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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高站位打造美丽建设样板 
 

玉环市以“形态美、环境美、产业美、人文美”为目标，以城镇、

农村等美丽细胞为切入点，搭建“我爱我家”活动等载体，着力打造美

丽建设样板间，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和群众生活品质，全市大气环境质量

年均值已低于 25微克每立方米，达到欧盟二级标准，城区河道水质改善

年度最大，勇夺全省治水工作优秀大禹鼎，荣获美丽浙江考核优秀县市

区，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从 2017 年全省第 49 名 78.54 分，提高到 2018

年全省 36名 85.48分，目前 25个乡村振兴示范村、19个 2A级以上景区

村庄通过评选，“一仓两乡一都”4大国家级品牌成功落户玉环，“玉环

文旦”通过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专家评审。 

一、高位推进，一把尺子量到底 

一是整合资源集中攻坚。将美丽细胞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专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实施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建立起乡镇申报-

联席商议-部门落实运作模式，围绕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省 A级景区村庄创

建，将美丽村部、美丽公路、美丽庭院、美丽农家等美丽元素有机融合，

集中项目打造具有不同主题、独具玉环魅力的精品亮点，并把所有相关

资金全部整合，统一分配管理，避免重复分散补助，确保建一村、美一

村，2018年实施项目 219个涉及资金 1.3亿元。二是规划引领标准明确。

绘就美丽建设发展蓝图，制定《玉环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

（2018—2022）》、《美丽乡村景区化创建三年行动计划》，同时明确美丽

建设“九个一”标准，即：一个美丽的入村口、一条美丽的村道、一弯

美丽的池塘、一所美丽的公厕、一座美丽的村部、一间美丽的讲堂、一

篇美丽的故事、一首美丽的村歌、一批美丽的农家、一项美丽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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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常督常评高标实施。将美丽建设纳入市委市政府考核目标责任书，

结合成效实施奖优惩劣，并实施“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套人马、一

管到底”工作机制，特别在清洁家园建设中，坚持每月“一督查、一排

名、一通报”考核机制，组建 38人督查员队伍，探索“互联网+二维码”

督查考核机制，创新性搭建“玉环垃圾分类智慧平台”，在 260 个行政

村全面推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互联网+二维码”督查工作，目前已完成

8.3万多户农户“二维码”绑定，绑定率达 96%。 

二、内生动力，党群联动美家园 

一是党员先锋先行。紧抓“我爱我家”中心词“我”字，增强市民

主体意识，将政府的行政推动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发挥村干部、党

员和村民代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改造庭院，村干部、党员、村民

代表改造率分别达到 100%、85%和 60%以上。结合《进一步加强农村党员

管理的若干意见》、党员先锋指数考核、党员“1+6”联户制度，将党员

考核与美丽庭院改造率相挂钩。二是群团助力造势。充分发挥妇联、团

委、乡贤等群团力量，举办台州市青少年助力环境整治先锋行动暨我爱

我家·万名“河小二”剿劣作战推进大行动启动仪式，组织巾帼志愿者

开展垃圾分类巡回培训和进村入户宣讲，在各乡镇美丽女性微课堂开展

垃圾分类知识竞赛在全市微课堂转播，辐射 30个群 10000多人。借力乡

贤联谊会凝聚乡贤力量，仅芦浦镇捐赠 550 万元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共

谋家乡发展。三是公众同唱共舞。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多载体多形

式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开展党员先锋先行、小手拉大手、金点子征集等

系列活动，让村干部、党员群众、学生教师、企业职工都参与到“我爱

我家”行动中来，在每个乡镇设立环保志愿者协会分会，每个季度举行

一次大型活动，多方位、广范围营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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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挖内涵，多管齐下筑金巢 

一是打好乡风文化牌。加强对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建成以渔

家风情为元素的坎门东沙社区、以乡村动漫为元素的龙溪山里村、以历

史文化为元素的楚门东西村等一批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和

一般村，并狠抓乡风文明建设，先后完成孔子文化礼堂等近 100 个文化

礼堂的建设，同时全面推广移风易俗，深化“书声玉环―市民经典诵读”

活动，倡导孝老爱亲和节俭养德，积极开展“邻里守望”农村志愿服务

活动。二是打好产业经济牌。深入推进农村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依法

有序推进 59个老旧工业点改造，并建设 24个小微企业园，整合 1000家

以上小微企业入园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村（社区）落后的生产方式。鼓

励指导各地发展民宿、休闲农业等，以龙溪镇山里村“采菊苑休闲农业

采摘园”和干江镇东渔村“花迹民宿”等工商资本投资为代表的一批乡

村旅游项目持续建设中。三是打好环境质量牌。把“三改一拆、五水共

治、四边三化”、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垃圾分类等专项工作有机结合，

拆除脏乱差，邀请设计师团队对原有的入村口和村道进行标志牌设计、

沿路美化提升，做到入村口能体现本村历史文化元素，村道在“畅、洁、

绿、美”的基础上把沿途的风景点、凉亭、自行车点、观景台等节点连

接起来，改出美丽的村道、美丽的池塘、美丽的公厕，打造成村在景中，

景在村中。                                      （美丽玉环办） 

 
临海市“防治控”三位一体，筑牢污染防治“防火墙” 

 
2018年，临海市川南医化园区投资 5.3亿元，通过水、气、固的“防

治控”三位一体全面整治提升，逐步构建污染防治的“防火墙”，以环境



—5— 
 

保护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做优”。固废处置能力由 1.8 万吨/年

提升到 9.3 万吨/年，废水处理能力由 1.25 万吨/日提升至 2.5 万吨/日

以上，废气中有机物去除率达 95%以上，企业实现“三废”达标排放。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8%，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88%。目前，园

区内共有 56家医化企业，其中上市企业 9家。2018年，园区医化产业产

值达 154.1亿元，比 2015年增长 7.31%；财税收入 9.8亿元，比 2015年

增长 81.5 %，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一、防止废水污染。一是全面实现雨污彻底分流。投资近 1 亿元，

推动园区内企业雨污水分流改造，废除全部原有地埋公共污水重力管，

改“暗沟”为“明渠”，改造长度达 100多公里，确保污水彻底收集到位；

二是提升企业高浓废水预处理能力。纳管废水严格执行《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含重金属废水执行一级标准，倒逼企

业建设高效预处理设施；三是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将 207 个地下废水

及母液收集池改为池中罐或地上罐，生产区、污水站等重点区块进行防

腐防渗处理，不同区块采用不同防渗措施，重点区域实施挡水墙；四是

加强雨水排放监管。60 家企业雨排口均安装了自动采样仪，定期进行人

工采样分析，划定雨水责任区，并在上下游安装监控阀门，确保雨排口

“晴天无排水，雨天水达标”的目标；五是全过程监控水质。投资 5000

万元，安装废水在线监控和刷卡排污系统，监控房一律外移厂外，统一

安装视盅，不定期更换钥匙锁芯，安装门禁，防止外部干扰；实行统一

运维，污水可视排放，建设地下水观测井，建立地下水位和污染物浓度

监控预警体系。 

二、加强废气治理。一是源头削减废气产生。严把项目入园关，出

台《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实施现代医药制造模式转型升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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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优化工艺，从源头减少敏感物料使用，2011年至今已淘汰联

苯等项目 17个，拒绝入园项目 70多个，涉及产值约 70亿元；二是加强

过程控制。开展废气整治，医化、合成革行业企业编制并实施“VOCs 达

新标和减排十三五方案”，推进“管道化、密闭化、自动化、信息化”改

造；三是强化末端治理。建成了 26 套 RTO 焚烧装置，3 家离子设施，7

家喷淋末端废气处理设施，保障各污染因子处理率达到 90%以上；四是提

高科技监管水平。建设 RTO 炉温在线监控并与环保监控平台联网，安装

购置飞行时间质谱自动监测仪和监测车，园区边界安装在线 TVOC监测仪

器，实现全天候自动监测。 

三是控制固废污染。一是提高固废处置能力。投资 1.9 亿元，台州

市德长环保有限公司一期改扩建工程今年 4 月份投产，年内完成四期新

建工程，到 2019 年底，达到 9.3 万吨/年的焚烧处置能力；二是规范固

废处置利用管理。开展危险废物“双达标”创建、“规范化整治提升”、“动

态清零”、“标杆式企业创建”等行动，力求“断崖式”减库存，对处置

不及时，堆存不规范的实施限产停产；三是拓宽危险废物处置渠道。投

资 2.77亿元，建成浙江瑞博药业有限公司和浙江华海致诚药业有限公司

2.4 万吨/年的固废焚烧炉，建成浙江永太科技有限公司 9000 吨/年的氟

化盐处理设施，建成浙江海翔川南药业有限公司 9000吨/年的焚烧装置。 

（美丽临海办） 

 

送：美丽浙江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 

发：市委市政府美丽台州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党委、

政府、美丽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