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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攻坚

以煤炭开采加工、燃煤火力发电

为主的高能耗重工业，使“煤都”大同

成为了国家重化工能源基地。但长期

以煤为主的粗放发展方式、初级消费

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同确定生态立市

战略，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连续

五年保持全省第一，“大同蓝”在全国

叫响。2018年，全市优良天数288天，

优良率达83.7%，呵护“大同蓝”成为

行动自觉，“大同蓝”进一步走向深蓝。

2017年底，大同市被表彰为全国十大

美丽山水城市。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调整

结构

大同市结合实际，扎实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从调能源结构、调产

业结构两方面推动绿色转型，夯实“大

同蓝”。

一是调产业结构。紧紧围绕省委

转型综改“示范区”、能源革命“排头

兵”、对外开放“新高地”三大目标任

务，调整产业布局，全面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培育新能

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

集群，打造“氢都”“能谷”。市级拨付

专项资金11.13亿元，重点为能源高端

制造、智慧能源示范、新能源供给提

速、传统能源增效、能源科技创新五

大行动、十大工程提供重要支撑。重

点支持雄韬项目资金2亿元；新研氢

能项目1亿元；下达工业振兴奖励资

金2.5亿元，对全市2018年上半年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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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突出的191户企业和单位进行奖励。

二是调消费结构。划定城市禁

燃区，大力推广环保型煤。以政府补

助、专项资金支持和县区配套结合

的方式，每年向古城、城中村和城乡

结合部2.2万户平房居民每户免费发

放1吨环保型煤，成本价销售2吨环

保型煤，逐步消除燃煤面源污染问

题。开展“煤改电”采暖电气化试点

工程，2017年以来完成“煤改电”1.4

万户，有效改善了用能结构和人居环

境。2018年争取中央及省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5000多万元，市级“煤改

气”“煤改电”配套资金4000多万元。

加快生态修复治理

积极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巩固

首先，规范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

担保行为。坚决遏制融资平台公司以

企业债务的形式增加政府隐性债务，

各级政府不再以任何方式虚构或超越

权限签订应付（收）账款合同以帮助

融资平台公司融资，也不得为融资平

台公司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

其次，融资平台公司应该依法依

规开展市场化融资。融资平台公司在

不为政府举债融资、不新增政府隐性

债务的前提下，可以依法依规开展市

场化融资。积极探索和开展以下市场

化融资：一是通过积极引进直接投资

者和创业投资资金等，开展股权融资。

二是允许各地结合财力实际设立或参

股担保公司（含各类融资担保基金公

司），构建市场化运作的融资担保体

系。平台公司要强化风险意识，合理

控制投融资及担保规模，提高投资项

目效益，防范债务风险。三是规范平

台公司融资信息披露，严禁与政府信

用挂钩。平台公司在境内外举借债务

时，应当在相关借款合同、信息披露

文件中明确标示政府不承担任何偿债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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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太行山绿化、交通沿线两

侧荒山绿化。2018年继续加大对林业

生态建设的投入力度，市级预算安排

5200万元，完成营造林任务26万亩，

完成未成林造林地管护45万亩，森

林抚育2万亩。公园、绿地大幅增加，

城市绿化步伐加快，蓝天碧水日益显

现，爱绿护绿蔚然成风。按照《大同

市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试点示范工

程建设实施方案》，18个矿山采煤沉

陷区综合治理工程有序推进。2016—

2018年，按照中央、省、市、县、企业

分级负担的原则，共筹集治理资金1.9

亿元。4个试点矿山恢复治理工作全

面实施，2016—2017年，争取采煤沉

陷区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

1亿元，市级预算安排3800多万元进

行生态修复工作。围绕沿古长城旅游

公路建设项目，推进生态修复工程，

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吸引周边城市旅

游爱好者纷至沓来，古长城绿道已成

为大同绿色生态旅游路和产业扶贫

路。支持美丽乡村建设，2012—2017

年，争取中央和省级一事一议奖补资

金共计3.8亿元，主要用于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人畜吃水、环境卫生及村

庄美化亮化。实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四大工程”，创建1个国家级生态镇、

3个省级生态乡镇、50个省级生态乡

村、3个市级生态乡镇、25个市级生

态村。

创新环境保护投入机制

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放大作用，激励

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环保生态领域，不

断增大环保投入规模。积极拓宽投融

资渠道，努力克服财力不足的困难，

积极探索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环保建设。全市已入库的PPP环保

项目有13个，融资规模达50.27亿元，

包括：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项目

1.66亿元，御东污水处理厂改扩建（二

期）工程项目3.92亿元，灵丘县三河

（县城段）综合治理项目5.86亿元，浑

源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10.04亿

元，左云县污水处理厂扩容搬迁项目

1.23亿元，大同县乡村环境提质工程

4.07亿元等。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市财政与环保部门联合下发《大

同市地表水跨界断面生态补偿考核方

案》，进一步优化生态补偿机制。从

2017年10月起，地表水跨界水质考核

落实到各县区，财政部门按照市环保

局季度考核结果，通过市县级财政结

算事项扣缴及奖励生态补偿金，真正

实现了地表水跨界断面生态补偿机制

的落实。

根据水质改善情况建立梯次扣

缴和奖励机制，对水质污染重的进行

扣缴，对区域治理好的给予奖励，有

效调动了各级政府水污染防治工作积

极性，形成了下游监督上游的联动机

制，真正体现了生态补偿的意义，成

为以经济手段治理水污染的重要抓

手，为有效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打

下了基础。

编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治理方案

大同市立足于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的重要论述，市财政部门在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协调国土、环保、农业、

林业、水利等部门，委托专业机构编

制了《大同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

治理实施方案》，建立了生态保护修

复治理项目库，统筹将全市的自然生

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以及

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

复、综合治理。统筹推进国土开发、

保护与治理新模式，大幅提升防风固

沙和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

两大生态功能，加强矿山生态修复和

地质灾害防治，流域河道综合治理和

水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工程为全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

大空间，拉动经济可持续稳步发展，

树立资源型城市生态转型发展的“大

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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