、武义签订《永康市、武

义县、缙云县三地行政边界地区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

制》，召开三方联席会议 1 次，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 5

次，查办跨区域环境违法案件7起。

生态环境监测 高效落实水、气、声等各类要素监

测分析任务。2023年以来，累计出动143次，完成724

组样品检测，出具监测数据 6105 个，监（检）测报告 96

份，共编制各类环境质量周（月、年）报、预警通报、水质

调研报告计 55 份。圆满通过省监测中心组织的水中

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实验室能力考核；永康市物流大

通道空气站增设 BC、VOCs 等监测项目顺利通过验

收；完成8个自动站电子围栏建设；完成采购VOCs走

航 车、颗 粒 物 激 光 雷 达 ，进 一 步 提 升 环 境 空 气 中

VOCs、颗粒物等污染物检测的精准性；每月完成重点

监管点位及 5 家污水处理厂水质监测，完成 37 家重点

监督监测任务；严格执行自动站管理规定，确保1个沪

昆大通道环境空气自动站、1个清新空气自动站、13个

乡镇（街道）正常运行，数据获取率符合考核要求。

（四）建设项目管理

一是探索实施环评“打捆审批”“多评合一”审批模

式。靠前服务，通过座谈调研、技术咨询、专家指导等

方式，顺利完成永康市6例环评“打捆审批”，2例“多评

合一”，赢得社会好评。二是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的

改革，继续强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工作。2023 年

共审批建设项目160个，审批数量位居金华前列；完成

开发区“区域环评+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32个。累计

发放排污许可证 461 家，其中重点管理 34 家，简化管

理 427 家（包含延续），登记管理 264 家。三是强化准

入门槛，落实“三线一单”动态更新。围绕落实国土空

间规划，依据最新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战略、规划，动

态更新完成永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调整工作并上报金华。更新优化“三线一单”应用模

块，以“一张图”模块明确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

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效率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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