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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二版）
措施序号 12：已完成。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 《关于
做好绿色矿山“回头看”后续
工 作 提 升 质 量 有 关 事 项 的 通
知》（桂自然资办 〔2022〕 403
号） 工作要求，组织开展 2023
年绿色矿山评估验收检查，组
织绿色矿山行业专家到矿山现
场 开 展 绿 色 矿 山 评 估 验 收 及

“回头看”，不断优化和规范创
建程序和标准，进一步提升绿
色矿山创建质量。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市共建成绿色矿山 69
座，其中自治区级绿色矿山 8
座。

措施序号 13：已达序时进
度。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

《柳州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
案》（2021-2025年），以“自然
修复为主，工程修复为辅”原
则，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
山分区、分类、分阶段治理。
以点带面，加快推进全市历史
遗留矿山治理工作，《柳州市

（柳江、柳南、融安） 历史遗留
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重大工程
实施方案》 被纳入第一批自治
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大工程
项目库，获自治区专项补助资
金 5000 万元，共完成 17 座历史
遗留矿山的勘查和施工图设计
并已进场施工；编制完成 《柳
州市 （柳城） 历史遗留矿山生
态修复自治区重大工程实施方
案》《柳州市 （城区、融水、鹿
寨） 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
治区重大工程实施方案》，并纳
入第二批自治区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重大工程项目库。

措施序号 14：已完成并长
期坚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牵头开展 2023 年自然资源执法
监察巡查工作、打击非法勘查
开采矿产资源专项行动、以工
程建设和修复治理名义违法采
矿行为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整
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秩
序专项工作等专项整治工作，
全面严厉打击非法勘查开采矿
产资源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矿
产资源合理勘查开采秩序。强
化 联 合 执 法 力 度 ， 持 续 落 实

《柳州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移送
涉嫌自然资源犯罪案件工作制
度》《柳州市制止和查处自然资
源违法犯罪行为联席会议工作
制度》 和 《柳州市制止和查处
自然资源违法犯罪行为联系配
合机制》，与公检法部门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通报矿产资源重
大案件查处情况，协调解决工
作配合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共
同研究制定预防和查处矿产资
源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措施。
2023 年，全市共开展矿产巡查
3810 次，巡查共发现矿产违法
行为 53 起，制止 53 起；开展打
非行动25次，出动人员约308人
次，取缔非法采矿点 19 个，依
法扣押设备20台。

措施序号 15：已完成并长
期整改。市水利局全面加强柳
江河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
严格落实河道采砂监管“四个
责 任 人 ” 制 度 和 责 任 追 究 制
度，常态化严格排查监管河道
管理范围内采运砂机具和碓砂
场、上砂点等采砂堆砂作业场
所的合法手续和管理情况，建

立联合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借
河道、航道、涉水工程等整治
疏 浚 之 名 的 非 法 采 砂 行 为 。
2023 年，市水利局联合市检察
院、柳州海事局等部门，利用
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及人工
巡查等方式，在柳江流域开展
河道非法采砂联合执法行动，
共巡查河道长度 6934 公里，水
域面积 5396.36 平方公里，查处
非法采砂案件 16 起、非法运输
无 合 法 来 源 证 明 砂 石 案 件 31
起、禁采区内违法滞留案件 1
起，累计罚没 206.7 万元。柳州
海事局对砂石采运船舶实施进
出港报告管理，累计安全监管
砂石运输船舶进出港 24502 艘
次，保障砂石安全运输 184.81
万吨。市市场监管局配合开展
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共排查开采点、砂石加工点362
家次，确保开采点、砂石加工
点等市场主体合法经营。

四、自然保护地保
护不力、管理不严问题

问题十三：在两次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后，一些地方
依然没有真正把督察整改作为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推进，自
然保护地内采矿取石、违建别
墅等问题时有发生，一些既往
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一些地
方和部门保护意识淡漠，法治
意识不强，重建轻管，保护地
内的违规开发建设问题频发。

整改时限：2022年6月底前
基本完成，2025 年 12 月底前完
成历史遗留矿业权问题整改。

整改进展：部分已完成，
其他按序时进度推进。

措施序号 18：已达序时进
度。市林业和园林局、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加快推进全市自
然保护地内历史遗留合法矿业
权问题整改，对矿区部分范围
与自然保护地重叠的矿业权，
扣除重叠部分后保留矿业权。
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完
成全市 16 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预案编制工作，结合该项工
作，阶段性完成了6宗历史遗留
合法矿业权与自然保护地重叠
范围调整。

措施序号 19：已完成并长
期坚持。2023 年，市林业和园
林局将自然保护地和湿地保护
管理工作纳入林长制考核管理
的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自然
保护地管理巡查工作，利用人
类活动遥感监测、森林督查图
斑等现代信息手段，开展自然
保护地专项检查、自然保护地
明察暗访行动等实地核查工作7
次，及时发现和查处涉及自然
保护地的违法违规问题。组织
开 展 柳 州 市 “ 绿 网 · 飓 风
2023”专项行动、柳州市打击
破坏林草湿资源专项行动，全
面排查整治违规开发建设等破
坏林草湿资源违法行为，切实
保护好林草湿资源。

五、基础设施短板
明显问题

问题十六：广西基础设施
欠账多、建设慢，生活污水集
中 收 集 率 远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但各地普遍重视不够、投
入不足。广西上报 2020 年设区
市 生 活 污 水 集 中 收 集 率 仅 有
44.8%，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全区 14 个地市中有 5 个地
市的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不足
30%。即便如此，生活污水集中
收集率仍然存在较大“水分”。
比如北海市上报的生活污水集
中收集率为 85.8%，号称全区第
一 ， 但 挤 掉 工 业 废 水 的 “ 水
分”后，真实生活污水收集率
不足50%。存在类似情况的城市
生活污水处理厂还有 41 家，数
量占比在30%以上。由于收集率
过低，全区121个城镇污水处理
厂中，23 个处理水量负荷率低
于70%，35个进水化学需氧量平
均浓度低于 100 毫克/升。污水
收 集 管 网 建 设 和 改 造 力 度 较
弱，特别是对老城区管网建设
问 题 重 视 不 够 。 2018—2020
年，自治区共建设 1888 公里污
水管网，仅有997公里建在老城
区，加之管网错接漏接问题严
重，无法有效收集生活污水，
全区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平均进
水浓度没有提升，部分污水厂
处理负荷甚至下降。

整改时限：2025 年 12 月底
前。

整改进展：部分已完成，
其他按序时进度推进。

措施序号 21：已完成。全
市“一主三新”建成区的排水
管网普查工作基本完成，清查
全市 2980 公里各类排水管网的
覆盖现状、功能状况、错接混
接漏接等基本情况及排水户接
入情况，并形成管网排查检测
报告，推动开展错混接问题整
改。

措施序号 22：已达序时进
度 。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按 照

《柳州市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实施方案 （2022-
2025）》，分年度推进落实污水
管网建设改造。2023 年完成污
水管网建设改造 39.856 公里，
实施建设以来，已完成污水管
网建设共计 171.856 公里。2023
年 城 市 污 水 集 中 收 集 率 达
65.32%，完成自治区下达的柳州
市 2023 年城市污水集中收集率
达到65%的目标任务。

措施序号 23：已达序时进
度。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重点推
进城镇以及镇级污水处理厂建
设，推动 10 个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其中 7 个已完成提标改
造。

措施序号 24：已完成并长
期坚持。市财政局、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等部门加大污水集中
收集处理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
度，提升污水收集处置能力。
2023 年，我市投资市本级太阳
村镇、石碑坪镇污水处理厂项
目建设合计约 1.24 亿，市本级
安排污水处理费2.3亿元。

措施序号 25：已达序时进
度。各县持续加强辖区内县域
污 水 处 理 厂 运 营 管 理 ， 柳 城
县 、 鹿 寨 县 、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三江侗族自治县4县共启动
污水处理厂建设改造工程项目6
个，目前已完成柳城县、鹿寨
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共5个建设
改造工程项目；加强排水设施
维 护 ， 加 大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力

度，确保污水应收就收，全市5
县共完成生活污水管网建设改
造20.826公里。

问题十九：危险废物管理
能 力 薄 弱 ， 存 在 较 大 环 境 风
险。一些重点发展行业危险废
物处置能力空缺，广西至今没
有 电 解 铝 行 业 大 修 渣 处 置 能
力。废铅酸蓄电池大量流入非
法市场，非法收集处置问题仍
然突出，对环境安全构成隐患。

整改时限：2024 年 6 月底
前。

整改进展：整改工作已完
成。

措施序号 32：已完成并长
期坚持。市生态环境局依托广
西固体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实施
危险废物动态监管，常态化实
施危险废物动态监管，督促危
险废物产生单位和危险废物经
营单位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申报
登记、管理计划备案、市内及
省内跨域转移计划网上备案管
理和转移电子联单制度，强化
危 险 废 物 全 过 程 环 境 监 管 。
2023年，全市共554家企业完成
了 2022 年危险废物年度申报登
记备案，589家企业完成2023年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危险
废物重点监管企业申报登记和
管理计划完成率为 100%。按照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3 年危险
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方案
要求，全市共完成125家企业的
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
工作，其中产废单位108家 （重
点产废单位72家），经营单位17
家，重点督促企业落实危险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标
识制度、管理计划制度、申报
登记制度、源头分类制度、转
移联单制度、经营许可制度、
应急预案制度、业务培训及贮
存设施管理等危险废物规范化
管 理 要 求 ， 自 治 区 对 柳 州 市
2023 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评
估评级为A。市交通运输局等部
门加强对路面危险品运输车辆
检查，严厉查处非法转移、倾
倒和处置危险废物行为。

措施序号 33：已完成并长
期 坚 持 。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结 合

“双随机”及危险废物标准化评
估工作，把全市所有铅酸蓄电
池经营单位列为危险废物标准
化评估工作重点监管单位，加
强废铅酸蓄电池产生源管理，
严厉打击非法收集处置废铅酸
蓄电池的违法行为。

八、北海市等地生
活垃圾处理短板明显、
环境风险突出问题

问题三十六：2020 年广西
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2.9 万吨/日，
但无害化处置量仅有 2.09 万吨/
日。一些规划处置设施建设进
度滞后，《“十三五”广西城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规划》 提出新建及续建的 45 个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项 目 ， 截 至
2020 年年底尚有近 1/3 未建成。
51 座在役垃圾填埋场，有 24 座
超量填埋，实际填埋量达设计
处置能力的 180%。填埋场大幅
超量填埋及运营管理不规范，
导致超量产生的垃圾渗滤液得
不到妥善处理，截至 2020 年年

底，全区填埋场垃圾渗滤液积
存量高达 58.2 万吨，环境风险
十分突出，各种环境违法问题
也随之而来。北海市生活垃圾
焚烧厂项目自 2012 年 6 月立项
后，至今仍未建成。北海市生
活垃圾填埋场长期违规倾倒垃
圾渗滤液至市政管网，2016 年
以来累计偷排量达 53.56 万吨。
南宁市横州市 （原横县） 第二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收集不
完 全 ， 垃 圾 渗 滤 液 直 排 外 环
境，外流渗滤液化学需氧量浓
度超出排放标准 143.7 倍。贵港
市桂平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
液处置设施长期闲置，伪造渗
滤液处理设施运行假象，骗取
治污资金。岑溪市马路镇中林
村生活垃圾处理中心存在垃圾
露天焚烧污染环境问题。

整改时限：2025 年 12 月底
前。

整改进展：部分完成，其
他按序时进度推进。

措施序号 43：已达序时进
度。市城管执法局等部门按照

《广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
规 划 （2020—2030 年 ） 》 要
求，重点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设施建设，推动开展鹿寨县
和融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项目建设。鹿寨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已于 2022 年 5 月 28 日
建成投入运行，实现生活垃圾
零填埋，2023 年共焚烧处理鹿
寨县生活垃圾 8.57 万吨；融安
县 生 活 垃 圾 焚 烧 发 电 厂 （一
期） 已于2023年12月18日建成
投入运行，项目设施处理规模
为 500 吨/日，目前正在统筹计
划接收柳城县、融水苗族自治
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生活垃圾
协同处理。随着融安县垃圾焚
烧项目的建成投用，我市县城
原生生活垃圾将逐步实现焚烧
处理，县级垃圾填埋场环境污
染风险问题将得到根本性解决。

措施序号 44：已完成并长
期坚持。市财政局、市城管执
法局等部门加大垃圾处理设施
资金投入，2023 年安排城镇生
活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资 金 3500 万
元，落实垃圾填埋场运转经费
共631万元。

措施序号 45：已完成并长
期 坚 持 。 市 城 管 执 法 局 按 照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6 部
门关于印发加强监管维护进一
步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
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建村镇

〔2022〕 13 号） 工作部署，持
续推动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深入调研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工作，全面推进我市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2023 年共
组织开展县域垃圾治理工作现
场调研指导及暗检 13 次。组织
开展五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业
务培训工作，指导各县级垃圾
治理部门建立完善县级常态化
暗访、监督考核机制，加大对
乡镇监督检查力度，保证垃圾
收 运 频 次 ， 避 免 垃 圾 乱 堆 乱
放、露天焚烧等问题，扎实推
动垃圾治理项目建设。按照自
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的统一部
署，2023 年顺利完成 47 个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项目建设任务，
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覆盖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柳州市贯彻落实第二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
者刘心蕊） 2月 26日，记
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获悉，我市多措并举护好

“ 饭 碗 田 ”， 在 2022 年 、
2023年连续两年实现耕地
净流入。其中，2023年耕
地净流入面积1.2万亩。

2023年，我市推动耕
地保护田长制工作有名、
有实、有效开展，共落实
3065名田长和8491名网格
员，建成了“田长+网格
员 ” 的 耕 地 保 护 责 任 体
系；通过出台 《柳州市田
长制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我市巡田工作管
理的通知》，加强巡田发
现问题全流程闭环监管；
迭代更新我市自主研发的
巡田小程序，强化信息化
巡田；为调动耕地保护积
极性，还出台了 《柳州市
耕 地 保 护 激 励 暂 行 办
法》，完善耕地保护补偿
激励机制。

我市各相关部门通过
强化源头管控、积极实施
耕 地 后 备 资 源 开 发 等 方
式，做好耕地保护“加减
法”。2023 年，严肃查处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
遏制耕地“非农化”，累
计消除违法占用耕地面积
1.15万亩；治理各类耕地

“ 非 粮 化 ” 面 积 2.53 万
亩，糖料蔗保护区内清理
桉树种植面积 3.68 万亩；
累计完成撂荒耕地治理 3
万亩，治理率 93.6%。通
过补充耕地项目入库，新
增了耕地 1883 亩、水田
12201亩。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柳州累计建成高标
准农田面积 230.87 万亩，
占 全 市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61%，粮食生产能力进一
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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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记者走进位于柳
江区百朋镇的中丹种猪广西繁育
产业化示范园二期项目 （紫荆花
PS 场），看到一栋占地面积 5362
平方米的分娩舍和一栋占地面积
6029平方米的配怀舍，舍内的自
动化饲喂、自动温控通风等设备
已安装完毕，技术人员在调试设
备。

“二期项目新建 3条生产线，
设计存栏生产母猪8250头。”广西
中丹种猪繁育有限公司紫荆花 PS
场场长陈锡冲介绍，示范园项目
总投资 8.1 亿元，项目占地 1800
亩，建成广西唯一一个国家级进
境种猪隔离检疫场，也是广西 500
万头 （中国—丹麦） 生猪全产业
链顶端的育种示范项目之一，可
年出栏种猪 5.5万头、商品断奶仔
猪 58万头。目前，该公司已引进
曾祖代种猪 7500多头，其中从丹

麦进口原种猪近500头。
据了解，该项目是自治区重

大统筹推进项目，以柳江区百朋
镇为中心，辐射广西、广东、浙
江、福建、河南、新疆等省区。
项目正在建设以曾祖代种猪核心
群育种，祖代、父母代种猪扩
繁，商品猪养殖的生猪产业体
系 ， 并 将 通 过 发 展 “ 公 司 + 农
户”、食品加工、生鲜超市等产
业，农牧结合循环利用，兼容特
色水果、蔬菜等种植，形成一二
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化生态
农业产业体系。

全媒体记者 黄蕊 报道摄影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张捷报道摄影） 2
月 26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选
送的沃柑果品在 2024年广西“好种好品”擂
台赛“好吃沃柑”评比活动中脱颖而出，摘得
1个金奖、1个银奖。

沃柑品质好不好，不光看甜度，还要比口
感。此次评比活动从全区征集沃柑样品 31
个，经专家组对参赛样品的果实形状、单果重
量、果皮颜色等 5 项外在指标，以及果实风
味、果汁及果肉化渣度等 7项内在指标进行综
合评价，共评出“好吃沃柑”金奖 4个、银奖
10个。其中，柳州市小美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选送的沃柑果品获“好吃沃柑”金奖，柳南区
种植户王德志选送的沃柑果品获“好吃沃柑”
银奖。

“此次获奖有利于打响柳州沃柑品牌，走
出‘种得好，销得好，叫得响’的现代农业新
路子。”市小美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韦
艳秋说。

广西乡村科技特派员、市水果生产技术指
导站高级农艺师龚志宏介绍，沃柑果肉嫩滑、
皮薄汁多，口感甜柔、低酸爽口，含有大量维
生素。我市地处柑橘最适宜种植区域，沃柑是
本地主要栽种品种之一，2023年沃柑种植面积
10万亩，产量15万吨，主要分布在鹿寨县、柳
城县、柳江区、鱼峰区、柳南区等区域。柳州
沃柑果期从1月到3月底，最佳采摘期是2月。

柳州沃柑
上“擂台”摘金夺银

果肉嫩滑 口感甜柔

走马重大项目走马重大项目
看进展看进展

育种示范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育种示范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配怀舍内景配怀舍内景。。

获得银奖的沃柑获得银奖的沃柑。。

获得金奖的沃柑获得金奖的沃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