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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山青水碧天更蓝。2014 年以
来，锦州空气质量优良率由 65.2%
提升到 8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首
次突破300天……这些成绩离不开
锦州拆除小锅炉的供暖改造。如今
锦州主城区已经形成“同城一网、一
网多源”的供暖格局。

昔日的锦州，市区内小锅炉遍
布，冬季供暖燃煤能耗高、污染排放
大、供热质量差，且运煤车辆反复进
出严重影响市容市貌，给市民生活
造成一定的困扰。让取暖季的蓝天
再多些，让寒冬里的锦州百姓暖心

又养眼。为了这个目标，锦州以治
理供暖燃煤污染为重点，因地制宜，
不断改善城市供暖布局，逐步拆小
并大，实施化零为整，减少能源消
耗，提高供热效率。2020年锦州加
大力度对燃煤供暖锅炉进行整治，
拆除了主城区38台燃煤供暖锅炉，
覆盖供热面积847.3万平方米；2021
年拆除城区 8 台燃煤供暖锅炉，在
全省率先成为主城区无燃煤锅炉供
热的城市，主城区清洁取暖比率基
本达到100%，进一步巩固了大气治
理成果。

燃煤供暖锅炉拆除后，广大市
民的冬季供热保障是首要问题，锦
州通过供热管网改造，使市民用上
了清洁优质的集中供热。锦州
2020 年启动了老旧供热设施改造
工程，完成了 104 公里老旧管网改
造，涉及 1300 多万平方米供暖面
积，是锦州市历史上用时最短、工程
量最大、改造范围最广的供暖改造
工程，使锦州形成了“同城一网、一
网多源”的供暖格局，惠及40万锦州
市民。2021年锦州新建改造供热管
网116公里，进一步提高了城市供热
保障能力。今年锦州计划改造供热
管网146公里，预计9月底全部完成。

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锦州全
力治理公路货运车辆脱落扬撒造成
的扬尘污染问题，加大了对运输建
筑材料捆扎不严、货运车辆不盖苫
布、商砼运输车辆“抛洒滴漏”等违
法违章行为治理力度。针对城市扬
尘问题，锦州市全面加强建筑施工
工地监管，并在工地周边围挡、物料
堆放覆盖、工地湿法作业、路面硬
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
输等方面，实施了有效的抑尘措
施。同时锦州加强了工业源、移动
源、扬尘源、生活源管控，严格落实
减排措施，加大环境违法问题查处
力度，最大限度削峰减污。

“生态惠民账本”写满百姓暖心事

本报讯 通过推行“延时、错时+
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今年1月
至7月，锦州海关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同比压缩15.09%，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同比压缩 82.35%；对 6 批次 14.72 万
吨进口大豆实施“两段准入”附条件
提离监管模式，入港到提离使用整体
时间缩短 1/3，港口中转仓周转效率
提升30%；不断扩大“船边直提”试点
范围，85批次121.18万吨进口镍矿采
用“船边直提”方式直接提离，放行时
间由每船2天至3天压缩至2个小时；
采用“多点查检、集中发运”监管模
式，利用智能手段实施全流程监控，
中欧班列货物在锦州一次性完成申
报、查检、施封全流程海关作业。

锦州海关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
向，以支持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作为
推动地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尝试推动以小切口入手的“微改革”

“微创新”，破解政策措施落地“最后
一公里”难题，推动地区外贸高质量
发展。

锦州海关向340家企业宣传海关
促进外贸保稳提质措施，收集各方
诉求 21 项，建立问题台账，逐一研
究，逐一落实，逐一回应，制定助企
纾困举措 23 条，让政策红利更多惠
及广大进出口企业。实行注册、变
更、注销“网上办”，各类单证签发业
务“一次办”，引导鼓励企业以电子支
付方式缴纳税费。缩短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备案时限，对符合条件的申请
当场办结，已有7家企业享受到此项
政策红利，用最短时间拿到食品出口

“通行证”。加强企业信用培育，建立
精准培育企业优选库，确定重点培育
企业 3 家，组建专门团队开展“一对
一”培育，不断提升广大进出口企业
诚信意识。

锦州海关实行预约查验，采取
“不封罐取样”模式，产地口岸海关
“零延时”协作，成功纾解地区支柱型
企业锦州石化公司出口成品油堵库
压力，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助力 67.2
万吨成品油顺利出口。破解应对外
方技术性贸易措施难题，建立首次出
口商品档案，收集进口国准入标准、

法规动态，实施“一品一策”专业指
导，帮扶南瓜仁油、爆米花、五香酱油
椒等品种首次“走出国门”。指导企
业抢抓RCEP新商机，将原产地证书

“智能审核”与“自助打印”等便利化
措施叠加，促进对日出口大幅增长。
支持地区传统优势产业扩大出口，推
行“快审、快验、快放”“无陪同查验”，
助力地区金属铬产品出口总值达去
年同期5倍。及时响应企业诉求，开
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优先查
检和“5+2”预约查检，将食品安全质
量管控前移至日常监管之中，缩短监
管放行时间，助力地区供港澳鲜鸡蛋
同比增长超两成。

吴 晨 本报记者 张继锋

推行“延时、错时+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

锦州海关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八成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日前，
锦州市召开《锦州市建设区域中心城
市发展规划》编制汇报会议。围绕规
划建议稿中提出的优势基础、发展目
标、空间布局、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等具体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
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意见。

每个区域板块的发展都需要一
个中心城市作为引领。锦州地处传
统的辽西走廊和东北陆海新通道两
大通道的地理交会节点上，锦州港
是中国最北端的海港，拥有海运、公
路、铁路、航空等综合性运输体系，
已经成为交通物流枢纽，最有可能
实现国际化的突破，具有打造对外
开放、对内开放窗口与前沿的巨大
潜力和优势，在维护粮食、能源等

“五大安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具
有获得海外大宗商品资源的能力，
将有力促进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的产业集聚。锦州有底气、有信心
建设好区域中心城市，也必将赢得
全方位的广泛认可。

锦州市正进一步完善细节，突
出重点，提高《锦州市建设区域中心
城市发展规划》的操作性、实践性。
规划把建设交通物流枢纽作为重中
之重，进一步突出“咽喉”的区位优
势；明确增强经济实力、促进产业集
聚、做大产业规模、提高发展速度等
具体措施，凸显经济中心地位；依托
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打造“数字
城”和“教育城”等措施，提高人口集
聚能力，做大城市体量。

编制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规划

本报讯 飞火流霞迎盛世，墨
海飘香贺华章。日前，在雄浑大气、
古朴典雅的北镇庙公园，拉开了北
镇市“喜迎二十大 翰墨颂北镇”中
国书画剪纸名家作品展序幕。作为
辽宁省历史文化名城，北镇秀美的
自然风光，优良的生态环境，厚重的
文化底蕴，鲜明的产业特色，吸引着
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到这里寄情
山水，创作采风。

北镇因汉宣帝刘询封禅的“五
岳五镇”之北方镇山——医巫闾山
而得名，因辽代两座皇家陵寝择于
医巫闾山而始建城。讲好北镇文化

故事，擦亮文化艺术品牌，让传统文
化艺术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据介绍，这次参展的158幅书画
剪纸作品，荟萃了21位国家级美协会
员、58位国家级书协会员、19位省级
美协会员、12位省级书协会员、30位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医巫闾
山满族剪纸传承人的精美之作。他
们用艺术诠释激情，用敏思描绘生
活，笔墨尺素间定格医巫闾山的风光
景致，丹青画卷里写实北镇的风土人
情，剪刻镂挑中透视古城的岁月更迭。

陆 爽 本报记者 张继锋

北镇书画剪纸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出具可节省电费200
余万元的节能降碳方案，对锦州港
内用户开通绿色通道办电服务……
近日，锦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锦
州港码头现场勘查，根据用户实际
情况，拟定相关供电方案，帮助制定
科学用电规划，大力推进锦州港口
船舶岸电系统建设。

据了解，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与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在成功签署《全
面服务东北陆海新通道枢纽建设 构
建绿色低碳港口》战略合作协议后，锦

州供电公司持续推动管理创新、科技
创新和服务创新，实施了多项绿色用
电举措，为锦州港在节能设备改造、分
布式清洁能源、绿电等综合能源服务
上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

锦州供电公司联合省综合能源
有限公司，为锦州港出具了高杆灯
LED节能降碳能源管理方案，预计
可为锦州港节省电费 200 余万元；
还对锦州港内用户开通绿色通道办
电服务。

孙 强 本报记者 文继红

开通绿色用电通道服务锦州港

本报讯 初秋时节，义县七里
河镇七里河村老庭沟一派生机盎然
的景象，蜜王枣、红袍李子、银白杏、
水蜜桃、海棠果等3.1万株果树枝头
开始挂果，昔日荒山如今变身生态果
园，每年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看看这李子的个头，个顶个
大，今年的果园收成不错。”走进老庭
沟记者看到，忙碌的果农们脸上带着
笑容。据了解，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山
秃岭，是村干部牵头把这里打造成了
生态果园。2016年12月，七里河村
老庭沟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式成
立，整个生态果园占地达到了1000

亩，如今已经将700多亩荒山整修成
了梯田并种满果树。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来到果园，合
作社正在建设700平方米的辽代风
格农家院，同时打造6栋精品采摘大
棚，饲养鸡鸭鹅2000只……未来三
年，计划继续深挖资源，引导全村农
民入股合作社，逐步建成集绿色果品
产业、游园采摘、标准化养殖、娱乐休
闲、住宿餐饮于一体的春季有花开、
夏季有绿荫、秋季有硕果、冬季有雪
景的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区，发展乡村
旅游，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熊乐之 本报记者 崔 治

昔日荒山变身生态果园

锦水回纹，凌河荡
漾；三山碧立，城海
情长。

近年来，锦州市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秀美宜
居生态环境。通过“三河共治、三
山共建、两环一带”建设，锦州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绿水青山焕发出无
限生机。昔日满目疮痍的小凌河
如今一碧万顷，美丽的东湖森林公
园变身“城市氧吧”；昔日万亩荒山
如今绿意盎然，灵秀的南山公园成
为“城市绿肺”；昔日臭气熏天的垃
圾场如今鸟语花香，经过修复建成
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基地……

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层峦
叠翠，小凌河、女儿河、百股河碧波
荡漾！今天的锦州，市民正尽情享
受山水生态之美。

8 月 27 日，2022 中国家庭帆船
赛水泉实业·锦州义县站暨水泉杯
双体帆船锦州挑战赛在义县大凌河
畔举行。赛事共吸引了 40 组家庭
参加比赛，其中年龄最小的参赛选

手3岁、最大的70岁。经过两天的
激烈角逐，两个组别的冠军分别被
飞梦队的孟楠、孟语汐和华星队的
杨树、孙慧桐夺得。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2022中国家庭帆船赛开赛
东北陆海新通道进行时 JINXINGSHI

锦州脚步JIAOBU

图说 TUSHUO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8 月
31日，记者在锦州市“大外环”南环
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推土机、平地
机、压路机、挖掘机等车辆来回穿
梭，切割声、锤打声此起彼伏，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如今，工程
的施工便道基本完成，正全面进入
主体施工阶段。

绕城公路南环段起点位于高新
区大岭村西南侧国道京抚线上，项
目路线全长11.8公里，技术等级为
一级公路，路面宽度 22 米，项目总

造价约 5 亿元，预计施工期两年，
2022年开工，2023年末竣工通车。

南环项目建成后，将连通绕城
公路其他部分，可以使省道宝锦
线、阜锦线和大养线过境车辆绕城
行驶，有效解决过境货运车辆给城
市带来的交通安全、噪声、扬尘等
问题。同时对减轻市内交通压力、
确保干线公路交通畅通以及拓展
城市发展空间、推进城市化进程和
锦州地方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
意义。

锦州“生态惠民账本”写满民生幸福
本报记者 张继锋 崔 治

连日来，锦州东湖森林公园里人来
人往，有的人在遛弯，有的人在锻炼，有
的人在娱乐，还有的人正忙着摆出各种
姿势、选取角度拍照留念。如今的东湖
森林公园，俨然已经成为生态锦州的一
处新地标。

“治理前的小凌河和女儿河，不是现
在这个样子，存在着脏、污、乱、险等方面
的问题，群众夏季不敢开窗，因为河水臭
气熏天；冬季也不敢开窗，因为河道尘土
飞扬。”锦州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英超站在小凌河边介绍说，从 2014 年
起，锦州下大力气对小凌河和女儿河进
行了生态治理，不仅使两河水质稳定达
标，防洪标准由1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
遇，还形成了全长十公里贯穿城区的带
状森林公园。每天到此休闲娱乐的居民
达到六七万人，成为最受群众喜欢，也最
让群众自豪的健身娱乐好去处。

与小凌河和女儿河同时治理的还有
百股河。为治理河道环境，改善河水水
质，2014年，锦州投入大量资金，在百股
河内铺设了截污干管，如今两侧所有污
水排放口全部纳入百股河截污干管，终
于还给市民一条清澈的百股河。8月31
日，记者站在百股河大桥上举目北望，一
轮晓日映照在百股河上，但见河水蜿蜒
流淌而来，并从脚下穿行而过，一路欢歌
奔向不远处小凌河的怀抱。河的两岸树
木青翠、水草肥美、候鸟嬉戏、景色宜人。

三河共治还绿水，三山共建景色
美。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这三座青山
已经是锦州的绿肺，更是市民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走进南山公园，拾阶而上，移
步换景，各种树木吐故纳新，百花齐放争奇
斗艳，爬上山顶整个锦州尽收眼底。如今
的南山公园与“两河”遥相呼应，成为锦州
吸引外地游客的一张亮丽名片。而重修后
的紫荆山公园道路宽敞，开车可以环山而
行，通向山顶的木栈道宽敞又平缓，走路不
累，很适合老人孩子游玩锻炼。

山美水美路更美，在广大市民的心
中锦州滨河路绝对称得上是一条真正的
民心路。从北普陀山南麓的锦凌水库为
起点，沿着小凌河流域市区段穿城而过，
秀美南山映入眼帘。在云飞桥南，小凌
河与女儿河交汇、幻化出色彩斑斓的东
湖美景……滨河路沿河而建，绵延数十
公里。把锦州的“三山三河”一路串联，
彻底打通了锦州城区内部的交通“主动
脉”。沿着滨河路而行，绿化带、景观带、
休闲娱乐带、旅游健身带、生态文明带、
亭台廊楼、花草树木、各具特色、让人遐
思神往，感叹锦绣之州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态惠民账本”
写满百姓舒心事

初秋时节，锦州大凌河入海口
红海滩已悄然变成了红色，如同铺
展在蓝天与大海之间的红毯，这里
经常上演变幻莫测的鸟浪奇观、多
种珍稀候鸟荟萃，吸引了众多当地
及周边城市游客前来打卡。“这里的
红海滩面积比前两年增大了很多，
生态修复种植的碱蓬草、芦苇都长
得很繁茂。”锦州市野生动物和湿地
保护协会志愿者刘晶华对记者说。

近年来，锦州加大了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的力度，坚持把向海发展
作为主攻方向，突出一、二、三产业
整体联动效应，促进生态、旅游等产
业升级。如今，锦州正有序有力有
效加快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建设。项目总投资5.14亿元，实施
期限 2 年，通过退养还湿、盐沼修
复、潮沟修复等3项工程，整治修复
海岸带1560公顷、海岸线7000米。
目前，已完成项目可研、环评、勘察

设计、实施方案及稳评、前期调查、跟
踪监测与后效评估方案审查等，即将
进场施工。这个项目的实施可有效
改善锦州市大小凌河口及其邻近海
域的生态环境，解决区域内滨海湿地
功能受损、生态割裂等突出问题。

锦州建立实施“湾长制”并常态
化运行，全市设立市、县两级湾长、
副湾长和基层巡湾员，成立市、县两
级“湾长制”办公室，初步形成上下
协调、左右联动的“湾长制”管理和
常态化运行机制。锦州各地区、各
部门扎实推进“湾长制”各项工作任
务，严格按照《锦州市入海排污口整
治工作实施方案》和《锦州市入海排
污口“一口一策”整治清单》要求，推
进入海排污口整治工作，杜绝了直
排、超排、溢油和其他污染海洋环境
的问题发生。锦州还坚持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三水”统筹，开展城
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深化

全流域水生态综合整治，让锦州百
姓看到更加清澈的河流，喝上更加
纯净的水。

蓝 色 的 海 洋 ，绿 色 的 森 林 。
2017 年以来，锦州狠抓植树造林，
推进国土绿化。累计完成绿化
75.65万亩，全市沙区县累计完成沙
化治理面积42.12万亩。锦州还加
强森林草原湿地管控，如今林地面
积已经达到 290 万亩，森林覆盖率
由 2017 年的 16.77%增长至 18.1%。
2019年以来，锦州累计治理草原有
害生物面积86.8万亩，其中草原鼠
害27.6万亩，虫害54.6万亩，毒害草
防治4.6万亩。补播改良天然草原
13.4万亩。2017年至2021年底，锦
州天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由65.5%
提高到72.72%。

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美
丽锦州”带给人们的必定是更多更
好的惊喜连连和盛赞不断。

“生态惠民账本”写满百姓期待事

穿城而过的小凌河让锦州尽显灵动和秀美。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蓝天白云下，市民在南山公园放风筝。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大外环”南环工程开始主体施工

三河共治 三山共建

同城一网 守护蓝天

湾长负责 修复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