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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绿而行，绘就八公山最美生态底色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胡 捷

“过去掩鼻跑，如今敞心逛！”漫步八公山大涧沟，居民
的真切感慨，勾勒出这条 6.73 公里“龙须沟”的蝶变轨迹。
曾因污水直排、淤泥堆积沦为“生态痛点”的臭水沟，如今
水清岸绿、鸥鸟翔集，成为市民每日打卡的“生态会客厅”。
这一转变，正是八公山区铁腕治污、系统护绿的生动缩影。

守护碧水蓝天，写好绿色答卷。 近年来，八公山区深
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向污染宣战，大力推动绿色发展，
全方位守护生态环境。 在此不懈努力下，八公山区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向好，美丽八公山的建设进程大步向前。

党政同责“一盘棋”，构建全域生态守护网
八公山区委、区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视为重中之重，区

委常委会会议、 区政府常务会议以及各类环保专项会议频
频聚焦环保议题，一年来共研究环保工作多达 20 次。 区生
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召开 4 次会议，精心拍摄 4
期警示片，为全区环保工作警钟长鸣。

下沉一线，精准服务绿色发展。该区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以身作则，深入基层调研、督导，带头扛起环保责任。
在他们的引领下，全区形成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严
密工作格局，全区生态环境得以持续优化。同时，积极抓好
生态环境要素保障工作， 审批 14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完成 17 个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出具 12 个预审意见，
参与 5 件省级市级环评文件复核且未发现重点问题。开展

“千名干部入企服务” 等专项活动，2024 年走访企业 192
家次，帮助解决 35 个环保难题，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污染防治“组合拳”，蓝天碧水净土全域攻坚
多维度“净空”行动，打好蓝天保卫战。该区聚焦“四大

领域”开展专项整治，狠抓合力攻坚。 在行业源治理方面，
大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理，4 家企业完成原辅料源
头替代，6 家企业完成清洁能源替代，11 家企业完成第二
轮活性炭更换；同时，完成 2 座砖瓦窑企业脱硫设施升级
改造，全区砖瓦窑均能稳定达到新地标要求。 在扬尘源精
细化管控上，严格督促建筑工地、拆迁工地落实“六个百分
百”和“十达标”要求 ，2024 年累计发现并整改扬尘问题
174 个。 在社会面源治理上，积极抓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建成 2 个收储中心。

全链条“清流”守护，打好碧水保卫战。 该区围绕“三个
强化”，全力推进水环境质量改善。 全面开展淮河干流及主
要支流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对 12 个入河排污口
建档立册，制定整治措施和排放标准，定期检测水质。 针对
污水直排问题，开展全区重要河流湖泊排查，2 个问题已全
部整改到位，并组织“回头看”确保整改实效。对于工业园区
治理，按照“一园一策”原则推进豆腐产业园污水处理站提
升工程和污水管网单独纳管工程，实现园区污水达标排放。

构筑全周期“安全”防线，打好净土保卫战。 该区紧盯
“三个加强”，全力推进土壤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农村环境
整治。动态更新土壤、地下水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加强对关
闭搬迁化学品生产企业地块管理，对舜泰化工开展土壤和
地下水周边监测。 2024 年对已治理的农村黑臭水体开展
“回头看”巡查和采样监测，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并成功争

取 54 万元省级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奖补资金。 建立 2 家评
估重点单位清单， 严格监督中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综合收
集、处置工作。

生态修复“绣花功”，监管执法“零容忍”
八公山区积极探索采煤沉陷区治理“八公山模式”，大

力推进李嘴孜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和新庄孜矿
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 累计完成治理 23405 亩。
同时，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深入实施矿山保护修复，完
成 4 个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治理，即胡林废弃石料厂生
态修复项目、小武山———西车路山关闭矿山废弃采场生态
修复工程、车路山废弃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八公山国
家地质自然公园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聚焦问题导向，守牢生态环境保护底线。 八公山区通
过领导暗访督导、会议调度督办等多种方式，全力推进突
出环境问题整改。截至目前，中央第一轮、第二轮环保督察
及“回头看”、中央第三轮环保督察反馈个性问题和转办信
访件已全部整改完成。同时，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开展大气
监督帮扶、固废“清零”等 20 余项专项执法行动，办理环境
行政处罚案件 15 件，处罚金额 67.54 万元。 深化与政法部
门联动，开展打击危险废物和自动监控弄虚作假环境违法
犯罪“两打”专项行动等，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1 件，并秉持
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办理免罚案件 1 件。

从曾经的“被动治污”到如今的“主动创绿”，八公山区
用“党政领航、精准施策、系统修复、严管厚爱”的组合拳，
精心书写资源型城区的生态转型答卷。 如今的八公山，蓝
天常驻、碧水长流、绿意盎然，正以“最美生态底色”，绘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图景。

生态赋能绘新景 美丽乡村入画来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唐 倩

初夏时节， 走进八公山区山王镇， 映入眼帘的是整
洁的村道、 清澈的沟渠和绿意盎然的田园。 山王村的村
民王大娘笑着感慨道： “过去村里路难走、 垃圾多， 现
在水泥路通到家门口， 环境美了， 大家散步聊天都更舒
心啦！” 这番变化， 正是山王镇近年来以生态环境保护
为核心， 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生动写照。

多元联动， 构建生态治理新机制
山王镇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 “必

修课 ”， 通过构建 “党建引领+群众参与+长效管理 ”
的多元联动机制 ， 织密生态保护网 。 镇级成立 “百日
攻坚 ” 工作专班 ， 建立 “镇班子成员包村 、 村干部包
组 、 党员群众包户 ” 的三级责任体系 ， 倒排工期 、 挂
图作战 ， 确保整治工作高效推进 。 同时 ， 将环境整治
的相关要求纳入村规民约 ，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展 “积分制 ” 活动 ， 激发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热情 ，
形成 “党员带头干、 群众比着干” 的共治局面。

该镇山王村制定 《山王镇山王村乡村振兴积分制
度实施方案》， 将小小的积分化作激发乡村治理活力的
“金钥匙 ”。 通过积分量化村民行为 ， 激发群众参与乡
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 营造出 “人人参与 、 共建共治 ”
的良好氛围。 村民们围绕 “庭院绿化美、 居室靓化美、
厨卫清洁美 、 家庭和谐美 、 热心公益美 ” 的标准 ， 加
强对院内院外 、 房前屋后的日常管理 ， 打造出 “一院
一景 、 一户一韵 ” 特色风格 。 村党组织采取月审核 、
季评比的方式对 “五美庭院 ” 进行积分管理 ， 推动形
成 “处处是风景 、 院院成亮点 、 家家都和谐 ” 美丽乡

村新画卷。
“在积分制的推动下 ， 村民们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了 。 不管整治什么地方 ， 响应的人多 ， 事情自然做得
好 。” 山王村负责人介绍道 。 如今 ， 村民们从最初的
“一边看” 转变为 “我要干”， 不仅自发组织清洁活动，
还主动投入到绿化美化和垃圾分类等工作中 。 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 ， 村内的道路更加干净整洁 ， 主干道绿
化率 、 生活污水治理率 、 垃圾分类准确率大幅提升 ，
沟渠畅通无阻， 公共设施也得到了有效维护。

长效管护，夯实生态宜居基础
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存在的薄弱环节 ， 山王镇以项

目为抓手， 持续改善生产生活面貌。 2025 年 ， 投资 66
余万元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修复张楼村、 王巷村、
工农村、 孔集村等共计 4.5 公里破损路面， 并推进沥青
路面提升工程； 新建及改建 20 户水冲式卫生厕所， 在
改善卫生条件的同时普及环保理念 。 此外 ， 开展安全
隐患专项整治 ， 组织志愿者清理枯枝杂树 ， 消除倾倒
风险 ， 并配备专业工具保障作业安全 ， 累计清理杂树
枝叶数十吨， 还居民清爽空间。

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 山王镇实施 “蓝天、 碧水、
净土 ” 三大行动 。 在蓝天保卫战中 ， 推行秸秆禁烧网
格化管理， 2025 年， 发放 《一封信》、 禁烧条幅等 700
余件， 下发值守帐篷 22 顶， 实现午季秸秆 “零焚烧”。
在碧水攻坚战中 ， 完成孔李截洪沟水环境整治工程 ，
新建截污管网 3.7 公里， 清淤 5.7 万方， 让昔日的 “黑
臭河 ” 蜕变为景观河 。 在净土守护战中 ， 加强固废治

理 ， 排查整改煤矸石堆场 6 家 ，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规
范化处理， 确保土壤安全。

为了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 山王镇建立 “周检
查 、 月通报 、 年考核 ” 机制 ， 将环境保护纳入村级目
标考核， 常态化开展督查整改工作 。 2025 年以来 ， 全
镇累计清理垃圾杂物 300 余吨， 整治小广告 600 余处，

发放环保宣传资料 1500 余份。

生态赋能， 激活 “美丽经济” 新动能
近年来 ， 山王镇打造 “彩虹骑行道 ” 串联古村景

点 ， 建设山王骑行驿站 ， 吸引了众多骑行爱好者 ； 闪
冲村依托千亩油菜花田和香椿基地， 发展 “赏花经济+
舌尖经济”， 带动辖区农家乐、 民宿 30 余家蓬勃发展；
打造 “山谷里营地”“观山苑”等露营地，结合轻奢帐篷、
亲子乐园等设施 ， 联动周边农家乐 ， 形成 “露营—餐
饮—农产品” 的消费闭环。

以绿色生态为底色 ， 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 山王
镇坚持 “环境整治与产业融合 ” 的发展路径 ， 构建全
季、 全域旅游格局， 激活 “美丽经济”。 该镇依托闪冲
村、 林场村等精品示范村建设， 打造了民宿集群、 果园
采摘、 亲子露营等休闲项目， 并举办美食节、 盆景节等
活动， 延伸产业链条。 2024 年， 闪冲村民宿接待游客量
同比增长 30%， 有效带动了土特产销售和农民增收。

此外 ， 山王镇通过 “多业态 ” 融合提升乡村吸引
力。 改造健身器材、 建设景观绿道， 将人居环境整治成
果转化为乡村旅游资源， 同时结合 “美丽庭院” 评选，
引导村民美化庭院， 形成 “一户一景” 的乡村新貌。

青山为幕庭院焕新
生态为底家园成诗

近年来， 八公山区始终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把文旅产业与休闲、 康养结合起
来，以“生态优先、宜居为本”推进
环境整治，实现“推窗见绿、出门
入园”的人居理想，为村民打造出
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家园。

图为八公山区乐涧套景区乐
意盎然生机勃勃。

本报记者 焦孝诚 摄

聚焦扬尘治理 守护蓝天清朗
本报讯 为切实减少扬尘污

染， 提升城市环境质量， 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 近期， 八
公山区以压降颗粒物为主要目标，
加强工作调度 、 坚持昼夜巡查 ，
聚焦施工工地、 城乡道路、 运输
车辆开展扬尘治理， 用务实举措
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在施工工地扬尘治理方面 ，
八公山区严格落实 《淮南市扬尘
污染防治条例》 要求， 定期开展
工地扬尘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扬
尘污染防治 “十达标” 措施落实
情况。 通过加设围挡和高杆雾化
喷淋、 苫盖散装物料等高效抑尘
措施， 不断强化建筑施工扬尘治
理。 为提高在建工地管理人员的
大气污染防治能力， 落实 “谁执
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要求， 今
年以来， 区职能部门组织全区重
点工地开展施工工地扬尘治理培
训会 1 次， 约谈扬尘问题突出的
施工单位 9 家次， 推动整改施工
工地扬尘问题 18 个。

聚焦城乡道路扬尘治理， 该
区持续提升城市道路精细化保洁
水平， 强化道路机械化洗扫作业，

合理调度环卫作业人员， 确保中
午、 傍晚等时段保洁不断档。 对
于市政道路以外的企业生产道路，
区大气办主动协调责任企业， 结
合企业实际生产情况， 督促 6 家
责任企业承担常山路和原新庄孜
电厂周边道路清扫保洁任务 ， 避
免出现 “卫生死角”。

在运输车辆扬尘治理方面 ，
区职能部门做好源头管控工作 ，
督促在建工地冲洗平台等基础设
施正常运转， 对不具备建设车辆
自动冲洗平台条件的施工工地 ，
要求配备高压水枪开展人工冲
洗 ， 杜绝出场车辆带泥上路情
况 。 同时督促企业完善门禁系
统， 要求土石方运输车辆全部使
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新型渣土
车。 今年以来， 该区共推动整改
机械厂路和丁山路等路段运输车
辆扬尘问题 9 个。 今后， 该区将
加大监管力度， 坚持高标准、 严
要求， 持续深入开展扬尘污染防
治工作， 推动辖区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人居环境整治
为乡村振兴提“质”增“颜”

本报讯 走进初夏的八公山
镇， 青山叠翠， 碧水潺潺， 农家
庭院错落有致， 村道小巷整洁如
新。 近年来， 八公山镇党委坚持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 将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 以 “三抓三促” 工作
法推动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
融合， 探索出一条生态美、 产业
兴、 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党建引领聚合力， 长效机制
固根基。 八公山镇党委将人居环
境整治列为 “一把手工程”， 建立
班子成员包村督导、 党员干部带
头示范、 群众广泛参与的联动机
制。 通过 “月度评比+季度观摩”
压实责任， 组织村民代表实地考
察整治成效， 以 “红脸出汗” 的
态度倒逼问题整改。 党员干部率
先清理房前屋后杂物， 带动群众
自发参与环境提升 ， 累计创建
“美丽庭院” “文明巷道” 等示范
点位， 形成 “支部带动党员、 党
员带动群众” 的生动局面。 同步
推进河道清淤、 污水纳管等工程，
昔日杂草丛生的沟渠变身景观水
系 ， 黑臭水体彻底消除 ， 村庄
“颜值” 与 “气质” 同步提升。

因地制宜塑特色， 产村融合
添动能 。 八公山镇立足 “景区 、
城区、 沉陷区” 的三大片区现实
情况， 打出 “一村一策” 组合拳。
景区周边村落聚焦农旅融合促发

展， 妙山村借力景区优势发展精
品民宿集群， 获评省级美丽宜居
村庄 ； 城郊村庄盘活闲置土地 ，
发展豆腐产业、 观光农业、 亲子
研学等业态， 让 “沉睡资源” 变
成 “活力引擎”； 沉陷区村庄通过
复垦土地发展苗圃经济， 利用治
理后的水域开发生态养殖， 实现
“废地生金”。 如今， 该镇各村特
色产业多点开花 ， 豆制品加工 、
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渐成规模 ，
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生
态价值转化路径越拓越宽。

多元共治添活力， 文明新风
扑面来。 环境整治 “三分建、 七
分管”。 八公山镇推行 “村集体+
物业公司” 管护模式， 引入专业
团队负责垃圾清运 、 绿化养护 ，
10 个村实现环卫一体化全覆盖 。
通过 “积分超市” 兑换生活用品，
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利用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开设环保课堂， 引导
村民养成垃圾分类、 节约资源的好
习惯。 曾经的乱堆乱放区变成小花
园、 小菜园， 废弃陶罐改造为乡土
景观， 既留住了乡愁记忆， 又增添
了田园趣味。 如今乱堆乱放少了，
小菜园、 小花园多了； 攀比浪费少
了， 文明乡风浓了， 村庄由 “一时
美” 迈向 “持久美”。

漫步今日八公山镇， 看得见
山水， 留得住乡愁， 更寻得见发
展机遇。 这场生态与发展的 “双
向奔赴”， 正悄然书写着乡村振兴
的鲜活篇章。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蔡全全）

文明润童心 端午共传承

本报讯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 让孩子们感受端午
节独特魅力， 同时搭建居民互动
交流的温馨平台 ， 5 月 26 日下
午， 八公山区新庄孜街道团结社
区皖家幸福驿站携手八公山区妇
联、“书香八公·妈妈读书会”， 精
心筹划并开展了 “文明润童心·端
午共传承———我们的节日·端午
节” 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共有 60
位居民、 孩子、 志愿者参加 ， 共
同谱写了一曲传承与欢乐交织的
节日乐章。

活动中， 通过观看风俗视频、
手工制作香包和包粽子等形式 ，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
深入领悟端午节的传统文化内涵，

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
孩子们在志愿者的耐心帮助下 ，
认真学习包粽子， 包出的粽子形
状各异， 有的憨态可掬 ， 有的别
具一格， 但每一个都饱含着他们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节日的美
好憧憬。 活动后， 巾帼志愿者带
着满满的爱心与刚包好的粽子 ，
来到孤寡、 独居老人家中 ， 将饱
含节日祝福的粽子送到老人手中，
陪老人们唠家常、 问冷暖 ， 为他
们驱散孤独， 送上节日的关怀与
温暖。 一个个粽子， 不仅传递着
传统节日的味道， 更承载着社区
对特殊群体的关爱； 一声声问候，
不仅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 更彰
显出邻里互助的温情， 让这个端
午节充满了爱与温度， 让中华传
统美德在传递中熠熠生辉。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牛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