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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报送《青浦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总结及
自评报告》《青浦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自

评表》的报告
（代拟稿）

上海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根据上海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

市各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指标及权重分配〉〈上海市各区

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指标评分细则〉的通知》（沪生建办

〔2021〕3 号）等文件相关要求，我区认真梳理总结，现对污染

防治攻坚战进展情况、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考核自评表予以上

报。

附件：1.《青浦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总结及自评报告》

2.《青浦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自评表》

中共青浦区委 青浦区人民政府

202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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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青浦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总结及自评报告

上海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十三五”期间，青浦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坚持把生态绿色作为青浦的发展底色，

全力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水、

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扎实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取得关键进展。2020年，全区19个国考、市考断面水质目标达标

率100%，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94.7%，水质优良率（达到或优于Ⅲ

类水质比例）68.4%，较2017年分别提升31.6%、47.3%和31.6%。

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率85.5％，较2017年（68.2%）上升17.3个

百分点，PM2.5的平均浓度为34微克/立方米，较2017年（47微克/

立方米）下降27.7%。

2018年至2020年，青浦区无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或者特别

重大生态破坏事件发生情况。生态环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保

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现就污染防治攻坚战成

效总结如下：

一、党政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青浦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高度

重视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自2018年至2020年间，在区委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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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专题会上研究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0次，在区政府常务会、

区政府专题会议学习研究部署工作46次。

建立了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相关领导协调推进机制，形成

了统筹协调、督办检查、追责问责等工作运行模式。具体成立了

青浦区生态文明领导小组、青浦区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青浦区“三大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青浦区河长制办公室等

工作体系，开展定期调度和督促检查，攻坚各项重点环保工作。

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和上海市关于环保督察工作的部署和要

求，有效建立了青浦区环境保护督察制度。2018年至2020年期间，

开展了固体废物、水环境、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等区级专项环

保督察工作，督促落实各级党委、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切实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将生态环

境保护监督列入年度工作计划。2018年至2020年期间，积极开展

《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和大气污染防治、垃圾分类等法

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了各年度本区环境状

况及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于2019年审议通过《上海市

青浦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办理了《关于建议区人

大持续跟踪监督推进本区垃圾分类和减量化工作的议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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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区人大加强青浦区垃圾分类和末端处理管理工作监督的议案》

等。对本区中小河道整治工作、水资源保护利用推进情况、生活

垃圾全程分类管理、绿色办博、疫情期间医疗废弃物管理等环保

相关工作进行监督调研。创新引入第三方评估监督工作成效，积

极联合吴江嘉善人大对示范区水环境联保共治进行调研监督，有

力推动本区生态文明建设。

三、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1.全面打赢碧水保卫战

一是切实加强水源地保护工作。完成饮用水源保护区划调整，

194家二级水源保护区工业企业关闭清拆全面完成。二是有效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完成7家城镇污水厂一级A+提标改造和扩建工程，

全区城镇污水处理能力达到42.9万吨/日，基本实现保留村农污全

覆盖。雨污混接改造方面，截至2020年底已全面完成632处市政、

企事业、沿街商户和其他混接点改造以及256处住宅小区雨污混接

改造。三是严格管控农业农村污染。完成所有畜禽养殖场关闭退

养，调整了禁养区规划。化肥农药亩均施用量分别控制在24公斤

和1公斤以下。麦子全面退出种植、测土配方肥覆盖率达到90%以

上。四是全面落实河湖长制。于2017年在全市率先完成河湖长制

全覆盖。实行河长办实体运作，推进河长办、水务所集中办公。

2018年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级河湖管理事务中心，2020年青浦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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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河长工作站建设，进一步夯实河长制工作堡垒。赵巷镇、徐

泾镇、重固镇、朱家角镇、金泽镇5个街镇获得上海市首批“河长

制标准化街镇”称号。并与吴江、嘉善两地共同践行“联合河长

制”。2017年完成城乡中小河道整治68条，2018年整治完成191条

存在黑臭现象的河道。2018-2020年共消除劣Ⅴ类水体821个，全

面消除劣Ⅴ类水体并分批向社会公示，并通过市级复核验收。五

是积极推动长江保护修复工作。积极响应“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就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及时进行了梳理，

自查自纠并有序落实各项专项整治方案。

2.全面打赢蓝天保卫战

一是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顺利推进383台燃油燃气锅炉提标改

造工作。积极推广光伏发电项目，自2018年到2020年，新增企业

及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27.93兆瓦。二是加快调整运输结构。

青浦区2018-2020年度新增或更新纯电动公交车128台，建设公交

充电桩可同时服务115辆，社会充电桩2079根，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三是全面深化扬尘防治。区内共有152个建筑工地，12个搅拌站和

25个码头堆场安装了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并与市级平台联网开展建

筑工地扬尘在线数据执法应用。四是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编制

印发了《青浦区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青府办发〔2018〕61号）》。

2018年至2020年期间，共有907家工业企业纳入空气重污染应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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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管控名单，按黄、橙、红3个应急响应等级落实减排措施。

3.全面打响净土保卫战

一是逐步完善土壤污染源头预防措施。建立了土壤污染重点

企业隐患排查制度，完成50家重点企业隐患排查报告备案，8家土

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落实了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拆除设备土

壤污染防治备案9家。开展了3家工业园区和1家生活垃圾处置企业

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督性监测，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开展了土

壤污染环保专项检查,累计出动89批次，共计205人次，共检查土

壤重点企业和一般企事业单位99家。二是不断加大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防治力度。建立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

度。完成70幅出让地块调查专家评审；开展了污染地块安全利用

率核算工作，全区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100%。三是农用地土壤污

染防治取得实效。建立了农用分类管理制度。落实了练塘镇28亩

受污染农用地严格管控措施；建设用地减量化地块土壤检测全覆

盖。加强了超标复垦农用地监管措施，开展了2个复垦农用地土壤

治理工程试点。3个非正规生活垃圾堆点整治项目已完成。四是聚

焦预防重金属污染。“十三五”期间共计完成重金属污染物减排

项目削减量220.14千克，减排比例60.74%，满足“土十条”考核

要求。落实源头减量，严格控制新增重金属污染，加强工业项目

准入评审，严禁在规划工业区块外新增重金属污染工艺项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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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电镀行业涉重金属企业。

4.擦亮绿色底色提升人居品质

一是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成2016至2019年度农村

村庄改造，共涉及11个街镇、79个行政村、38241户。全区184个

行政村全要素、全覆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完成试点区

建设12大类43项具体目标任务。结合“三大整治”专项行动，深

入推进以“十清、二查、一改变”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村庄清洁行动，农村面貌全面提升。荣膺入选2019年度全国20

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激励县之一，获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

项奖励。二是稳步推进生态资源建设。完成绿地建设61.49公顷、

生态绿道20.3公里、屋顶绿化15039.4平方米。改造街心花园2个，

新增城市公园3座。“十三五”末全区绿化覆盖率达43.3%，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10平方米。全面实施青松生态走廊等重点生态廊道

造林，完成一般公益林200亩，“十三五”末陆域森林覆盖率达

18.2%。三是巩固加强垃圾分类处理。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5%，

干、湿垃圾和可回收物分类处理量实现“一减两增”，无害化处

置率达100%。我区成功通过垃圾分类示范区复核。四是积极推进

城市精细化整治。深化“三大整治”，拆除违法建筑97.4万平方

米；开展“1+5+8”安全综合整治，65个成片整治地块已完成47个。

5.稳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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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率先完成全区固定源污染排污许可全覆盖。青浦区积极

推进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发证登记排查工作。截止2020年底，全

区实际共核发排污许可证291家，登记管理3263家。顺利完成全区

固定源污染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得到了生态环境部表彰。二是

基本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大力推动青浦区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工作，制定出台了《青浦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实施方案》，

组织开展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例实践，已启动3个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案例，现已完成1个，另外2个在办理中。三是服务两大国家

战略体现新作为。示范区建设进入密集施工期。示范项目加快推

进，元荡1.2公里生态岸线贯通，朱家角古镇创建国家5A级景区通

过景观质量评审。进博会溢出效应进一步显现。24个配套项目按

期完成，市容环境、市政设施、公共配套不断完善。优化“1+8”

网格巡查和一体化养护保洁，进博会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模式

获上海市首届“城市治理最佳案例奖”。

6.统筹协调疫情防控环保工作

一是持续落实好医疗机构污水和医疗废物的规范处置。全区6

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按照特性进行分类收集、消

毒后专区存放，统一由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中心进行收运处置。

医疗废物收运、处置等工作开展平稳有序，能做到日产日清的要

求。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均正常运转，均加强了污水消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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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医疗机构污水接触池出口总余氯均符合大于6.5mg/L的消毒要

求。8个临时隔离点通过抽水马桶投加含氯消毒剂实施污水消毒工

作。二是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消毒工作良好。全区城镇污水处理

厂尾水消毒设施均正常运转，消毒药剂储备充足，由专人24小时

负责消毒药剂加药工作。各污水厂持续开展污水粪大肠菌群指标

自测或委托监测，区生态环境局对各污水厂尾水粪大肠菌群开展

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均达标，污水处理厂污水消毒效果保持良

好。

四、资金投入使用情况

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不

断加大生态环境财政投入力度。同时依据“政府主导、政策扶持、

多元投入”机制，不断拓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融资渠道，以

市场为主体，通过政府投入、市场融资、企业自筹等多种融资方

式筹集资金，大幅提高环境保护投入。

五、特色工作

青浦区委、区政府秉持生态文明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相关工作。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先后制定印发了《上海市青浦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规划》、《上海市青浦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等制度性文件，紧紧围绕生态制度、生态安全、生态空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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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态生活、生态文化等六大体系，确定并实施九项任务工

程。自提出创建目标以来，青浦区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紧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申报材料和建设指标，始终把保

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作为核心任

务，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全力突破，取得成效。

已完成青浦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区实施方案中68项任务和11个街镇

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达标评估工作。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40项指标已全面达标，现已做好申报前期的各项预备工作。

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我区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一定的成

效，但是与上级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对标更高的生态绿色发展

指标，生态环境质量与控制目标存在一定差距。生态环境保护与

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交织，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

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十四五”期间，生

态环保工作任重道远。我们要保持攻坚力度、延伸攻坚深度、拓

展攻坚广度，稳中求进，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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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青浦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自评表

考核内容
序

号
考核指标

权重

评分部门
执行

情况

自评

分
Ⅰ类

区

Ⅱ类

区

党政主体

责任落实

情况

1
专题研究部署和督促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

况

2 市生态环境局 完成 2

2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机制建立和推进情况
2 市生态环境局 完成 2

生态环境

保护监督

情况

3
监督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情况
2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
完成 2

生态环境

质量状况

及工作目

标任务完

成情况

4
生态环

境质量

改善

细颗粒物

（PM2.5）浓度达

标及改善情况

12 市生态环境局 -（1） -

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达标

及改善情况

6 市生态环境局 - -

地表水环境质

量考核断面达

标情况

16 12
市生态环境局牵

头，市水务局配合
- -

5
生态环

境风险

管控

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率指标

完成情况

/ 4
市农业农村委牵头，

市生态环境局配合

28亩受污染耕地除已种植林木及低洼地

面积9.5亩外，剩余的18.47亩面积中17
亩蔬菜地及1.47亩果树已完成清除工作，

并已围网隔离、设立标识,禁止种植农产

品

4

污染地块安全

利用率指标完

成情况

10 6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

市规划资源局配合
100% 6

6
污染物

排放总

量控制

二氧化硫排放

量减少指标完

成情况

/ 2 市生态环境局 累计削减 3503.76吨，削减率 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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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序

号
考核指标

权重

评分部门
执行

情况

自评

分
Ⅰ类

区

Ⅱ类

区

氮氧化物排放

量减少指标完

成情况

4 2 市生态环境局 累计削减 807.17吨，削减率 49.92% 2

化学需氧量排

放量减少指标

完成情况

/ 2 市生态环境局 累计削减 158.09吨，削减率 24.77% 2

氨氮排放量减

少指标完成情

况

/ 2 市生态环境局 累计削减 20.25吨，削减率 24.64% 2

7

污染防

治攻坚

战工作

目标

重污染天数消

除情况
2.25 2 市生态环境局 - -

区域降尘量达

标情况
2.25 2 市生态环境局 - -

单位GDP二氧

化碳排放降低

指标完成情况

2.25 2
市生态环境局牵

头，市统计局配合
下降率目标值 2%，2019年下降 5.15% 2

燃油燃气锅炉

提标改造完成

情况

2.25 2 市经济信息化委
目标 313台，2020年 10月 1日前完

成 383台。
2

公共领域新能

源汽车发展和

充换电设施建

设情况

2.25 2

市交通委牵头，市发

展改革委、市财政

局、市国资委、市绿

化市容局、市机管

局、市道运局配合

全面完成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发展和充

电桩建设任务。

2018-2020年度新增或更新纯电动公交车

128台，建设公交充电桩可同时服务115
辆。社会充电桩截至2020年总完成了

2079根。

2

河湖消黑除劣

情况
3.375 3

市水务局牵头，市

生态环境局配合

2018年底全面消除中小河道黑臭。2020
年底，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

2017年城乡中小河道整治完成68条；

2018年完成191条存在黑臭现象的河道。

2018-2020年共消除劣Ⅴ类水体821个，

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并分批向社会公示，

并通过市级复核验收。

3

河湖水面率目

标完成情况
2.25 2 市水务局

根据2020年市卫片监测青浦区河湖面积

为125.2692平方公里，超过2019年的河

湖面积。根据2020年市卫片监测青浦区

2



- 13 -

考核内容
序

号
考核指标

权重

评分部门
执行

情况

自评

分
Ⅰ类

区

Ⅱ类

区

河湖面积为125.2692平方公里，超额完

成考核目标。

雨污混接改造

完成情况
2.25 2

市水务局牵头，市

房屋管理局配合

截至2020年底已全面完成632处市政、

企事业、沿街商户和其他混接点改造以及

256处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

2

生态环境

质量状况

及工作目

标任务完

成情况

7

污染防

治攻坚

战工作

目标

耕地分类管理

情况
/ 2 市农业农村委

制定完成《青浦区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区

域土壤环境保护实施方案》、《青浦区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及《青浦

区受污染耕地严格管控实施方案》

2

疑似污染地块

名单和污染地

块名录建立情

况

2.25 2 市生态环境局 已建立 2

重点重金属污

染物排放量控

制目标完成情

况

2.25 2 市生态环境局 完成 2

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目标完成

情况

/ 2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

市农业农村委、市卫

生健康委、市水务局、

市绿化市容局配合

完成2016年—2019年全部村庄改造

38241户，2020年青浦区无改造任务
2

生活垃圾分类

实效指标完成

情况

2.25 2 市绿化市容局

全年全区干垃圾日均量 488.33吨，比

市级指标减少 30%；湿垃圾日均分类

量 569.73吨，比市级指标增加 50%，

可回收物主体企业日均分类量 204.54
吨，比市级指标增加 60%，实现“一

减两增”目标。全区 10个街镇通过市

级生活垃圾分类实效评估命名及复

核。我区成功通过垃圾分类示范区复

核。

2

森林覆盖率或

林木绿化保有

率指标完成情

况

3.375 3 市绿化市容局
2020年，全区绿化覆盖率达 43.3%，

陆域森林覆盖率达 18.2%
3

人均公园绿地 2.25 2 市绿化市容局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0平方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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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序

号
考核指标

权重

评分部门
执行

情况

自评

分
Ⅰ类

区

Ⅱ类

区

面积目标完成

情况

固定污染源排

污许可证全覆

盖工作情况

2.25 2 市生态环境局 按时全部完成 2

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落实

情况

2.25 2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

市水务局、市农业农

村委、市规划资源局、

市绿化市容局配合

已完成 2

8
疫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情况
2 市生态环境局 完成 2

资金投入

使用情况

9
中央、市级和区级生态环

境保护财政资金使用绩

效情况

2
市财政局、市审计

局分别牵头，市生

态环境局配合

完成 2

10
未完成环境质量约束性

指标的区相关财政支出

增长情况

2
市财政局牵头，市

生态环境局配合
完成 2

公众满意

程度
11

公众对本地区生态环境

质量改善的满意程度
4

市生态环境局、市

统计局
- -

其他 12

特色工作加分
（2） 2

市生态文明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 -

因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被

约谈、挂牌督办或者区域

限批的情况

-2 市生态环境局 - -

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或者特别重大生态破坏

事件发生情况

—
市生态环境局牵

头，市绿化市容局、

市农业农村委配合

无 -

是否达到《打赢蓝天保卫战目标责任

书》、《打好碧水保卫战目标责任书》、

《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考核目标

要求。

— 市生态环境局 是 -

注：（1）“-”可不填写。

（2）每区可申报一项特色工作，包括主要创新点（300字以内）和主要工作成效（400字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