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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扬攻坚指办〔2024〕11 号

 

关于印发《扬中市长江干流通江支流水质
稳定达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区）、相关部门：

为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加强水污染治理，根据省市

相关要求，现将扬中市长江干流通江支流水质稳定达标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24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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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长江干流通江支流水质稳定达标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开展长江干流通江支流水质稳定达标专项行

动的指导意见》，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确保我市3条通江

支流水质稳定达到Ⅱ类目标，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国和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等要素，以通江支流为抓手，聚焦总磷污染控制，溯源查清问

题根源，坚持科学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深入打好长江保

护修复攻坚战，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目标

一级管控支流（3条，共设3个省考断面）：三茅大港扬子桥

断面、联丰港何家大港闸断面、新坝大港万福桥闸断面总磷年均

浓度低于0.1mg/L（Ⅱ类）。

二级管控支流（王陆港）：王陆港支流总磷年均浓度达到

0.2mg/L及以下。

三、重点任务

（一）强化工业源总磷污染治理。一是开展涉水企业排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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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督促废水不能达标排放的工业企业限期整改，整改无望的依

法关停。2024 年 4 月底前，完成涉水企业排查；2024 年底前，

完成 70%的整治任务；2025 年底前，完成全部整治任务。二是

开展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推进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分

类收集、分质处理，加快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能力建设。2025

年底前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应配套专业的工业废水处理厂，未配

套到位的，暂停涉水项目环评审批。三是规范涉水企业雨水排放

行为，2024 年底前，化工、电镀、原料药制造、冶炼、印染五

大重点行业工业企业按照《江苏省重点行业工业企业雨水排放环

境管理办法（试行）》（苏污防攻坚指办〔2023〕71 号），完

成雨水排口规范化建设。（扬中生态环境局、住建局按职责分工

牵头负责，经发局配合，各镇、街、区人民政府负责具体落实。

以下均需各镇、街、区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二）深化生活源总磷污染治理。一是加快实现城镇生活污

水全收集。城市污水处理厂平均进水化学需氧量浓度低于 260 毫

克/升、乡镇污水处理厂低于 150 毫克/升的，开展“一厂一策”

系统化治理。2024 年 6 月底前，按照 2028 年城市生活污水全收

集排定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与改造计划；2025 年，县级以

上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达到 88%，努力达到 100%。二

是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新一轮提标改造工作，运行负荷率高的城

镇污水处理厂要结合城市污水专项规划和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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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加快推进污水处理能力建设， 2025 年底前，全市城镇污水

处理厂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

2022）要求提标改造到位。三是推进船舶生活污水纳入市政管网。

完善港口码头生活污水接收设施，将船舶生活污水按照城市生活

污水实施管理，并纳入市政管网，加快建立船舶污染物“船—港

—城”一体化处理模式。（住建局、扬中生态环境局、交通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三）狠抓农业面源总磷污染防治。一是强化农田退水治理，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相关重点区域，按照“轻重缓急”有序

推进农田排灌系统循环生态化改造，沟渠内积存的夏季栽插期首

轮和次轮退水应尽量回用，并通过水稻直播改机插、秸秆离田综

合利用等措施，持续巩固治理成效。2025 年底前，典型规模化

农田灌区及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域上游汇水区域完成农田

退水治理任务，减轻对水环境的影响。二是加强池塘养殖规范化

管理，全面摸排规模以上养殖池塘底数。2024 年 9 月底前，建

立池塘养殖名录档案；2024 年底前，完成 70%的整治任务；2025

年底前，全面完成整治任务。三是强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2024

年底前基本完成整改。（农业农村局、扬中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按

职责分工负责）

（四）推进生态降磷控磷工程建设。一是推进长江干支流沿

线生态缓冲带工程建设，按照岸线功能分区及管控要求，开展长



5

江自然岸线恢复和受损岸线整治，依据《江苏省河湖生态缓冲带

划定及综合管控技术指南》（苏环办〔2022〕322 号），推进长

江干支流 2 公里范围内生态缓冲带工程建设。二是构建生态安全

缓冲区，按照《江苏省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苏环办〔2021〕49 号）及建设技术指南，针对城镇污水处理

厂、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因地制宜建设尾水湿地净化工程，

对处理达标后的尾水进行再净化。（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水利局、

扬中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监测监管能力建设。一是加强水质实时监测，推

进一级管控支流省考断面水质自动站建设。适时对水质较差的断

面开展加密监测或提级管理，推动建立水质、水文等监测数据共

享互通机制。二是加强排污口监督管理，对长江排污口排查整治

工作进行“回头看”，高质量完成整治任务，同时向纵深延伸，

2025年底前完成全流域排查。以工矿企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

污口为重点，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推动有条件的入江排污口安装

在线监测监控设备，实现同步监测预警。三是开展汛期总磷污染

强度监测分析，加强溯源排查，进一步推动面源污染防治工作。

（扬中生态环境局牵头，水利局、住建局、交通局、农业农村局、

扬中海事处等部门配合）

（六）加大环境执法监管力度。一是突出工业园区和重点企

业，坚持日常执法与专项执法相结合、线上监管与线下抽查相结



6

合，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固危废非法转移、倾倒、

处置和废水偷排、直排、稀释排放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确保生

态环境安全。二是持续开展打击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

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利用监管平台、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提升

违法线索发现、分析、溯源能力，重拳打击篡改、伪造自动监测

数据行为，加强典型案例公开曝光，切实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

起，形成震慑。（扬中生态环境局牵头，经发局、公安局配合）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开展长江干流通江支流水质稳定达标

专项行动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落实长江大

保护的重要内容，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结合一、二级管

控支流清单及年度目标，加快建立工业、生活、农业等污染源清

单、问题清单及治本工程清单，逐一整改，确保取得实效。

（二）加大资金投入。要加大对长江总磷污染控制的投入，

围绕工作目标，重点强化工业、生活、农业污染源治理，加强生

态缓冲带保护修复、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监测监控能力提升等，

排定工作计划和重点工程，逐年稳步推进。通过争取环保贷、环

保担、低息贷款等方式，引入第三方社会资本。积极申报项目，

争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和省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

工程项目补助资金支持。

（三）强化成效考核。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将纳入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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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污染防治攻坚成效考核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要内

容。对工作任务完成滞后或未达到考核目标的单位和部门，将在

高质量发展考核、污染防治攻坚成效考核中扣分，情况严重的依

法依规追责问责。对成效突出、效果明显的予以通报表扬，并在

相关评比和资金分配方面予以倾斜。

附件：扬中市一、二级通江支流管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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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扬中市一、二级通江支流管控清单

序号 市（区） 一级支流名称 断面名称 二级支流名称 与考核断面位置关系

1 扬中市 联丰港 何家大港闸 /
2 扬中市 新坝大港 万福桥闸 /
3 扬中市 三茅大港 扬子桥 王陆港 上游 1k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