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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山水“绿意浓”
构筑生态宜居环境：

摸清我市尾矿综合利用现状，引导企业开展尾矿库综合利
用工作，并及时总结推广经验成果。

推进矿产资源及尾矿资源
综合整治与利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蕴含着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的
思想内涵。洛阳是山水之城，也是旅游之城，同时也面临繁重的脱
贫攻坚、转型发展任务。我们讲生态环境建设要算大账、算长远
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目的就是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共
赢。正所谓“草木植成，国之富也”。一方面，生态的背后是民生，
果林苗木、林下养殖、采集加工、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可直接变现，
带动群众增收；另一方面，环保红线日益趋紧，将有效倒逼经济转
型升级，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特别是当下，宜居
环境已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洛阳建设幸福宜居现代化城
市的过程，也将成为人才、创新等要素集聚的过程，进而激发城市
活力，形成崭新动能。

——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赵西平

构筑生态宜居环境

加快推进“四河同治、
三渠联动”

建设中西部最佳生态亲水城市，实现“水清、岸绿、路畅、惠
民”的总体目标。

●2017年年底前，建设完成截污治污、游园湿地、路网建设
等45项工程，实现城市区入河口全部截流；

●2018年，建设完成引水补源、河道治理、综合整治等167项
工程，实现地表水质全面达标，河渠沿岸适宜绿化区生态绿化率达
到100%，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100%；

●2019年年底，全部完成“四河同治、三渠联动”任务，城市
区水体达到或优于Ⅲ类。

推进中心城区与周边
组团间生态廊道建设

●2018年前，实施高速公路、新310国道、快速通道、铁路、
高铁等主要廊道绿化提升；

●2020年前，完成207国道、311国道、省道、县乡道、村道
及主要河流沿线绿化提升任务。

营造“四季有绿、
三季有花”的城市景观

●2017年，制定完成《洛阳市城市绿线管理条例》；
●2018年，建成投用100个城市游园绿地，完成周山、上清

宫、龙门山森林公园提升工程，建设一批城市景观大道。

完成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目标任务

加大环境监察力度，持续推进燃煤及能源污染防治，加大工
业领域污染防治力度，开展机动车污染和扬尘污染治理，全面控
制农业和社会生活污染，有效减少污染颗粒物排放量。

治污，让蓝天常在空气常新

环境问题被曝光、治污不力被约谈、
污染防治又有新举措……透过《洛阳日
报》《洛阳晚报》开设的“坚决打好环境污
染防治翻身仗”专栏，大版面、高密度的新
闻报道，折射出我市重拳出击、铁腕治污
的坚定决心。

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打响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战，控尘、控煤、控车、控油、控排、
控烧等各项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我市，集中供热普及率低，不仅是
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而且也给环境
污染防治带来不小压力。今年，我市提出
新增集中供热面积1000万平方米，使集
中供热普及率由原来的40%提高到70%
以上。

一年提高至少30个百分点，难度不
言而喻，如何实现？答案是“冬病夏
治”。今年开春至今，一场冬季集中供

热施工大会战全面展开，不分昼夜、全
力推进。

供热季将至，建设者们给出了一个温
暖的答案：截至目前，完成新增集中供热
面积1030万平方米，新建换热站90座，
进度超出预期，提前完成目标。

集中供热问题的突破，仅是我市推进
环境污染防治的一个缩影。目前，“双替
代”改造、燃煤散烧治理、火电行业达标排
放、“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秸秆禁烧、黑
臭水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各项工
作扎实推进，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志
在必得。

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也
需要公众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
乘坐公共汽车、使用清洁能源、不乱丢垃
圾……如今，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的
思想和行动自觉正蔚然成风。

（上接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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