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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始
终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严格
按照《福建省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闽委办

〔2020〕18号）《漳州市贯彻落实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
（漳委办〔2020〕13 号）要求，扎实推
进督察整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
位。截至目前，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涉及漳州市的 15 个问题，
已完成整改 14 个，1 个正在推进整
改（平和花山溪饮用水水源地风险
突出问题）。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现将漳
州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任务进展情况公开如下：

一、思想认识不够到位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委办、市政

府办
责任单位：市直有关单位，各县

（区）党委、政府，开发区（投资区）党
委（党工委）、管委会

整改进展：
1.2019年 8月以来，漳州市委常

委会会议组织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 13 次、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0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组
织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23 次、
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54 次；市
委、市政府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作为“第一议题”，第一时间组织传
达学习；市委党校将生态环境保护
各类课程列入处级干部进修班、科
级干部进修班、乡镇长培训班、青年
干部培训班等学习计划，推动各级
各部门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

2. 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领导。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印发《关
于调整充实漳州市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关于调整充实漳州市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及时调整充
实漳州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任组
长、市长任常务副组长；调整充实漳
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由市委
书记、市长任主任，办公室主任由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任。二是压实
工作责任。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部署的年度生态环境保
护目标任务纳入市委常委会工作要
点和市政府重点工作责任分工方
案，逐级分解至各地各有关部门。每
年年初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与各
县（区）、开发区（投资区）党政主要
领导签订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
标责任书，各县（区）、开发区（投资
区）与各乡镇（街道）签订责任书，将
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列入年度考
核，形成覆盖市、县、乡（镇）三级的
全链条领导责任体系，层层抓好落
实。三是形成工作合力。印发《漳州
市市直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清单》，明确各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职责，推动形成统筹协调、齐
抓共管、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

3. 稳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印发《漳州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实施方案》《漳州市 2023 年“蓝
天、碧水、碧海、净土”四大工程行动
计划》和《漳州市生态环境领域重大
工程任务清单（2023-2025 年）》，建
立漳州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联
席会商制度，分析、研判生态环境保
护重点、难点工作，明确职责分工，
会商解决对策，切实推进打好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

4. 扎实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积
极探索一批可推广复制的创新举措
和改革制度成果，海绵城市绩效评
价被住建部、水利部、财政部评为

“A 等级”；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及生
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长效机制建设
工作经验被住建部全国推广；市中
级法院生态司法“五率先”经验做法
得到中央、省委领导的批示肯定，

“蓝碳司法保护与生态治理机制”被
最高人民法院、省委政法委专题刊
发推广，“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
度”获评全省机关机制创新优秀案
例一等奖，入选全省法院“十大改革
创新举措”。

二、法治观念淡薄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委办、市政

府办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林业

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市公安局
森林警察支队，各县（区）党委、政
府，开发区（投资区）党委（党工委）、
管委会

整改进展：
1. 加强生态环境法治宣传。一

是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印

发《漳州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办法》
《漳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漳州
市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办法》等地
方性法规，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
任制，在漳州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
开设法律法规、以案释法专栏，推送
以案释法案例 32 例。二是每年结合

“6·5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中国
水周”“6·6八闽放鱼日”“植树节”等
活动，通过展宣结合、全民参与、线
上线下传播等形式，广泛凝聚社会
共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观念
深入人心。

2. 加强部门执法联动。一是由
市生态环境局、公安局、检察院等部
门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进行联合执
法、联合会商，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2019年以来，共移送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案件 138 件，移送环境
污染犯罪案件 54 件。二是开展“静
夜守护”城区夜间噪声污染综合整
治行动，进一步明确噪声监管职责
分工，建立定期会商、联合巡查、线
索移交等工作机制。三是建立“林
长+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会商
机制，在市、县两级林长办设立公
安、检察院、法院联络处，加强林业
与公检法的沟通联络，提升打防管
控能力，2019年以来，共移交涉林刑
事案件 185 件，有力打击破坏森林
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3. 加强森林保护监管。2019 年
以来，林业部门共立案查处盗伐、滥
伐、违法使用林地案件 2346件，涉林
总面积 5348.38亩。

4. 加强用地、用矿、用海监管。
深化“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监管
机制，加强用地、用矿、用海日常监
管。用地监管方面，2019 年 8 月以
来，全市查处违法用地 47555 件、面
积 65262.53 亩，查处违法占用耕地
18372 件、面积 20578.8亩。用矿监管
方面，2019 年 8 月以来，省自然资源
厅下发的 333 件矿产卫片图斑，目
前已完成核查 316 件，正在核查 17
件。用海监管方面，2019 年以来，自
然资源部共下发疑点疑区核查图斑
164件，已全部完成核查。

5. 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
动。2019-2022 年，全市共排查河湖

“四乱”问题 1607 件，均已完成整
改；2023年排查河湖“四乱”问题 346
件，已完成整改 314件。

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不够
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委办、市政
府办

责任单位：市直有关单位，各县
（区）党委、政府，开发区（投资区）党
委（党工委）、管委会

整改进展：
1. 积极化解群众信访矛盾。一

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市
领导定期到市信访局现场接访，认
真听取群众诉求并妥善处理，用心
用情做好群众思想疏导工作，推动
问题及时就地化解。二是 2021-2023
年连续三年开展省纪委监委“点题
整治”关于“静夜守护”城区夜间噪
声污染综合整治行动，行动期间共
对各类噪声问题责令改正 6415 件，
行政处罚 207 件。2023 年 6 月，继续
落实省纪委监委“点题整治”要求，
聚焦重点区域，扎实推进城市扬尘
污染问题整治工作。三是 2018-2020
年连续三年开展百姓身边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整治集中攻坚行动，坚持
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百姓身边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目前，我市两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1253件信访件已
全部销号。

2. 聚焦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一是高位组织推动。市主要领导
对督察整改工作亲自部署、一线推
动，市分管领导对督察整改工作全
程跟踪、具体落实，实地深入问题现
场督促指导推进整改，定期召开督
察整改推进会，系统谋划、部署督察
整改工作。二是完善整改机制。出台

《漳州市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漳州市落实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整改
验收交账销号办法（试行）》等文件，
实施督察整改市领导包案推进机
制，逐一对标整改，逐一交账销号。
三是深入举一反三。出台《漳州市中
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
改落实机制（试行）》，固化“归口开
单、驻守督导、定期通报、专题调度、
分级督查、奖优罚劣”等 6 项制度，
推动督察整改在我市延伸成效和走
深走实。

3. 建立健全信访办理长效机
制。一是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
环境信访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
件，进一步健全信访投诉办理机制。
二是规范信访投诉办理工作要求，
严格执行信访举报平台 24 小时值
班制度，确保投诉问题第一时间有

人接听，准确了解信访诉求。三是加
强对各地信访投诉办理工作的监督
指导，通过采取信访件跟踪抽查、行
政执法稽查等手段，督促各地严格
落实信访办理时限要求，做到信访
件按期办结率 100%。

四、保护区管控不力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委办、市政

府办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生态环境

局、自然资源局、发改委、工信局，各
县（区）党委、政府，开发区（投资区）
党委（党工委）、管委会

整改进展：
1. 加强自然保护地规范化建

设。一是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整合优化后，漳州市自然保护地共
有 39 个、面积 7.2 万公顷。二是加快
风景名胜区两规编制。按照统一规
划、统一管理原则，推进 3 个省级风
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编制报批工
作。三是完善风景名胜区管理机
制。制定漳州市风景名胜区内非重
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核准流程，明
确“申请—审查—核准”全过程各环
节工作程序，坚持依法依规，做到风
景名胜区保护与建设管理两手抓、
两手硬。

2. 大力推进“绿盾”专项行动。
抓好“绿盾”自然保护地监督工作，
2022 年，全市共发现 260 个问题点
位，已全部完成整改。

3.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建立健
全进一步加强全市森林公园和自然
保护地管理工作机制，实行省属国
有林场森林资源网格化管理，积极
推动 2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空
地”一体化监督管理体系建设，把自
然保护区日常管理工作落细落实。

4. 严格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印
发《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
好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的通知》，
评估调整后，漳州市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共 5345.4139 平方千米，其中陆
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2830.3165 平
方千米，占陆域总面积的 21.95%；海
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2515.0974 平
方千米，占海域总面积的 35.26%。

5. 严守项目审批制度。严格遵
循国土空间规划、地块控制性详细
规划等上位规划，依法依规开展规
划审批工作，将“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准入条件、规划环评及
审查意见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准入的
重要依据，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推进
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油品质量管控不严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交通运输

局，市委编办，各县（区）党委、政府，
开发区（投资区）党委（党工委）、管
委会

整改进展：
1. 市市场监管局等六部门联合

印发《漳州市成品油质量管控整改
工作方案》，对全市成品油质量管控
整改工作进行部署，明确整改工作
目标、整改期限、工作安排、职责分
工及保障措施。

2. 整改开展以来，共取缔不具
备资质的加油点 144 处，2023 年以
来共检查加油站 326 家次，处罚违
法行为 11起。

3.2020 年以来，共组织抽检柴
油 1766批次、汽油 556批次，共 2322
批次，立案查处抽检不合格案件 49
起（另移送公安机关 3起）。

4.2020 年以来，组织检查成品
油零售企业约 200 家次，责令限期
整改 40家次，停业整顿 2家，全市立
案查处成品油违法案件 36件。

5.2020 年以来，已完成 43 轮道
路运输企业内设加油站（点）摸底
排查工作，摸排道路运输企业累
计 4672 家次，全面梳理出运输企
业内设加油站（点）共计 59 家，其
中，取缔关停 31 家，存续 28 家（有
合法手续）。

6.2020 年以来，取缔捣毁黑加
油点 123 个，办理各类涉成品油案
件 97起。

六、内河船舶用油不达标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交通运输

局，各县（区）党委、政府，开发区（投
资区）党委（党工委）、管委会

整改进展：
1. 市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油品质量升级和“三油并
轨”工作整改的通知》《关于印发漳
州市进一步加快内河船舶油品质量
升级实现“三油并轨”工作方案的通
知》，全面推行内河船舶用油硫含量
不大于 10毫克/千克的国六标准，合
力推进整改工作落实。

2. 严格执行内河船舶燃油国六
标准，对不符合要求的 5 艘内河船
舶依法依规实行封停处理，对 1 艘
内河船舶予以注销。

3. 指导协调内河船舶所在地周
边加油站严把购油关，与内河船舶
用油单位逐一签订供油协议，保障
油品质量和数量需求。加强对内河
船舶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指
导，增强相关人员法纪观念和责任
自觉。

4.2021年 6月以来，在市本级和
上级的 6 轮现场内河船舶燃油抽油
检查中，内河船舶燃油质量抽检达
标率 100%。

七、漳州生活垃圾处理厂建设
滞后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责任单位：华安县委、县政府，

平和县委、县政府，诏安县委、县政
府，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进展：
1. 制定实施全市垃圾无害化处

理总体方案、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实
施方案，2020 年底全市生活垃圾实
现“零填埋、全焚烧”，8 座城市生活
垃圾填埋场已全部停用，存量生活
垃圾填埋场按要求配套建设渗滤液
处置设施。

2. 龙海区蒲姜岭、平和县瀚蓝、
华安县瀚蓝、常山开发区瀚蓝等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均已建成并投
运，新增垃圾处理能力 3300 吨/日，
目前，全市已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共 5 座，总处理能力达到 5275
吨/日，已基本满足全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需求。

3. 诏安县 2019 年 8 月完成生活
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外渗修复，2020
年 10 月完成填埋场存量垃圾治理;
华安县 2020 年 12 月完成生活垃圾
填埋场渗滤液外渗修复。

八、漳州友利石墨公司环境违法
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责任单位：华安县委、县政府，

市工信局
整改进展：
1. 对漳州友利石墨公司环境违

法行为依法查处，目前该公司已关
停、厂房已拆除、场地已平整，厂区
彻底去功能化。

2. 落实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委
托省环科院完成漳州友利石墨有限
公司环境调查报告和生态修复方案
编制，完成周边受污染地块土壤污
染检测和农作物受损情况评估鉴
定，已完成厂区周边 8800 株红锥苗
木、25000株杉木、147亩绿肥（玉米、
花生、黄豆、地瓜）套种工作。组织农
业农村部门农艺师深入现场指导果
木病虫害防治。

九、水产养殖环境管理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海洋渔业局
责任单位：各县（区）党委、政

府，开发区（投资区）党委（党工委）、
管委会

整改进展：
1.2020年 6月以来，对发现不符

合规划要求的 897.04公顷养殖设施
全部完成清退。建立常态化养殖管
控机制，印发《漳州市海域养殖管控
网格化管理工作规程》，持续巩固整
治清退成效。

2. 推动养殖水域滩涂发证登
记，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市辖
区应发证面积 30897.215 公顷，已发
放养殖证 639本，发证率 100%。

十、漳州平和花山溪环境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平和县委、县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水利局、住建局、林
业局、市场监管局、供销社

整改进展：
1. 完成平和县自来水厂工艺改

造，建成超低压纳滤膜深度处理车
间并投入使用。平和县自来水厂每
日开展原水及出厂水自检，每月送
检原水 29 项指标和出厂水、管网水
44项指标，每季度送检出厂水、管网
水 97 项全指标，同时，委托有资质
第三方机构完成 113 个农村集中供
水点水质抽检。完成 13 处农村饮水
安全维修养护工程，5个农村供水保
障工程正在推进。制定《平和县城市
饮用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平
和县农村饮水安全应急预案》，提高
城乡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2. 加快第二水源建设，官峰水
库工程可研报告于 2023年 4月 20日
获省发改委批复，初步设计、水土保
持报告已批复，使用林地已获国家
林草局批复，项目建设用地已完成
征迁并正在报批，水库主体工程施
工、监理完成招标，施工图正在图
审，导流洞及先行试验段工程已于
2022 年 6 月先行开工建设，项目建
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开工建设梨仔坑应急水源，
管道安装、库区清淤基本完成；完成
库区一重山蜜柚、巨尾桉、混交林收
储和苗木种植；完成南胜镇子坑村
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完成梨仔坑水库上游河
道水质提升项目施工图设计；正在
编制梨仔坑应急水源保护区划定
报告。

4. 开展化肥减量增效行动，通
过在花山溪流域饮用水源上游重
点区域推广有机肥、沼液肥水还田
利用以及在花山溪流域开展测土
配方施肥等措施，2022 年全县化肥
施用量比 2020 年减少 27.06%，其中
花 山 溪 流 域 饮 用 水 源 上 游 减 少
31.27%。

5. 加强化肥市场监管，2022 年
以来，共组织化肥质量抽检 5244 批
次，其中对超标的 9 批次进行立案
查处 14 起，罚没款 104.097 万元，没
收超标化肥 38.04吨。

6. 实 施 土 壤 污 染 管 控 修 复 ，
2020 年以来，全面完成省下达年度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累计完
成土壤酸化改良治理 29.5万亩。

7. 推 进 农 业 种 植 结 构 调 整 ，
2020 年以来，平和县共退出蜜柚种
植 3.59 万亩，其中花山溪流域累计
实施退果还林 7875亩。

8. 实施小流域治理工程，2022
年以来在花山溪流域建设一批生态
滤床等治理设施，加强末端治理。

9. 开展水土流失治理，2022 年
平和县水土流失率比 2015 年下降
5.35%。

十一、天柱山违规开发旅游
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长泰区委、区政府，

市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
整改进展：
1. 责令长泰天柱山飞龙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停止违法行为，对该公
司违法用林、用地行为处罚 275.49
万元。

2. 督促长泰天柱山飞龙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制定实施天柱山国家森
林公园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方案，以
种植全冠大树为主，乔灌草藤相结
合方式，累计种植灌木、地被植物约
120 万株，乔木 2 万棵，绿化面积约
400亩。

3. 按照“依法依规、分类分批、
精准有效、快速整改”的要求，依法
依规履行林地审批手续、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调
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批、建
设用地报批等手续，目前，涉及天柱
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的地块已全部依法依规取得建设用
地手续。

十二、漳浦石材矿山非法开采
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责任单位：漳浦县委、县政府，

市水利局、生态环境局、林业局、市
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

整改进展：
1. 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漳浦县矿山非法开采破坏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方案》，漳浦县
98个非法采矿点已全部取缔并完成
复绿，15 家持证饰面石材矿山已完
成整改并全部复绿，对涉及违法开
采行为完成立案查处，完成违规卫
片图斑治理。蔡坑矿区、科源洗沙
场、长桥三层岭矿区、绿地建材已全
部拆除矿区设施、设备、工棚、管理
房等，矿区彻底去功能化并全部完
成复绿。

2. 推进全市露天矿山整治，全
市持证矿山、过期矿山、非法采矿点
已绿化面积约 1417 万平方米，植树
约 338万棵，撒播草籽约 11万斤；已
拆除过期及非法矿山设备 446 家，
清运矿产品 428 家。开展全市建筑
石料、饰面石材矿山专项整治，对全
市 30 家建筑石料矿山（除 1 家涉及
公益诉讼暂停处置）、8 家饰面石材
矿山进行整治并完成验收。

3. 将漳浦蔡坑矿区的水土保持
措施纳入生态恢复方案同步设计、
同步实施,2021年 8月完成蔡坑水库
清淤整治项目工程验收,经过综合
治理，蔡坑水库水质已经改善为Ⅳ
类水，“牛奶湖”已消除。

4. 开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通报矿山涉林问题查处，办
结漳浦县涉林矿山案件 120 宗，其
中行政案件 107宗，刑事案件 13宗。

十三、漳浦石材加工污染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工信局
责任单位：漳浦县委、县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进展：
1. 按照“保留一批、整治一批、

退出一批”的原则开展分类整治，目
前，漳浦石材集中区内 102 家石材
企业有 68 家通过整治验收、复电复
产，其余 34家已签约退出。

2. 配套漳浦县石粉综合利用企
业 4 家，有效提升石粉废渣处置能
力，安装远程监控，监督规范 68 家

复工复产石材加工企业石粉废渣清
运处置。

3. 依法查处“牛奶塘”和石粉违
规倾倒农田、树林问题并完成整改；
建立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机制，
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

十四、古雷半岛违法围填海
问题

市直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责任单位：古雷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
整改进展：
1. 编制实施《古雷炼化一体化

项目围填海工程海洋生态修复方
案》，完成各项生态修复措施，包
括构建生态屏障、开展浮头湾整
治工作、实施生态海堤建设 2.6 公
里、开展石化园区应急池建设、组
织海洋生态资源调查、支持东山
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开展
增殖放流等。

2. 完成该项目围填海历史遗留
问题生态评估，根据调查评估结果，
对漳州古雷新港城建设有限公司依
法予以行政处罚；编制并报批《古雷
炼化一体化项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
题处理方案》，按自然资源部批复的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备案
意见要求，依法予以办理用海手续，
古雷炼化一体化百万吨级乙烯及下
游深加工项目以及 3 宗基础设施项
目用海已获批。

3. 市自然资源局加强违法用海
监管，组织岸线巡查和疑点疑区核
查，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十 五 、近 岸 海 域 污 染 防 治
不到位

市直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责任单位：各沿海县（区）党委、

政府，漳州开发区、常山开发区、古
雷开发区、漳州台商投资区党工委
（党委）、管委会，市住建局、农业农
村局、水利局、商务局、工信局、科技
局、海洋渔业局、河长办

整改进展：
1. 每年将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指

标、近岸海域污染防治重点任务以
及区域海洋环境突出问题整治等纳
入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
书考核，压紧压实各方职责，2020-
2022年漳州市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
积比分别为 91.65%、92.1%和 93.5%，
点位比分别为 76%、80%、86%，海水
水质逐年提升。

2. 制定《漳州市进一步推进入
海排污口分类整治方案》，经依法取
缔、清理合并和规范整治后，入海排
污口整治完成率 63%，入海沟渠等
入海排放口达标率 58%。其中，督察
反馈全省 2678个入海排口中涉及漳
州 302 个（纳入入海排口管理），整
治率为 64.6%。

3. 强化重点污染源监督管理，
全市沿海 5 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均已完成一级 A 提标改造，并安装
出水总氮、总磷在线监测系统。沿海
10 个已投入运营工业园区、开发区
污水处理设施均具备脱氮除磷工
艺，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含总
氮、总磷因子）。每季度开展一次重
点直排海污染源监督性监测，2021
年以来，11 个重点直排海污染源达
标率为 100%。

4. 实 施 入 海 河 流 综 合 整 治 ，
2020 年以来，九龙江、漳江、诏安东
溪入海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Ⅲ类。
2022年鹿溪、梅洲溪、赤湖溪、汤溪、
佛昙溪、杜浔溪、赤湖旧溪、浯江溪
等入海小流域入海断面均消除劣Ⅴ
类。

5. 推进沿海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全市沿海 441 个村庄已完成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222 个，
占比 50.34%。

6. 加强海水养殖尾水治理，完
成全市 12 家规模以上海水养殖主
体尾水治理。推动海上养殖升级改
造，累计完成升级改造塑胶渔排
8.83 万口、塑胶浮球 12.48 万亩，新
增深水抗风浪网箱 54口。

7. 印发《诏安湾综合整治工作
方案》，实施八尺门退堤还海、海上
养殖清退、入海排污口整治、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等工程，2023 年春季监
测结果显示，“诏安湾内湾下西坑
西”和“诏安湾中部”两个国控点位
活 性 磷 酸 盐 浓 度 分 别 同 比 降 低
62.1%和 28.8%，诏安湾海水水质不
断提升改善。

8. 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印发《漳
州海警局、漳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
协作配合办法》，建立多部门协作的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机制，2020
年以来，生态环境、海洋渔业、海警
等执法机构累计查处各类破坏海洋
生态环境案件 295起。

漳州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8月 14日

漳州市对外公开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任务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