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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2021_2022_XX_E5_8C_B

A_E7_94_9F_E6_80_c25_502575.htm 为深入了解居巢区生态环

境建设与保护的现状，探索建设生态文明的对策与举措，我

们先后深入银屏、散兵等乡镇和国土资源管理、林业等相关

职能部门进行了调研。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可持续的发

展要求与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存在反差。“重发展、轻保护，

重眼前、轻长远”的观念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许多矿山是先

开发后规划设计，开发程序倒置，加之企业普遍存在着只开

发、不恢复,重开发、轻维护现象，给环境带来极大的污染。

同时，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湿地资源利用过度，水资源的

不合理调配与利用等现象也屡禁不止。 二是集约化的发展方

向与粗放经营模式存在反差。许多矿山的开采仍处于“初级

采掘、变卖原矿”阶段，缺乏精深加工的企业和产品；在旅

游开发中，大家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旅游资源没有得

到有效整合，且产业链条不完整，长期停留在过路式观光旅

游阶段，难以凝聚人气、财气，不能最大限度地产生效益。 

三是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与生产经营体制落后存在反差。由于

缺少龙头企业以及品牌的带动，过于零散的农产品经营规模

只能使当地农产品成为市场上的“小角色”，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不强。且能够长时间贮藏，或反季节销售的很少，产

品主要以原料为主，经济效益低下。 四是生态环境优化的发

展方向与保护管理体制滞后存在反差。由于对资源保护的合

理利用管理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行业，存在多头管理、责任

不清、管理不到位等现象，直接影响到对湿地保护、矿山管



理等方面的力度和成效。同时，林业生产上“重造轻管”的

问题仍突出，那种“春天栽树轰，秋后管理松”的现象十分

普遍。 二、措施与对策 （一）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工业 

一要规范矿业秩序。严禁非法开采。按照“禁采区内关停、

限采区内收缩、开采区内集聚”的要求，取缔在风景旅游规

划区内的采矿点，严禁在铁路、重要公路、堤坝两侧近距离

开采，对采富弃贫、乱挖滥采、无证开采的要予以打击。实

行规模经营。按照“建大矿、建好矿，抓矿前、抓矿后，停

小矿、关散矿”的要求，对年开采量在10万吨以下、资源浪

费严重、破坏环境的小矿山，逐步进行关闭。对已获得采矿

权的，合同期满后，收回采矿权，停止开采；合同期未满的

，要采取规费杠杆、安全监督、环境保护等手段限制开采。

坚持可持续发展。严格遵守“开采法制化，污水要净化，废

渣无害化，生态要绿化”的要求，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

发中保护和“谁开发、谁复垦，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

谁治理”的原则。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矿

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措施；给他人生产、生

活造成损失的，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履行赔偿责任。加

快科技进步。全力推进企业技改，提升产业层次，重点发展

矿产品深、精、细加工，实现从原料输出型的浅层次开发向

综合利用的深层次开发转变。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优秀的

管理、技术人才，提高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二要加强土地管

理。严格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严禁随意调整和占

用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强化对土地的集中统一管理，进

一步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和交易制度，全面实行政府统一规划

、统一收购、统一开发、统一储备、统一出让。严格区分公



益性和经营性两种不同性质的用地，严格控制划拨用地范围

，对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进一步明

确用地导向，新增用地计划要向重点行业、骨干企业、高新

技术产业和工业园区倾斜。通过依法收回和收取闲置费等办

法，制止土地闲置和粗放浪费，挖掘现有土地潜力。加大土

地开发复垦工作力度，对限制性项目坚决不供地，对不合理

的用地规模坚决压缩，确保耕地占补平衡。 三要发展新型工

业。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大力发展消耗少、效益高、科技含

量高的生态型工业和无污染的特色工业。在项目引进上，严

格项目管理，严把项目审批关，坚决杜绝新的污染源产生。

要引导企业进园发展，实行工业污染集中控制。在技术改造

上，要鼓励企业研究、开发新工艺、新产品，用高新技术、

先进适用技术和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工业源头和生产

全过程控制工业污染。要发展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实现废物

资源化。 （二）围绕农民增收，发展生态农业 一要优化农业

结构。结合主导产业、区域特色产业，依托现有农业龙头企

业或无公害蔬菜基地等载体，本着因地制宜、相对集中、规

模经营、提高品质的原则，用“引巨龙、扶大龙、聚小龙”

的方式，每年抓好1-2个标准化生产示范区的建设。通过“企

业基地农户”，“资源产品加工销售”的形式，实行种养加

、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促进农产品的就地加工和转

化，形成“闭合”式生态产业链。积极推进“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不断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型产业，着力培

育一批特色鲜明、实力较强的农业生态园,使居巢由农业大区

向农业强区转变。 二要狠抓质量安全。要进一步强化监管措

施，加强农产品生产环境、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工作，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推

行安全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加强质量监管

，建立质量安全依法监管的长效机制。继续加强安全农产品

申报认证工作，积极参与国家级、省级名牌农产品的创评活

动，多创名牌产品，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三要坚持科技

兴农。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大力实施种子、植

保、畜禽水产良种以及科技入户工程，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

献率。进一步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资金投入和财政资金专

项转移支付力度，制订相关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针

对农村普遍存在的化肥农药使用、废弃地膜处理、秸杆焚烧

等问题，积极引导农民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实行秸杆还田,实

现农业生产良性循环。以农民田间学校为主要阵地，结合新

型农民科技项目实施，开展技术培训和环保知识教育，提高

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三）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一

要建新村。加大村庄整治建设力度，清理房前屋后垃圾、杂

草等卫生死角，整顿空心村、废弃房、猪牛圈舍，整合村内

空闲土地，种植花草树木，进一步改变村容村貌。延伸自来

水管网，推广无塔或有塔供水等，实现户户通自来水。加强

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确保村民饮用水安全卫生。大力推广

以沼气为纽带，“猪、沼、粮、果、菜、鱼”等循环发展农

业生态模式，积极推行“一池三改”（改圈、改厕、改厨）

和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能以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推广立体开发，采取塘边养猪种果，

塘内养鱼养鸭，粪便入园肥果、入塘养鱼的模式，提高农业

综合效益。 二要绿荒山。制定全区生态公益林建设总体规划

，本着因害设防、适地适树的原则，以增加森林资源、提高



生态效益为目标，大力发展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扩大生态

公益林总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和经济林，实现“生态建设

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加强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扎实

抓好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等工作。要以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为突破口，全面建立“产权归属明晰，经营主体到位，

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规范有序，服务监管有

效”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 三要治污水。要加强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加强小流域治理，保护水

源地，增加塘坝蓄水量，提高抗旱能力，改善供水条件。要

加大项目编制力度，争取上级资金，加快巢湖流域水污染防

治和面源防治项目建设，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加强工

业企业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大湿地保护力度，有步骤退还湿

地。要通过科学种植挺水、浮水和沉水植物，拦截、吸收、

吸附污染物，保护湿地水体环境，逐步恢复湿地功能，使巢

湖水质有根本性好转。 （四）着力保护完善，开发生态旅游 

一要制定完善旅游发展规划。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依托

环湖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结合巢湖污染治理、防洪保安

、航道建设等，突出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两大主题，做活水

文章，构建面向“长三角”地区的旅游休闲度假基地。要编

制好巢湖北岸旅游规划，加大旅游规划管理力度，坚持开发

与保护并重，做到“宁慢不快、宁空不盖、宁留不卖”，确

保每一座建筑都是景点、每一个景点都是精品。 二要打造旅

游精品项目。在生态旅游开发上，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自然人

文景观，而要综合利用“山、水、田”，作特色发展大文章

。开发一批“山村农家游”、“水乡农家游”、“渔家乐”

、“田园农家游”，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使我区



的旅游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 三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按

照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整合所有与旅游

相关的部门资源，集中财力，捆绑资金，加强交通、卫生环

保、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要进一步改善旅游交通条件

，科学设计旅游线路，合理串联，使各景区景点连起来、热

起来、亮起来，真正为景区开发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

，要加大对导游的生态教育,使其有引导游客保护自然的意识,

要选择具备生态旅游条件的目的地,尽量避开那些脆弱、敏感

的生态地域。 四要加大旅游招商力度。要制定优惠政策，拓

宽招商引资渠道，编制完善旅游招商项目指南，认真做好旅

游招商项目的包装、论证和发布工作，建立有吸引力的旅游

招商项目库，坚持内资、外资并重，国资、民资并举，扎实

做好旅游招商引资工作。与此同时，要创新经营机制，开拓

旅游市场，逐步形成大框架建设、多元化投入、全社会办旅

游的格局，为发展大旅游、培植大产业注入源源动力。 （五

）加强生态管理，促进生态文明 一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要

强化生态教育，运用多种教育手段和大众传媒工具，广泛宣

传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观。要大力倡导节能环保、爱护生

态、崇尚自然，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形成节约环保光

荣、浪费污染可耻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社会氛围。要教育广大干部牢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

政绩观，强化资源忧患意识，增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 二要强化政府调控。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

、行政、规划等手段和产业政策，对全区生态资源的总量、

配置及开发方式、规模、强度进行控制，协调好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资源间的矛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要建立完善



相关制度。要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对生态资源进行统一

管理、调度、调剂。将以往资源使用权的分配改作资源收益

权的分配，使生态资源利用率高、效益好的企业和个人优先

获得使用权，确保生态资源收益的最大化、配置市场化。要

抓紧建立完善地区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评价体系，

完善相关制度，将考评结果纳入各级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并

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和评优创先环保“一票否决”制，促进

我区“四个文明”协调快速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