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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明确，要坚持生态
兴城，建设山水田园城市，
围绕“中国的古城、世界的
泉州”定位，以山线水线绿
道构建出“蓝绿交织”的城
市风景。

“宋元中国，海丝泉
州”，泉州将创建世界遗产
典范城市。规划明确，后申
遗时代，要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保护禁止令的作用，严厉

制裁在 22处代表性遗址古
迹周边乱砍滥伐、浪费资
源、破坏耕地、污染环境等
行为；在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范围内推行禁
令。

推进生态连绵带建设
方面，到 2025年，全市森林
覆盖率稳定保持在 58.7%,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到 45%，点线面、分时序推

进生态屏障区、生态廊道区
和生态体验区建设。

海都记者注意到，尤其
值得期待的是，泉州将加大
力度建设城市森林、城市绿
地、城市绿道、亲水空间等，
加快社区公园、口袋公园、
街头绿地及绿道系统建设，
水线山线海线闭合成环，逐
步实现“300 米见绿、500 米
见园”。

泉州将创建世界遗产典范城市
围绕“中国的古城、世界的泉州”定位，生态兴城，建设山水田园城市

N海都记者 徐锡思

生态兴城，建设山水田园城市。海都记者
从泉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经市政府研究同
意，《泉州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正式印发组织实施，共设置了绿色低碳、美丽城
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园区、
风险管控7大类29项具体指标，形成8项重点任
务，并谋划征集171 个项目、估算总投资446 亿
元。规划将如何助推美丽泉州建设，让泉州人
更有获得感？海都记者精选了部分跟市民生活
密切相关的关注点，让您一睹为快。

实现“清水绿岸”
点名水污染

治理重点对象

规划提出统筹水资源
利用、水生态保护和水环
境治理，实现“清水绿岸、
鱼翔浅底”。

其中，2021年 11月底
前，基本完成千人以上农
村集中供水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范围划定；2022 年 12
月底前，基本完成千人以
下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范围划定。

规划点名水污染治理
重点对象：重点改善晋江
干流、西溪流域、闽江流域
浐溪和沿海独流入海的湖
漏溪、蔗潭溪等 5 条流域
水质，至 2025年基本消除
县级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基本完成晋江干流、洛阳
江及重要支流、重点湖泊
排污口防治主要任务。

2023年前完成晋江西
南片区 4 家污水处理厂
（深沪、泉荣远东、安东园、
晋南）和南安沿海片区 4
家污水厂（芯谷南安园、石
井、电镀集控区、水头南
翼）的尾水深海排放工程。

规划提出，要以 PM2.5
和臭氧协同管控为主线，中
心市区及周边区域和泉港、
泉惠石化园区强化臭氧污
染天气应对。晋江市、南安
市重点加强细颗粒物管控。

在推进污染源治理方
面，规划也提出硬核招数：

安装在线监测监控加强对
重点企业治理设施的运行
管控，2025年底前年销售汽
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
要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
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
网。

为进一步防治大气污

染，泉州市将持续开展深化
提升涉挥发性有机物、建筑
施工扬尘污染、道路扬尘污
染、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油
品质量升级、船舶用燃油、
露天烧烤污染、露天焚烧垃
圾污染等 8 大领域大气污
染专项整治行动。

规划明确，预计到2025
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在省上下达的目标范围以
内，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提
升到 14.1%,天然气消费年
均增长2.9%。

“绿色发展”也成为新

常态：到 2025年，城镇新建
建筑中的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达到 80%，全市公共领域
新增或更新车辆中新能源
汽车比例不低于 80%，2022
年以后新建政府投资或以
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

大型公共建筑至少采用一
种可再生能源。

此外，泉州将推广鲤城
金山社区低碳社区试点建设
经验，加快推进低碳社区（园
区、景区）创建，“十四五”期
间，建设100个低碳社区。

构建“蓝绿交织”风景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绿色发展”成新常态 建设100个低碳社区

守护泉州好空气 深化大气污染专项整治

清晨的泉州开元寺东西塔（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