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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洲河成市民游览打卡“生态河”

广东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2.76万个，组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6.12万支

打造“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
让志愿服务触手可及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站
式”文化服务，在社区就能实
现志愿服务精准“派单”……
近年来，广东秉承“群众在哪
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的理念，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
阵地不断扩大，文明实践队伍
茁壮成长，文明实践活动丰富
多彩，构筑起广泛凝聚人心、
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
的坚实阵地。

近年来，全省深化拓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
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省已
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2.76万个，组建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6.12 万
支，东莞、珠海、汕头、潮州、河
源、肇庆等市已实现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县镇村三
级全覆盖的目标任务。

——广东环保督察
成效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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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被子孙

绿
广州拟立法防治餐饮场所污染：

有序推进餐饮场所与住宅楼分离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高焓

俗话说“食在广州”。然而，油烟污染、噪
音扰民等问题却困扰着不少市民和食客。怎
么解决这些难题？近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开
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组织省
人大代表就《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规定
（草案）》（以下简称“规定草案”）开展专题调
研。经过实地调研和座谈研讨，代表们纷纷提
出立法建议。

广州拟对餐饮场所
污染防治立法

广州是岭南的饮食之都。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居住环境
的要求不断提升，餐饮业在方便群
众生活的同时，也给环境污染防治
带来较大的压力。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早在
2013年，广州市已在全国率先出
台实施政府规章《广州市餐饮场所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如今，随着
环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镇
街执法综合改革的推进、餐饮外卖
业态的兴起，对餐饮场所污染防治
管理机制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有效破解餐饮场所污染
带来的城市管理难题，推进广州
市餐饮业绿色健康发展，有必要
对餐饮场所污染防治专门立法。”
广州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此，广州拟将当年的《广州
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修订升格为制定地方性法规《广
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规定》，并
列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2022 年
立法工作计划的正式项目。

推进餐饮场所与居
民住宅楼分离

广州市司法局介绍，为加强
源头治理，规定草案突出餐饮产
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的规划引导作
用，有序推进餐饮场所与居民住
宅楼分离，建立餐饮场所选址指
引制度，引导餐饮产业科学合理
布局。

规定草案明确，广州应科学
设置餐饮服务业经营区域，有序
推进餐饮场所与居民住宅楼分
离，建设相对独立的餐饮场所集
聚经营区。已有的不符合餐饮产
业发展及空间布局规划的餐饮场
所，应当逐步退出。

规定草案还明确了餐饮场所
的选址要求，明确禁止在居民住
宅楼、未设立配套规划专用烟道

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
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等场所新
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
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在选址指引方面，规定草案
指出，各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餐
饮场所选址清单，并向社会公
布。广州还将探索建立全市统一
的餐饮场所选址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公开餐饮场所选址清单。

近年来外卖兴起，进驻互联
网平台的餐饮店选址有什么要
求？规定草案指出，为餐饮服务
经营者提供互联网平台服务的，
其经营者应当建立餐饮场所选址
要求告知制度，告知入驻平台的
餐饮服务经营者本市餐饮场所选
址要求。鼓励餐饮配送从业人员
对不符合选址清单的餐饮场所进
行举报。

餐饮场所违规排放
油烟依法处罚

怎么解决油烟、噪音扰民等
餐饮污染难题？规定草案明确规
范了餐饮场所污染物排放。

记者留意到，规定草案明确
了餐饮场所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对餐饮场所的油烟、异味，以及污
染、噪声等排放都明确了标准。
规定草案还要求餐饮场所安装油
烟、异味及隔声降噪减震等专用
污染防治设施，并定期清洗维护、
做好台账记录。

如要求新建商住综合楼、居
民住宅楼以及用于餐饮服务的建
筑物应当配套设立专用烟道，通
过专用烟道排放油烟。餐饮场所
应当安装与其经营规模、烹制工
艺相匹配的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
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
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等。

根据规定草案，餐饮场所违
规排放油烟，未规范设置餐饮场
所油烟污染物排放口的采样口、
采样平台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还将面
临罚款。

餐饮场所的垃圾
也要管好

“做好餐厨垃圾的源头
管理很重要。”7 月 15 日，在
广 州 福 山 循 环 经 济 产 业 园
开展专题调研时，广东省人
大代表陆翠芬对记者说。

陆 翠 芬 在 黄 埔 区 文 冲
社区工作 30 多年，她认为，
如 果 餐 饮 场 所 能 够 对 废 弃
油 脂 进 行 分 离 、并 分 类 投
放，可以让这些油脂“变废
为宝”。她还留意到，不少
人将筷子、快餐盒等丢弃在
餐 厨 垃 圾 中 。 为 此 ，她 建
议，餐饮场所要进一步做好
垃圾分类，在运输环节也要
落实“分类”。

广东省人大代表饶宝琴
也关注到餐饮场所污染的源
头治理问题。她认为，餐饮
场所也要引进防治餐饮污染
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她告诉
记者，不少餐饮场所将餐厨
垃圾汁水排入市政管道，这
很容易堵塞市政管道。“如果
餐饮场所在处理餐厨垃圾时
能够引进油脂分离技术，将
有助于实现渣、油、水的无害
化分离回收。”

餐 饮 场 所 是 否 要 和 居
民 住 宅 楼 完 全 分 离 ？ 是 否
要 引 导 餐 饮 场 所 建 立 集 聚
经 营 区 ？ 不 符 合 餐 饮 产 业
发 展 及 空 间 布 局 规 划 的 餐
饮场所，是否要“一刀切”退
出？调研和座谈过程中，广
东 省 人 大 代 表 池 锦 玲 一 直
和 代 表 们 一 起 讨 论 这 些 问
题。“餐饮场所的污染防治
问 题 和 大 家 的 生 活 息 息 相
关，这些思想碰撞对于完善
立法有很多帮助。”她希望，

《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
规定》能尽快落地，并希望相
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加强监
管。 （高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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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60亿元打造治污标杆性工程，让百姓尽享
生态福利和财富红利

茅洲河的茅洲河的““回回家家””之路之路
走出了系统性治污新经验走出了系统性治污新经验

“茅洲河又回来了！”
2022 年 7 月 16 日，在茅洲
河边散步时，东莞市长安镇
居民李先生不禁发出感叹。

一度集“脏乱臭”于一
体的“墨水”茅洲河，曾被称
为广东治水“最硬的一块骨
头”，如今的茅洲河碧道环
绕，水草萋萋，鱼翔浅底，每
天都吸引了很多像李先生
这样的市民前来休闲娱乐。

“墨水”是如何消失
的？茅洲河的“回家”之路，
究竟走了多久？账本得失
几何？围绕着这些问题，羊
城晚报记者来到东莞长安
镇一探究竟。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六年投60亿，啃
下治污“硬骨头”

茅洲河起源于深圳境内羊台
山北麓，干流总长31.3公里，其中
界河段 11.88 公里，流域总面积
388.23 平方公里，涉及深圳市宝
安区、光明区和东莞市黄江镇、长
安镇。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沿河两
岸经济发展和人口的爆发式增
长，加上排污管道等设施建设跟
不上，导致污水大量排入茅洲河
内。茅洲河一度成为珠三角污染
最严重的河流，水质长期排在全
省倒数第一，是环保治理领域的
一块“硬骨头”。

怎么办？不能“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必须进行系统化治理。
为此，深莞两地联手，治理也由之
前的碎片化治污，转为全流域、系
统性的治理。

东莞对此高度重视，致力于
将茅洲河治理打造成一个标杆性
的工程，将其水质的改善、沿河风
景的改变，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指
数、展示城市形象和政府治理决
心的民生样板工程。

2018年，东莞市成立了茅洲
河整治总指挥部和现场指挥部，
由东莞市委主要领导担任总指

挥，全域启动大兵团作战。
“高峰时有 299 个施工作业

面、2000多人同时在茅洲河开展
污水管网工程建设。”据长安镇副
镇长江耀举介绍，自 2016 年至
今，东莞对茅 洲河 的整治 投入
近 60 亿元。

江耀举的另一身份是长安
镇水污染治理指挥部常务副总
指挥，他同时担任茅洲河流域
综合整治现场指挥部总指挥。

江耀举说，茅洲河治理首
先要强化污水管网的建设，完
善 污 水 收 集 系 统 。 找 到 问 题
的症结后，相关工作陆续有序
展开。

截至 2022 年 6月底，茅洲河
流域共建成污水主干管超 31 公
里、污水次支管近418公里，其中
长安镇建成的截污次支管已达
390 多公里，黄江镇建成截污次
支管约28公里，实现了污水管网
延伸至每个排水地块。

为确保污水管网系统独立、
健康和畅通运行，长安镇完成雨
污管网错混接整改 3580 处。此
外，长安镇对河涌清淤多达60多
万立方米，对3865个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杜绝污水直排入河。

同时，长安镇补齐治污设施
建 设 短 板 ，提 升 污 水 处 理 能
力。目前，长安镇已新建 2 座污

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规模为 35
万吨/日。

完成生态修复也是为了推动
美丽河岸的建设。以“山水环城”

“近水亲园”等工程为牵引，长安
沿茅洲河干流建设近 10 公里的
碧道和 9 座主题公园，打造出高
品质的美丽河岸。

水清岸绿，释放
生态红利

东莞深知，一度造成茅洲河
治理积重难返的主要因素是企业
污染，因此，整治“散乱污”企业
就成了打好茅洲河污染治理攻坚
战的重要抓手。

东莞加大对茅洲河流域的环
境执法和监管力度，对环境违法
行为“零容忍”，坚决做到铁腕整
治。2018年至今，东莞累计取缔
关停“散乱污”企业近2300家，整
改整治 15000 多家，切实保障流
域的整治成效。

长安镇茅洲河共和村断面是
属于国家地表水考核控制断面，
据了解，2021年东莞就已完成省
对共和村断面 2022 年要达到 IV
类水标准的考核目标。甚至在
2022年 1月-6月，共和村断面的
水质就已达III类水。

在巨额投入和铁腕整治下，

茅洲河又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
随着水质改善，一度绝迹的鱼虾
重现茅洲河。对生态环境极为挑
剔的鹭鸟，如今也成群结队回到
茅洲河岸边栖息、觅食。

清澈一湾水，清新一座城。
茅洲河畔的新民社区也变身美丽
的“湾畔”，城市品质实现新飞
跃。

茅洲河的“墨水”变成“清水”
后，沿河城市建设正释放出发展
的新红利。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
周树发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随着
茅洲河治理成效凸显，2021 年，
新民社区总收入达1.2亿元，而治
理前的2015年，该社区总收入仅
5200多万元。

“以前河水黑臭，污染严重，
企业不愿来，来的也就是些小型
加工企业，租金比较低。”周树发
一语道破其中玄机，“现在环境好
了，高端制造业和项目争相落户，
光上市公司就有三家，村民分红
也从过去一万多元涨到现在四万
多元。”

“水清清，月儿明，唱歌给那
鱼儿听……”最近上演的长安原
创儿童音乐剧《你好！茅洲河》这
样描述孩子们眼中的茅洲河。

看得见的财富红利和感受得
到的生态福利，如今正在茅洲河
两岸述说着它们精彩的未来。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黄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引入志愿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李剑锋 摄

人大代表来到广州福山循环经济产业
园开展专题调研 图/广州人大

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是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的首要任务之一。

在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路碧
道，人们用手机扫码就能听到红
色历史文化故事 ，通过“5G+
VR”的形式，就能“体验”红色革
命故事场景。据了解，海珠区聚
焦“五新”文明实践特色阵地（五

新：理论传播新平台、政企共建
新模式、便民服务新体验、志愿
服务新内涵、文明实践新品牌），
率先开发“云听·新时代”学习平
台，打造阅江路“微党史”漫步学
习带，让新时代驿站群成为党员
群众的“精神家园”。

在乳源瑶乡，“金鸪鸪”瑶乡
文艺宣讲队，把党的声音通过各
式带着浓浓乡土气息的文艺节
目唱出来、演出来、传开来。山
歌、谚语、快板、舞蹈、潮剧、三
句半……虽是方言土语，却是乡

音情真、微言大义。“入乡随俗”
的理论宣讲，让群众听得懂、听
得进。

据了解，近年来，广东深化
拓展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推动基层宣传思想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焕发出新的生机
和活力。据了解，今年以来，全
省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组织开展“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宣传教育和学习贯
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宣讲
1.6万多场。

群众在哪，文明
实践阵地延伸到哪

每当夜幕降临，东莞市大岭
山镇元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十分热闹：老人跳广场舞、孩子
们在图书室里看书、年轻人在室
外场地健身……为了方便居民
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元岭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内建设了曲艺
社、工艺小作坊、棋艺社等活动
场所，所有设备设施均向群众免

费开放使用。
近年来，东莞大力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创新
开展以“红色”理论宣讲、“橙色”
关心关爱、“绿色”生态文明、“紫
色”文体艺术、“蓝色”普法科普
等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五
色花计划”，统筹市级部门资源
下沉赋能基层，不断深化拓展文
明实践阵地，逐步搭建完善“15
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让新时
代文明新风飘进千家万户。

惠州博罗县是全国首批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和全国
文明实践十个先行试验区之一。
为了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从有到优”的蝶变，当地已打造
文明实践示范阵地72个；围绕乡
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打造了以“五
谷丰登”“东纵精神”“百里茶香”

“东江画廊”“环罗浮山”为主题
的五条文明实践特色示范带；作
为全国首批乡村“复兴少年宫”建
设试点县（区）之一，博罗县持续
推进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工
作，让乡村“复兴少年宫”成为农
村少年儿童课外学习和实践活动
的重要场所，成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重要阵地。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的阵
地就设在哪里。近年来，广东各
县、镇、村党组织“一把手”挂帅，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农家书屋、老祠堂、旧
校舍等阵地资源，广泛打造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构建起横向辐
射党政群、纵向贯通县镇村的阵
地网络。截至目前，东莞、珠海、
汕头、潮州、河源、肇庆等市已实
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

县镇村三级全覆盖的目标任务。

优质志愿服务让
文明实践更有活力

文明新风必将熏陶滋养出
善心善行。在广东，平均每 10
个人里就有1名志愿者。

今年 6月，广东多地遭遇洪
水袭击。面对汛情险情，全省各
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
站）闻“汛”而动，第一时间集结
广大党员、志愿者、社会组织、
爱心企业等多方力量，成立抢险
应急、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宣
传防范、安抚疏导、物资供给等
志愿服务队伍 2500 支 30 余万
人，“志愿红”成为防汛一线最温
暖的底色。

为了给予农村留守儿童全方
位的关爱，韶关打造了“情暖童
心”志愿服务特色品牌，坚持就近
原则，在离留守儿童最近的文明
实践所（站）建立“亲情连线”爱
心小屋、“小橘灯”360 辅导室、

“善美心房”等，开辟固定场所，
营造温馨氛围，为留守儿童提供
心灵陪伴等关爱服务，帮助全市
9000 多名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
父母实现常态化“云团圆”。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积极
探索“社工+志愿者”实践模式，
通过扶持社会组织入驻、社会组
织培训和指导本地志愿者等方
式，让基层文明实践活动更加专
业化、常态化。如今，斗门镇已
实现辖区内 11个村居专业社工
进驻全覆盖，还组织培育了 12
支特色志愿服务队，让基层文明
实践更富内涵、更有活力。

打造“15 分钟文
明实践服务圈”

个性化定制的志愿服务也
逐步深入到市民日常生活中。

今年 3月，潮州饶平的文明
实践信息平台接到一份“订单”：
身在外地的陈先生希望有志愿
者到东山镇东明村的家中，协助
长辈提供养老认证服务。收到
信息后，饶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的工作人员立刻将“订单”
派给团县委负责人，随后又派发
至东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
志愿者，志愿者“接单”后立即上
门服务。从陈先生“下单”，到志
愿者“接单”，仅用时14分钟。

如今，在广东多地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四单”平台系
统上，一项项志愿服务项目实
现“点单式”配送，精准对接百
姓需求，让文明实践与群众靠得
更近。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
在人民群众心坎上，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7月14日，在
全省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省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重点
推进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全覆盖达标建设工作，
延伸打造文明实践特色阵地，指
导各地优化文明实践信息平台，
构建“点单——派单——接单
——评单”精准服务群众流程，
推动文明实践智慧化、精准化，
构建点多面广、便民利民的“15
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