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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多一点闻多一点新

共建宁波美丽洁净的碧海银滩共建宁波美丽洁净的碧海银滩
市政协委员支招海洋污染防治工作市政协委员支招海洋污染防治工作

海洋是生命之源，维系着地球庞大的生态系统正常运转。
二十一世纪是海洋世纪。宁波向东是大海，拥有和陆域面

积相当的8355.8平方公里海域面积，是一个海洋大市。充足
的水产资源，丰富了宁波人民“舌尖上的美食”，让人大饱口
福。漫长海岸线、辽阔海湾、众多岛屿……这些不可多得的重
要资源，成就了吞吐量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以及依港而兴
的制造业、外贸等产业，是宁波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强大支
撑。

与经济发展相伴相生的污染问题，却像一座绕不过去的大
山挡在去路上，令人左右为难。市政协海洋污染防治民主评议
课题组，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在半年多时间里，深入基层、深
入一线，先后赴北仑、慈溪、宁海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多次与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座谈交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宁波市海洋污
染防治民主评议报告，为搬走海洋污染这座大山献计出力。

委员们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海洋环境，像挽救生
命一样治理海洋污染，共建宁波美丽洁净的碧海银滩。

污染，是海洋不能承受之重。
市政协海洋污染防治民主评议报告
显示，我市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程度
总体较高，水质较差。

据统计，2018 年，我市近岸
海域 （四个季节平均） 符合第一、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全
市近岸海域面积的比例低于 2017
年，也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按照
海域水质营养等级划分来看，我市
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富营养化程度
总体较高。

那么，我市海洋污染防治问题
症结何在？委员们给出了“答案”。

答案一：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
有待加强。我市拥有陆地海岸线
824 公里，但经过围填海和海洋工
程建设后自然海岸线长度明显减
少，海洋湿地保护、原始生态状况维
持任务艰巨。尽管近几年各级政府加
大海洋生态修复力度，但受财政能力
制约，修复速度不够理想。同时，广
大沿海地区历来就有靠海吃海观念，
违法围填海行为短期内难以杜绝。另
一方面，渔业资源衰退也还在继续，
虽然在持续开展海洋牧场建设和种
苗增殖放流，但措施不足以抵消渔
业资源衰退带来的影响。

答案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划分有待明晰。机构改革后，我
市海洋监管的行政职能被分解到不
同部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正
处于重构的特殊时期，相关部门的

职能边界尚未厘清。如在渔港和渔
业船舶的污染防治职能方面，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存在
职能交叉；海洋漂浮垃圾处置的牵
头部门尚未明确；海洋生态调查监
测评价和海洋生态预警监测职能的
边界尚不明晰，生态环境局、自然
资源规划局、水利局等部门均有涉
及，工作职责和内容存在交叉和重
复。

答案三：海洋生态环境执法力
量和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机构改革
后，我市海洋污染监测和执法等统
筹监管能力相对减弱，有些区县

（市） 甚至出现空白。原宁波市海
洋 环 境 监 测 队 伍 包 括 “ 一 中 心 ”

（宁波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一
站”（原象山港海洋环境监测站）

“一院”（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
院），以及六个县级海洋环境监测
站。改革后，市级海洋环境监测队
伍转隶到生态环境部门的仅有原象
山港海洋环境监测站的 3 人，县级
转隶到生态环境部门的仅有宁海海
洋环境监测站，“小马拉大车”的
问题越来越严重。

答案四：污染防控措施的落实
仍有待强化。我市海水养殖十分发
达，由于缺乏排放标准和管理不到
位，非法养殖的清理和养殖治理进
度偏慢，养殖污染和尾水排放对海
洋的污染持续加重，对海洋环境治
理产生较大的影响。

海洋不能承受之重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市政协
海洋污染防治民主评议课题报告显
示，我市近海污染物 70%来自域
外，主要是来自长江和钱塘江。长
三角共处东海区域，海域相通，资
源共享。为此，委员们建议，要强
化长三角协作，建立长三角近海污
染物统筹治理机制，共同应对东海
区域环境污染问题。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对海洋
垃圾监测发现，东海海域海面漂浮
垃圾以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垃圾最
多，木制品类和塑料类也较多。这
些海洋垃圾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
暴风雨把陆地上掩埋的塑料垃圾冲
到大海里；二是海运业中的少数人
缺乏环境意识，将塑料垃圾倒入海
中；第三就是各种海损事故，货船
在海上遇到风暴，甲板上的集装箱
掉到海里，其中的塑料制品就会成
为海上“流浪者”。

东海近岸海域污染治理，需要
长三角各省 （直辖市） 和各城市共

同携手，也需要市域内部各级政府
及部门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一起
推动。本轮机构改革中已经将海洋
环境保护职责统一整合到生态环境
部，委员们建议，要督促生态环境
部门担负起我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总牵头作用，建立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根据
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
协商解决在重大环境问题处理、政
策实施、项目安排、体制机制创新
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要尽快明确
海洋环境监测牵头部门，优化海洋
环境监测站点布局，统筹海洋环境
监测成果；要明确海洋环境执法牵
头部门，整合组建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队伍；要定期开展近岸
海域海面漂浮垃圾统一跟踪、分析
处理和综合管控。

我市近海污染物七成来自域外
建立长三角近海污染物统筹治理机制很关键

本月中旬，市政协召开海洋
污染防治民主评议会，这是本届
政协以生态为主题开展系列民主
评议的“第三篇章”。

过去两年，市政协已就城镇生
活污水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开展了民
主评议，接下来还要就土壤、绿化等议
题开展民主评议，力争通过一年一个
议题，五年一个主题，一年接着一年
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扎实做好
助推生态文明建设这篇系列文章。

在这里不禁要为市政协这种

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精准
履职做法点赞。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纳入“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成员，是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一基本方略的具体落脚点。瞄准
生态文明建设来开展履职工作，不
能不说议政议到了“关键点”“要
害处”、议到了党委政府的工作重
心上，说这是精准履职，名副其
实。

说这是精准履职，不仅仅是
因为选题准，更在于议题层层推
进，一年接着一年干，五年就围着
一个目标做，做精做深做透彻。从
生活污染、大气污染，再到海洋污
染，接着还有土壤污染、绿化，这
一系列的民主评议过程，就是一个
把生态课题“吃净榨干”的过程，
也是一个把生态课题做成专业化课
题的过程，体现的是作为专门协
商机构的专业化水平。

说这是精准履职，在于市政

协一班人重视调查研究的专业化
意识和探索精神。就以这次海洋
污染防治民主评议课题组为例，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课题组在
两位市政协副主席带领下，由人
资环和城建委牵头负责，精心组
织广大政协委员，深入基层、深
入一线，先后赴北仑、慈溪、宁
海等地实地调研，多次与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座谈交流、互相探
讨，形成了1.2万余字的民主评议
报告，客观评价整治现状，科学
分析存在问题，毫不避讳地提出
意见建议。那份认真劲正是精准
履职的前提和保证，也是最关
键、最值得肯定的。 （龚哲明）

持续助力打好生态建设攻坚战论论评

记者 龚哲明

象山松兰山沙滩象山松兰山沙滩 （（丁安丁安 摄摄））

宁波舟山港宁波舟山港 （（丁安丁安 摄摄））

“海洋污染整治急不得也慢不
得，必须针对具体问题，一个一个
推进铁腕整治。”委员们建议，要
集中力量，把握重点，各个突破。

严格落实督察整改。开展环保
督察是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大 制 度 安 排 ， 2017 年 下 半 年 到
2018 年，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
组和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四组进驻浙
江并下沉我市进行督察，其中中央
环保督察组反馈给宁波整改的问题
中也有一些涉及海洋问题。委员们
指出，要以猛击一掌的警醒，高度
重视督察整改工作，对督察组交办
的问题从快从严办理、不折不扣落
实，确保不反弹、不回潮，同时举
一反三、由点带面，梳理同类问
题、主动查补短板、集中清理整
治，做到解决一件、带动一批、治
理一片。

铁腕开展岸线整治。牢牢守住

海洋生态安全底线，严格围填海管
控，从严限制项目占用自然岸线，
依法拆除清理红线区的违规工程、
设施和项目，确保我市红线管理
的海岸线保有长度不减少、标准
不降低、性质不改变。因地制宜
实施受损岸线治理修复工程，大
力 修 复 已 经 破 坏 的 海 岸 带 湿 地，
维护好应有的生态功能和截污、净
化功能。

持续加强动态监测。海洋污染
要得到防治，有效监测是首要前
提。要利用无人机、物联网等先进
技术手段，优化海洋环境监测点布
局，加密对近岸污染严重海域、环
境质量退化海域、环境敏感海域关
键指标的动态连续监测，深化监测
数据综合分析应用，实施区域海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综合监测预警，
为海洋污染防治提供科学化的大数
据支撑。

推进铁腕整治

治标先治本，治污要治源。委员
们指出，陆域排放、港口排放等是海
洋污染的源头和重点，必须抓准“七
寸”，击中要害，一招见效。

扫清陆上污染之源。陆源污染是
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生态
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相关负责人曾
坦言，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海
里，根子在陆上，80%污染物来自陆
上。我市河网密布，工业体量较大，
由于城镇农村排污设施还不完善，城
市污水管网建设滞后，入海河流污染
负荷较重。原先陆上环保监管和海洋
环境监管职能在不同部门，职责边界
不清，机构改革以后，海洋环境保护
职责整合到新组建的生态环境局，实
现了海陆一体化监管。委员们建议，
要充分利用好体制机制改革的优势，
加强入河排污口、入海排污口的系统
整治，陆域、海域排污许可的统筹协
调，陆域执法、海洋执法的同步推
进，形成陆海同治、标本兼治的系统
治理体系。

抓住港口污染之要。港口是宁波
最大的优势、最大的资源，为宁波发
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生态环
境带来不小的压力。宁波舟山港水水
中转量达到 550 万标箱，驶进港口的
万 吨 级 以 上 海 上 远 洋 船 有 2.5 万 多
艘 ， 平 均 靠 港 停 留 时 间 超 过 10 小
时。这些远洋船排放的污染物，也是
宁波近海环境污染源之一。委员们建
议，要加快绿色港口建设，优化港航
物流产业结构，推进中转港向自由贸

易港转型，推动宁波舟山港向低碳
化、高端化发展，真正实现由国际大
港向国际强港转变。全面开展船舶防
油类污染、防垃圾污染等设施设备配
置工作，加强对船舶尤其是危化品船
舶锚泊、装卸活动监管，加快港口、
码头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建
设，港口和码头等船舶集中停泊区
域，按有关规范配置船舶污染物接收
存储设施，做到船舶污染物及时上岸
处置，提高垃圾、含油污水及化学品洗
舱水的处置能力及污染事故应急处理
能力。加强海域日常巡查工作，强化船
舶危险品作业和涉污作业现场监管，
重点加强船舶防污染监督检查，严厉
查处船舶污染物违法排放。

绷紧安全生产之弦。我市临港产
业带重化工企业高度集聚，一旦发生
事故，危化品泄漏，将给周边海洋带
来灾难性的污染，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要加强对沿海环境风险较大的工业企
业的环境监管，全面排查海洋污染事
故潜在风险源，建立重大环境风险名
录。对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部位，
平时要定期进行专项检查，对存在隐
患的高风险企业依法限期整改或搬
迁，绝不能有丝毫大意、半点马虎。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委员们指
出，唯有从现在开始，齐心协力防治
海洋生态污染，接续以进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才能更好地开发海洋资源，
保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让人
民群众吃上绿色、安全、放心的海产
品，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滩。

找准治理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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