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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先行先试，“防控治”三位一体 

统筹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 

 

台州市围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两个

核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先行先试，“防控治”三位一体统筹推

进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工作,总体进度全国领先，连续三期在全国地

市级培训班作经验介绍，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地级市代表赴京参加土壤污

染防治法草案通过前评估会。全国土壤污染防治经验交流与现场推进会

在台州召开。 

一、强化机制建设，构建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一是加强规划政

策统筹。编制受污染耕地治理修复规划和污染地块治理修复规划，推进

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立法工作。制定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环境监管、

关停搬迁转产污染防治、土壤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治理修复项目综

合考评及成效评估、土壤环境第三方机构备案考核等管理制度。二是推

进空间环境红线管制。全面划定环境功能区划，全市共划分自然生态红

线区、生态功能保障区、农产品安全保障区、人居环境保障区、环境优

化准入区和环境重点准入区 6 大类环境功能区 264 个小区，明确了每个

小区土壤环境质量目标和管控措施要求。三是探索污染地块“一张图”

管理模式。建成台州市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运用先进的三维引擎

+GIS 技术，实现土壤污染和土地环境综合管理利用可视化、智能化、信

息化。全市重点行业企业和拟出具用地规划条件文件的地块矢量空间信

息输入平台，由系统自动进行叠加和预警，实现两部门间的“一张图”

协同管理，实现污染地块全生命周期“一张图”监管。 

二、强化源头预防，形成土壤污染防治的综合施策系统。一是摸清

土壤环境污染底数。专门成立工作协调小组和技术组，统筹推进土壤环

境质量详查。其中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共采集检测土壤及特色农产

品协同调查样品 3547 个；通过建立“协调小组—技术组—专业机构—质

控单位”四方调查工作架构，完成全市 1268 家重点行业企业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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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入采样检测阶段，初步摸清了全市重点行业企业分布及土壤污染风

险。二是加快农用地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依托自然资源部门基本农

田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监测网络、农业农村部门浙江省农田土壤污染监测

预警体系和生态环境部门的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点位，整合形成全市

共计 474 个监测点的农用地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初步建立了农业“两区”

土壤污染监测预警体系。三是深化重点行业整治提升。通过采取“关停

一批、打击一批、整治一批、入园一批”的综合措施，深入推进医化行

业“四化四架空”整治提升和“绿色药都”建设、电镀行业专业化园区

集聚发展、进口固废拆解 “圈区管理”，有效降低了重点行业污染土壤

的风险。 

三、强化分类管控，探索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模式。一是开展土壤

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试点。率先完成温岭市泽国镇全镇域范围 44233 亩农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农用地土壤质量类别划定试点，划定优先保护

类农田 38000 亩、安全利用类农田 5460 亩、风险管控类重度污染农田（禁

种区）773 亩。今年，又在试点基础上，结合农用地详查结果，启动了

全市农用地分类管控方案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编制工作。二是探

索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试点。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控，

开展农用地土壤超标点位“对账销号”行动，目前已销号 32个，销号率

为 72.7%。积极探索建立受污染耕地分类管控模式，全市累计共组织实

施受污染耕地治理修复、安全利用、用途管制试点项目 9 个，试点面积

共计 57000 多亩。初步形成了一套以水稻品种更换、重金属钝化剂与叶

面阻隔剂应用加合理肥水调控相结合的水稻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模

式，以及“轻中度污染农田以种植结构调整和农艺控制为主、重污染农

田以禁种区划定和工程修复为主”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模式。三是强

化工业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重点推进实施重点行业工业企业

退役场地治理修复工程，全市累计完成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 6 个、正

在开展治理修复或风险管控工程 5 个。积极探索推进黄岩外东浦区块、

仙居城南医化园区等关闭搬迁老旧工业园区区域性风险管控项目。针对

历史上“散乱污”或违规企业拆后场地，综合运用规划布局优化、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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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美化、治理修复等手段，确保退役场地的安全绿色利用，实施“腾

笼换鸟”。（台州市美丽办） 

点绿成金 幸福三门 

——“两山”理念的三门实践 

 

近十多年来，三门县切实践行“两山”理念，护美绿水青山，做大

金山银山，持续推进控违、治水、护林、净气、保土、降噪，开展“蓝

天、碧水、绿地、清洁、田园”等六美三门建设，将“生态资本”切实

转化为“富民资本”，推动蟹乡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绿水青山蓄

积的“生态红利”正不断释放。截至去年 12 月，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62.57%，空气质量达到 I、II 级天数所占比例 96.3%，集中式饮用水源

水质、地表水断面水质达标率均稳定保持在 100%。 

一、投入真金白银，守护生态底色。打响生态环境保护战，将绿色

进行到底。2010 年 8 月，三门县委县政府以壮士断腕之心，对 13 家医

化企业进行整治。2017 年，该县又向橡胶产业“低散乱”开刀，累计拆

除“低小散”企业 216 家，整治提升 125 家，关停搬离 25家，淘汰提升

10 蒸吨以下燃煤小锅炉 125 台。2018 年 10 月，启动了总投资 1.42 亿元

的退役场地治理修复工程，对污染土壤和地下水进行生态修复。打响生

态环保类工程攻坚战。2017 年，三门县被列入省“两山（二类）”建设

财政专项激励资金实施对象。全县上下围绕绿色发展抓改革，以 3 年 3

亿元的省“两山”财政专项资金为杠杆，撬动了总投资约 45 亿元的 12

大类“两山”项目建设。今年，该县预计投入财政及社会资本近 20亿元，

通过政府投资及 PPP 等模式，开展全面的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二、深化环境革命，刷新生态“颜值”。近年来，该县以生态文明示

范县创建为契机，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进一步强化污水、垃

圾、厕所、饮用水等民生工程的建设。目前该县全部完成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创建任务，并通过省考核验收，其中蛇蟠乡、亭旁镇、横渡镇成

为省级样板乡镇，沙柳街道、健跳镇、浦坝港镇成为市级样板乡镇，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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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实现“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目标。2018 年该县在获得国家级生态县

称号的基础上，再纵深、再推进、再提高，提出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工作目标，并以“五彩三门”建设为基点，多措并举、狠抓落

实，打造了一批红色亭旁、蓝色蛇盘、橙色花桥、古色横渡等生态文明

体验地。生态创建过程中涌现出一些亮点特色的示范点，如沙柳街道曼

岙村以“美丽庭院”建设为抓手，邀请县级部门、专业画家集思广益，

与 106 户村民结对共建，绘画出村民心中独特的后花园。同时，将廉政

文化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中，营造清廉乡风，一跃成为“网红”村。 

三、打造美丽产业，释放生态红利。通过加快旅游业的发展激发绿

水青山的生态红利，是对“两山”理念最直接、最生动的实践。该县围

绕“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景观”的理念，大力推进全域景区化建设，同

步完善农村公路网络建设，深挖乡村之美，发展全域旅游，推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做大美丽产业。2018 年，全县农家乐接待游客 454.2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5%；直接营业收入 36973.8 万元，同比增加 25%。比如潘家小

镇紧随当前乡村旅游发展步伐，依托优质的自然条件和生态资源，科学

规划，整村重建将人居环境融入到自然美景之中，村中有景，景中有村

的居住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到来。据统计，该村共有 40户经营农家乐，

带动就业 600 余人，每年每户平均纯收入 15万余元，其中“热门店”可

达 30万元左右。同时，花桥镇打造方家渔村旅游品牌，吸引了大批游客

前往欣赏山海风光，品尝小海鲜美味，住在别具一格的渔家风情民宿，

该村每户村民年均收入约 20万元，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

指数。（三门县美丽办） 

 

 

送：美丽浙江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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