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碳减排，绿色生活低碳减排，绿色生活
A09

2010年4月29日，郑州市环境保护局通
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了2010年第一批环
境违法企业名单，巩义市米河宏达白水泥厂
等12家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企业榜上有名。
对列入“黑名单”企业实行一票否决，提请有关
部门取消企业和领导年度评先等资格。

还是在 4 月 29 日，市政府投资 33 亿元
建设涵盖郑州境内12条河流、12座水库、3
个湖泊、2个湿地，共1010平方公里水域面
积的生态水系工程开始“结果”，从邙山干
渠引流入市的黄河水滚滚而来，注入整修一
新的东风渠、金水河、熊儿河等市区多条河
道，初步实现了“水通水清”近期建设目标。

这两件看似互不涉及的事件，如果放在
郑州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生态宜居城
市的大背景下，就不难发现，这正是我市“加
强环境保护，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促进郑
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新思路的体现。

坚持环境优先的发展理念：
贯彻一个理念，抓住一条主线，
突出两个重点，实现三个转变

郑州是省会，是龙头，郑州如何发展，在全省
整个经济发展格局中至关重要。

郑州作为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传统产
业在全市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依然较大，高投
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曾长期存
在。做中原城市群领跑者，历史给郑州市的发展
以良好的机遇。然而要保持郑州市社会经济的
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认识到它在发展过程中所
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在这诸多问题中，环境问题尤为突出。 面对
严峻的形势，郑州市委、市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如果
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今后发展的代价就会越来越
大、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道路就会越来越难走。

在日益开放的中西部崛起格局中，环境就是
形象，环境就是吸引力，环境就是生产力，郑州要
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实力城市”，更要成为节约
资源、环境优美的“宜居城市”。

市委、市政府基于对郑州实际的科学判断，
提出了“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郑州”的总体思
路，坚持把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决策、同步
实施、同步推进，力求以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环境
质量改善，以环境质量改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以经济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有力支撑，努力推动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走向高度融合。

我市先后成立了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文
超为组长的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领导小组，把
创模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
略举措；成立了以市长赵建才为组长的节能减排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导、协调全市节能减排工作；
成立了以副市长张建慧为组长的环境综合整治等
重点工作领导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进我市
环保工作；成立了由市四个班子领导牵头的重点工

程指挥部，把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工程指挥部列入
其中，努力在推进跨越式发展中落实环保工作。

具体来讲，就是牢固树立以环境保护优化经
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紧紧抓住以创建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载体、建设生态型城市这条
主线，突出污染减排和重点流域区域环境综合整
治这两个重点，克难攻坚，开拓创新，奋力拼搏，
全面推进，努力实现环境保护“三个转变”，即从
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
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手段保护
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
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

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强力推进节能减排，推动
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我市工业既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截至2009年年底，全部
工业完成增加值1590.8亿元，是2003年的2.6倍，
年均增长17.2%，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0.7%
提高到48.2%。

我市环保工作，要想有大突破，必须立足于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小火电机组
关停工作的实施意见》，积极开展电厂资源整合
和电厂脱硫,被列入关停名录的 18家 47台 165万
千瓦燃煤机组已基本关停到位，实现新增二氧化
硫减排量 12180吨。对 13家燃煤电厂 26台机组
和 5家非电行业实施脱硫治理，二氧化硫减排能
力明显提升。

关闭、淘汰污染严重和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
业3000多家。重点对煤、电、铝、建材等高耗能行
业进行节能和技术改造，突出抓好年综合能耗
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煤企业节能工作。

对农村能源进行改造，全市累计有20万农村
家庭用上了干净高效的户用沼气。2009年，全年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5.8%。紧紧依靠工程减
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等措施，我市二氧化硫、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了 14.9万吨和
5.42万吨以内，全面超额完成省政府下达的污染
减排目标任务。

2008年以来，在以往整治成果的基础上，我
市又相继开展了“流域治理、总量控制、饮用水安
全、生态建设”四大环保工程和“一城区、两河流、
四区域”及“三深化、三推进”环境综合整治，进而
达到由重点向纵深发展、由深度向广度发展、由
行业向全面发展，先后组织开展了全市水泥、新
密耐材、登封冶炼、荥阳碳素和巩义净水剂行业
综合整治活动，共关闭水泥、耐材、冶炼企业 245
家，治理净水剂、碳素企业103家，拆除石灰窑108
座、铝石窑 256座，倒焰窑炉2300多座、烟囱1500
多根。全市建成区累计拆除、改制燃煤锅炉3000
多台，建设清洁能源锅炉 370台、清洁能源茶炉
493台，几万眼经营性燃煤大灶改用了清洁能源。
全市烟尘控制区覆盖率达到100%，无燃煤区达到

20.2平方公里。
通过环境综合整治，使我市扭转了

“高耗能、高污染、规模小、层次低”的发展
方式，逐渐步入“低耗能、低排放、上规模、
产品精”的良性发展轨道。同时，也促进了
全市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为实现我市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倡导低碳生活，全民参与创
模实践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
发展息息相关，保护环境绝不只是政府部门的职
责，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创模工作作为一
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每个市民的大力支持
和积极参与。

只有将这种理念融入思想，成为一种自觉行
动，我们的城市和生活环境才会充满朝气。这其
中一是要持久、深入开展环境宣传和普及教育，
二是积极倡导绿色生产和消费。大力倡导绿色
生产，企业要不断改进技术、优化管理，按照环保
要求，生产绿色食品、电器、建材饰材、汽车等，强
力提升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力；消费者自觉选
择绿色食品或产品，养成节约能源资源的好习
惯。

我市环保宣传工作坚持以“创模”为主线，以
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创模知晓率为目标，开展了

“消除噪声，享受宁静”宣传报道，“让绿色空气更
清新”主题报道、贾鲁河流域和新密市造纸企业
群及耐火材料行业采访报道、节能减排千里行等
活动，将环境违法行为在媒体和报纸上公开曝
光，接受社会监督。与市内五区联动，多次走进
社区、企业和学校等场所，设置大型环保公益广
告，采取环保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和环保征文大
赛、环保小卫士评选等形式，对环保知识和法律
进行宣传。每年坚持开展大型环保宣传活动 10
余次，进一步调动广大市民参与环保的积极性。
按照“集小胜为大胜”的思路，将环保宣传的触角
延伸到街道、社区，乃至家庭，实施了十大绿色系
列创建“细胞工程”。

近年来，又借郑州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的东风，努力建立环境宣传教育大格局，建成了4
个“郑州市环境教育基地”。持续开展绿色系列创
建、环境大接访等活动，并于2008年开始实行环保
新闻发布会制度，增加群众对环境的知情权，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279个单位（家庭）达到
绿色系列创建标准，创建成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1
个、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1个、国家级生态文明村1
个、省级环境优美小城镇11个、省级生态文明村57
个、市级生态文明村110个；森林生态城完成投资
4.7亿元，新增造林面积18.21万亩，新增绿地542.7
万平方米，顺利通过国家园林城市复检；实施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示范项目17个，治理面积约2600亩；生
态水系建设累计投资 14.44亿元，各条河道已基
本疏浚连通，输水工程已具备供水能力，使我市
朝着生态型城市的目标又迈出了一大步。

“低碳生活”虽然是个新鲜词
语，但是并不神秘，做到也不困
难。做绿色环保的“低碳一族”。
为了你、为了我、为了他，也为了我
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大家庭，更
是为了明天的美好生活，我们想与
你一起追求低碳新生活，呵护我们
的生态家园。为此，我们向全体市
民发出“低碳生活，我们行动起来”
的倡议，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
一张纸”做起。

★用节能灯替换60瓦的灯泡，
可以将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3/4。

★选择晾晒衣物，避免使用滚
筒式干衣机，每天可以减少2.3公
斤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附近公园中的慢跑取代在
跑步机上的45分钟锻炼，可以减少
近1公斤的温室气体排放。

★在午休和下班后关掉你的
电脑和显示器，将使这些设备造成
的排放减少1/3。

★购买使用节水型淋浴头，不
但节水，而且也将洗3分钟热水澡
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到一
半。

★城市因交通工具产生的二
氧化碳占温室气体排放量 30%以
上，提倡多步行、多骑自行车、多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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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绿色荣誉榜
在近两年国际、国内经济发展

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市生产
总值连续两年跻身国内“3000亿
元俱乐部”，2009年达到3300亿
元，增长12%；地方财政总收入达
到521.7亿元，增长12.3%。

郑州减排于创模，低碳于生
活，是催生城市规划新格局的过
程；是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大投
入，促使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的过
程；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发展环
境的过程；是千方百计增绿，让市
民亲绿享绿，改善人居环境的过
程。我市获得了各种荣誉。

11 城区环境空气

质量达标率连续三年达
到85%以上；市辖主要
河流水质逐年好转；全
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保持100%。

22 26 项

创模指标基本
达标；“十一五”
污染减排任务
提前一年完成。

33 无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连续七年被省政府评
为完成环保责任目标
优秀单位。

44 城市环境管

理和综合整治定量考
核连续15年蝉联全省
首位。

55 郑州市先后荣获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
绿化模范城市、中国节能减排
二十佳城市等多项荣誉。

66 郑州市环保局

先后被授予“全国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先进单位”、
“全国环境保护系统先进
集体”等。

□晚报记者 杨观军 通讯员 王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