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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旱

【概况】  2020 年，绍兴市梅雨期超长，累

计降雨量排历史第二，4 号台风“黑格比”

影响绍兴市。4 月至 9 月，全市平均降雨

量 1122 毫 米，较 多 年 平 均 偏 多 11.7%。

经过努力，实现安全度汛工作目标。

5 月 29 日入梅，比常年偏早（常年 6

月 10 日），7 月 18 日出梅，较常年偏迟（常

年 7 月 10 日），梅期 50 天，比常年偏长

（常年 30 天）。梅雨期遭遇七轮强降水过

程。5 月 29 日 8 时至 7 月 18 日 8 时，全

市平均雨量 586.1 毫米，较常年（常年平均

248.2 毫米）偏多 136%，排历史第二。其

中诸暨 638.6 毫米、越城 603.8 毫米、柯桥

591.5 毫米、上虞 553.4 毫米、嵊州 539.1

毫米、新昌 533.7 毫米。最大降水站为诸

暨次坞 848.5 毫米。

2020 年对绍兴有影响的台风是第 4

号台风“黑格比”，中心直穿绍兴，受其影

响，绍兴市大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

雨。8 月 4 日 8 时 至 5 日 8 时，全 市 面

平均雨量 75.7 毫米。其中嵊州 113.7 毫

米、上虞 111.8 毫米、新昌 84.5 毫米、诸暨

67.7 毫米、柯桥 31.9 毫米、越城 17.3 毫米。

通过水利工程调度科学，“两江”及绍兴平

原未出现超警水位，汛情总体平稳可控。

【汛前准备】  2020 年，绍兴市水利局制

定《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预案》，修订

《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调整局水旱灾

害防御工作领导小组，开展水旱灾害防御

形势分析，召开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

防御等专题会议，对 4931 名各类责任人

进行公布。全市水利系统共出动 9300 人

（次），检查工程 3081 处，发现问题隐患

177 处。利用“一县一单”和钱塘江流域

防洪减灾数字化平台，对问题隐患进行线

上线下动态监管。绍兴市水利局“强监管”

工作专班每月至少 2 次开展“回头看”，共

派出 76 组（次）、360 余人（次），累计发现

水旱灾害问题隐患 218 个，全部按期完成

整改或落实管控措施。

充实调整市县两级防汛抢险技术专

家 92 名，做好防汛抢险物资的储备管理。

编制《绍兴市水工程险情应急处置技术手

册》《绍兴市水旱灾害防御手册》。组织开

展钱塘江流域防洪减灾数字化平台及水

管理平台运用、山洪灾害防御等业务培训

和以钦寸水库为重点的曹娥江干流洪水

联合调度演练。完成超标准洪水防御方

案编制。市县两级共组织各类培训 28 次，

培训人数 1940 人，组织演练 12 场，参演

人数 1340 人。

【山洪灾害防御能力提升】  2020 年，绍

兴市水利局对全市山丘区开展山洪灾害

区域进行全覆盖摸排，共确定 892 个重要

村落，建立山洪灾害防御对象“一张单”，

山洪灾害数据库“一库”搭建和山洪灾害

监测预警“一张图”设计。在原山洪预警

平台实时监测预警基础上叠加未来 24 小

时预报预警和未来 3 小时、6 小时短临预

警功能。市县两级共发布山洪灾害预警

59 期，各地共触发山洪预警 1548 次，累

计推送各类预警短信 11.3 万条次。“6·30”

新昌南明街道班竹村九间廊自然村（官坑）

63 位村民成功转移案例，得到省委、市委

主要领导批示肯定，被中纪委网站、新华

社、浙江日报（浙江融媒体）、浙江新闻等国

家、省级媒体宣传报道。

【水文防汛“5+1”工程建设】  2020 年，

绍兴市水利局实施预报双提升、通信双保

障、站网优化、示范站建设和应对超标准

洪水“四增配”等方面的水文防汛“5+1”

工程建设，全市完成水文防汛“5+1”工程

项目 400 个，总投资约 3200 万元。

【应对梅雨台风】  2020 年汛期，绍兴市

水利局共启动及调整应急响应 5 次，下发

通知 30 个，调度指令 29 份，召开视频会

商会议 7 次。在防御七轮梅雨强降雨和

“黑格比”台风期间，针对性开展水库河网

预泄预排，统筹调度大中型水库拦洪，直

接调度水利工程 105 次，拦蓄水量 1.71

亿立方米和 0.44 亿立方米、排水 16.9 亿

立方米和 1.2 亿立方米。其中，第三轮梅

雨强降雨防御期间，通过预排抢排、拦洪

错峰等措施，降低浦阳江诸暨站洪峰水位

0.8 米、嵊州站洪峰水位 0.9 米、绍兴平原

河网水位 0.28 米；第七轮梅雨强降雨防御

期间，安华水库、石壁水库和陈蔡水库提

前预泄，腾库迎洪，强降雨期间关闸错峰，

减轻浦阳江流域防洪压力。

（市水利局  提供）

    2020 年 7 月 10 日，新昌县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在镜岭镇小泉溪村举行 

（市水利局  提供）

综  述

【概况】  2020 年，绍 兴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稳 步 提 升，PM2.5 浓 度 28 微 克 / 立

方 米，比 2019 年 下 降 26.3%，各 区、县

（市）PM2.5 浓度 26—31 微克 / 立方米，

首次实现全市域、全指标达标，实现“达

标进位”年度目标。AQI 优良天数比例

90.7%，提升 6.9 个百分点，优良天数首次

超过 9 成，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地表水 7

个《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标责任书考

核断面、21 个省级考核断面、128 个市级

考核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和功能

区达标率均达 100%，4 个县级及以上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达 100%。完成全

市重点行业企业地块信息采集 1163 家，

完成 236 个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采样、监

测工作。全面深化 14 个省级以上开发区

和 9 个省级特色小镇环评和环评审批改

革，降低 197 个项目环评等级，全市新核

发、变更排污许可证 1307 本。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以“规范化建设

年”为载体，全力以赴确保疫情防控“两

手硬、两战赢”，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高质量推进自然生态体系建设。疫

情期间，第一时间制定出台保生产稳发展

“环保暖心十条”措施，全市生态环境系统

共出动人员 5399 人次，帮扶企业 1828 家

次，全力助推企业复工复产。开辟绿色通

道，对 38 个项目采取告知承诺制审批，对

84 家企业采取豁免环评措施，帮助 38 家

企业完成排污指标总量调剂。组织开展

“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环保服务企

业“十百千”“环保服务进园区”等专项服

务行动，点对点牵手服务 100 多家企业，

集中提供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技术

咨询服务，全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化解

落实“三服务”问题 1390 个。

2020 年，绍兴市获省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称号，被省政府评为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成效显著、生态环境建设指标优

良的督查激励地市，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

满意度全省排名第四位， 获 2019 年度美

丽浙江（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计划）工

作考核优秀市。

【生态示范创建】  2020 年，绍兴市把生

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作为美丽绍兴建设

的主要载体，全市域大生态创建扎实推

进，举办高质量推进自然生态体系建设专

题研修班，在“上海·绍兴周”作主题为

“品质绍兴 美美与共”的绍兴生态环境建

设综合发布。绍兴市和嵊州市创建成为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示范县（市），为

创建标准更新提标后首批成功创建城市。

诸暨市创建成为第四批国家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市），新昌县积极开展“两山”

理论实践创新基地建设，上虞区编制完成

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规划，越

城区、柯桥区积极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上虞区成为省首批山水林田湖草

试点城市。此外，成功创建 50 户市级绿

色家庭，3 个省级生态文明教育基地，15

所省级绿色学校。

【打赢蓝天保卫战】  2020 年，绍兴环境

空 气 质 量 稳 步 提 升，PM2.5 浓 度 28 微

克 / 立方米，排名全省并列第八位，实现

“达标进位”年度目标。PM2.5 浓度下降

26.3%，改善率排名全省第一位、长三角 41

城市第二位。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50，下

生态环境

    2020 年 10 月，绍兴市被省政府命名为第四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市生态环境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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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6.1%，改善率全省第一位、长三角 41

城市第五位。AQI 优良天数比例 90.7%，

提升 6.9 个百分点，优良天数首次超过 9

成。各区、县（市）PM2.5 浓度 26—31 微

克 / 立方米，首次实现全市域、全指标达

标。与 2015 年相比，可以用“三个第一、

两个第二”总结空气质量改善情况，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SO2 浓度和 NO2 浓度分别

下降 38.2%、81.5% 和 33.3%，改善率全省

第一位，PM2.5 和 PM10 分别下降 50%

和 40.2%，改善率全省第二位，超额实现

“十三五”规划目标，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圆满收官。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2020 年，绍兴

市全面建成一套机制、两项任务、三张清

单、四大体系，形成“制度上补充完善、技

术上创新借鉴、市场上补齐短板、监管上

整体智治”的“无废绍兴”模式。实现源

头减量为先、资源化为重和无害化为底

的“绍兴要求”，形成“1+10”的“一市一

档”，基本完成 53 项指标建设任务，制定

“62+26”制度体系，开发应用技术项目

共 19 项，90 个重点项目完成年度任务，

合计新增工业源固废利用处置能力 153

万吨 / 年，生活源固废焚烧处置能力 87

万吨 / 年，农业源固废利用处置能力 2.7

万吨 / 年，新增建筑渣土资源化利用能力

700 万吨 / 年，建立“循环经济 850 工程”

支持政策研究等 13 个市场体系。2020

年 9 月，绍兴市举办全国“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推进会，获得与会代表高度肯定。

按照“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理念

打造的全周期、智能化、闭环式绍兴市“无

废城市”信息化平台（省固废治理数字化

应用），实现监控调度、风险预警、考核展

示、交易撮合、管理服务等功能。项目作

为 2020 年省政府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已

通过初验，被评为“2020 年浙江省改革创

新最佳实践案例”和入选浙江省“观星台”

优秀应用，并在全省推广应用。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2020 年，绍兴市

成立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

分管副市长任总协调人，30 个市级部门

和 6 个区、县（市）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绍

兴市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市迎检工作协调联络

组，分设综合、资料、信访、督办、督责、宣

传、后勤 7 个专项工作组，全力保障、有序

配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开展。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9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进驻浙江共 31 天，其中 9

月 16 日至 9 月 22 日下沉绍兴。督察期间，

绍兴市共收到交办信访件 32 批 588 件，

较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 958 件）

下降 38.6%，其中，重点信访件 12 件，较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25 件）下降 52%，

全市无生态环境问题被列入公开通报警

示案例。同时，绍兴市继续做好第一轮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工作，完成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全部信访件和反馈问题整改销号。

环境质量

【概况】  2020 年，绍兴市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平均为 3.34。各区、县（市）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分别为：越城区 3.50，

柯桥区 3.62，上虞区 3.17，诸暨市 3.32，

嵊州市 3.28，新昌县 3.04。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AQI）达到优良的天数比例为

94.0%，比 2019 年上升 8.0 个百分点。各

区、县（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

优良的天数比例分别为：越城区 90.7%，

提升 9.6 个百分点；柯桥区 89.3%，提升

10.9 个百分点；上虞区 95.1%，提升 3.1 个

百分点；诸暨市 93.2%，提升 4.4 个百分点；

嵊州市 96.7%，提升 6.0 个百分点；新昌县

96.4%，提升 3.0 个百分点。

全市大气中二氧化硫（SO2）年均浓

度 为 5 微 克 / 立 方 米，比 2019 年 下 降

16.7% ；二 氧 化 氮（NO2）年 均 值 为 27 微

克 / 立方米，下降 3.6% ；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值为 47 微克 / 立方米，下降

17.5% ；细颗粒物（PM2.5）年均值为 28 微

克 / 立方米，下降 22.2% ；臭氧（O3）年均

值为 90 微克 / 立方米，下降 4.3% ；一氧

化碳（CO）年均值为 0.7 毫克 / 立方米，与

2019 年持平。

全 市 降 水 pH 均 值 为 5.18，酸 雨 率

为 53.1%，与 2019 年相比，pH 均值下降

0.01，酸雨率上升 2 个百分点。除上虞区

和诸暨市外，其他区、县（市）降水 pH 年

均值都低于 5.6，其中嵊州市和新昌县为

轻酸雨区，越城区和柯桥区为中酸雨区。

全 市 降 尘 均 值 为 2.57 吨 / 平 方 千

米·月，比 2019 年下降 11.1%。各区、县

（市）降尘范围为 1.81—2.92 吨 / 平方千

米·月，其中越城区最高，新昌县最低，均

达到《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中不得高于 5 吨 / 平

方千米·月的考核要求。

【水环境】  2020 年，绍兴市境内曹娥江

水系、浦阳江及壶源江水系、鉴湖水系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越城区孙端街道贺家池举行公众增殖放流 100 万尾鱼苗活动

  （袁  云  摄）

绍虞平原河网水质均为优。各水系断面

均为Ⅰ—Ⅲ类水质断面，无劣Ⅴ类水质断

面，均满足水域功能要求。与 2019 年相

比，各水系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满足

水域功能要求的断面比例均持平，总体水

质基本保持稳定。

全市 27 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

中，均为Ⅰ—Ⅲ类水质，均满足水域功能

要求。与 2019 年相比，Ⅰ—Ⅲ类水质断

面增加 1 个、Ⅳ类水质断面减少 1 个，总

体水质无明显变化。

全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源地（汤浦水库、陈蔡水库、南山水库、

长诏水库）一级保护区内水域均为Ⅱ类水

质，全部满足水域功能要求。对四个水源

地开展的 109 项水质指标监测，基本项目

及特定项目指标全部达标。

【声环境】  2020 年，各区、县（市）城市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范围为

51.7—58.1 分贝，低于 60 分贝的国控标

准。与 2019 年相比，区域环境噪声声级

值总体水平保持不变，柯桥区、诸暨市和

新昌县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有所

上升，越城区、上虞区和嵊州市有所下降。

噪声构成与 2019 年相比，生活、其他噪声

源比例有所上升，交通、工业、施工噪声源

比例有所下降。各类噪声源强度与 2019

年相比，交通、其他噪声源强度有所增加，

工业、施工、生活噪声源强度有所减少。

全市城市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为：1

类标准适用区昼间为 51.3 分贝，夜间为

46.6 分贝；2 类标准适用区昼间为 52.7 分

贝，夜间为 48.9 分贝；3 类标准适用区昼

间为 56.6 分贝，夜间为 52.7 分贝；4 类标

准适用区昼间为 60.3 分贝，夜间为 55.7

分贝。全市各功能区噪声测点总达标率为

81.9%，其中昼间为 89.4%，夜间为 74.5%。

各区、县（市）道路交通噪声路长计权

平均等效声级值范围在 64.0—69.2 分贝，

均低于 70 分贝的控制值要求。全市道

路交通噪声路长加权平均等效声级值为

67.1 分贝，路长超标率为 21.5%，与 2019

年相比，道路交通噪声路长加权平均等

效声级值下降 0.1 分贝，路长超标率下降

10.4 个百分点。

【生态环境】  2020 年，绍兴市对 2019 年

度全市卫星遥感影像进行野外核查和解

译。2019 年，全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

为 76.8，生 态 环 境 状 况 等 级 为“优”，与

2018 年相比，总体生态环境状况无明显变

化。各区、县（市）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分

布在 67.0—81.3 之间，除越城区和上虞区

级别为“良”外，其他区、县（市）均为“优”。

诸暨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最高。从生态

环境状况分项指数来看，全市的生物丰度

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和水网密度指数略有

下降（降幅在 0.1—1.1 之间），污染负荷指

数略有上升（上升 0.1），土地胁迫指数无变

化。总体上，生态环境状况各分指数相对

稳定或波动较小。

【辐射环境】  2020 年，各区、县（市）的环

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瞬时）平均值

范围在 55.8—96.5 纳戈瑞 / 小时，均在浙

江省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天然水平涨

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和绍兴市区固

定监测点环境中电磁辐射水平均低于相

关标准要求。

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  2020 年，绍兴市共有 58

个镇（街道）、50 个工业园区（集聚区）、104

个城镇居民小区全面完成零直排建设，淘

汰落后产能企业 180 家。绍兴污水处理

厂、上虞污水处理厂、诸暨次坞污水处理

厂均完成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全市新增城

镇污水配套管网 53.8 千米，改造城镇污

水配套管网 49 千米。完成中小河流治理

15.51 千米，河湖库塘清淤 174.7 万立方

米。1343 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

标准化运维，建设 12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

渠示范点。完成 35 个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的划分。

【大气污染防治】  2020 年，绍兴市营造

最浓治气氛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多次对治气工作作出批示，构建以

市领导带队暗访、市蓝天办常态化督查、

市级部门日常巡查、区县市自查的多层次

督查模式，全年共交办整改问题 908 件，

督办整改问题 8 件，共计查处工业、扬尘、

柴油车、餐饮油烟、露天焚烧等各类涉气

案件 4269 起，罚款 3000 万元。研究制

定“一方案两办法”，完善实施对各区、县

（市）空气质量周排名、月通报、年考核的

考核制度。全面加强治气督导考核和追

责问责，制定《绍兴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首次将大气污染防

治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究体系。聚

焦结构优化和工业废气治理，实施燃气锅

炉低氮改造 364 台，累计淘汰国三营运柴

油货车 3102 辆，实施 103 个 VOCs 深度

治理项目，对 77 家化工、化纤企业开展泄

漏检测，增设定型机、印花机进出口集气

罩 5790 台（套），20 个臭气异味突出问题

实现“销号”。市区和诸暨市划定高排放

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累计编码登记非

道路移动机械 15391 台，抽测非道机械

2113 台，处罚超标机械 37 台。

【土壤污染防治】  2020 年，绍兴市根据

国家和省的总体部署，开展化工、印染等

重点行业在产企业用地和关停企业原址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完成全市调查地块信

息采集 1163 家，其中在产企业 697 家，关

闭搬迁企业 447 家，填埋场 10 家，尾矿库

9 家；完成全市 236 个地块的土壤和地下

水采样、监测工作。完善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工作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绍兴

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绍兴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污染修复

土壤利用处置的通知》。加强对重点项目

修复过程环境监管，按年度更新发布土壤

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完成农用地

土壤超标点位销号 42 个。

【固体废物管理】  2020 年，绍兴市梳理

完善并印发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有关制

度 16 项，按照《绍兴市清废攻坚战 2020

年工作计划》要求，5600 余家固体废物产

生单位注册使用省系统，实现申报登记、

管理计划和转移联单等电子化。完成 83

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规范化考核，其中

包括 28 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考核合格

率 100%。全市一般工业固废收运体系

启动建设，小微企业危废收运体系基本建

立，创新“代收代运”和“直通车”模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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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6.1%，改善率全省第一位、长三角 41

城市第五位。AQI 优良天数比例 90.7%，

提升 6.9 个百分点，优良天数首次超过 9

成。各区、县（市）PM2.5 浓度 26—31 微

克 / 立方米，首次实现全市域、全指标达

标。与 2015 年相比，可以用“三个第一、

两个第二”总结空气质量改善情况，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SO2 浓度和 NO2 浓度分别

下降 38.2%、81.5% 和 33.3%，改善率全省

第一位，PM2.5 和 PM10 分别下降 50%

和 40.2%，改善率全省第二位，超额实现

“十三五”规划目标，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圆满收官。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2020 年，绍兴

市全面建成一套机制、两项任务、三张清

单、四大体系，形成“制度上补充完善、技

术上创新借鉴、市场上补齐短板、监管上

整体智治”的“无废绍兴”模式。实现源

头减量为先、资源化为重和无害化为底

的“绍兴要求”，形成“1+10”的“一市一

档”，基本完成 53 项指标建设任务，制定

“62+26”制度体系，开发应用技术项目

共 19 项，90 个重点项目完成年度任务，

合计新增工业源固废利用处置能力 153

万吨 / 年，生活源固废焚烧处置能力 87

万吨 / 年，农业源固废利用处置能力 2.7

万吨 / 年，新增建筑渣土资源化利用能力

700 万吨 / 年，建立“循环经济 850 工程”

支持政策研究等 13 个市场体系。2020

年 9 月，绍兴市举办全国“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推进会，获得与会代表高度肯定。

按照“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理念

打造的全周期、智能化、闭环式绍兴市“无

废城市”信息化平台（省固废治理数字化

应用），实现监控调度、风险预警、考核展

示、交易撮合、管理服务等功能。项目作

为 2020 年省政府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已

通过初验，被评为“2020 年浙江省改革创

新最佳实践案例”和入选浙江省“观星台”

优秀应用，并在全省推广应用。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2020 年，绍兴市

成立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

分管副市长任总协调人，30 个市级部门

和 6 个区、县（市）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绍

兴市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市迎检工作协调联络

组，分设综合、资料、信访、督办、督责、宣

传、后勤 7 个专项工作组，全力保障、有序

配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开展。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9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进驻浙江共 31 天，其中 9

月 16 日至 9 月 22 日下沉绍兴。督察期间，

绍兴市共收到交办信访件 32 批 588 件，

较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 958 件）

下降 38.6%，其中，重点信访件 12 件，较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25 件）下降 52%，

全市无生态环境问题被列入公开通报警

示案例。同时，绍兴市继续做好第一轮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工作，完成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全部信访件和反馈问题整改销号。

环境质量

【概况】  2020 年，绍兴市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平均为 3.34。各区、县（市）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分别为：越城区 3.50，

柯桥区 3.62，上虞区 3.17，诸暨市 3.32，

嵊州市 3.28，新昌县 3.04。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AQI）达到优良的天数比例为

94.0%，比 2019 年上升 8.0 个百分点。各

区、县（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

优良的天数比例分别为：越城区 90.7%，

提升 9.6 个百分点；柯桥区 89.3%，提升

10.9 个百分点；上虞区 95.1%，提升 3.1 个

百分点；诸暨市 93.2%，提升 4.4 个百分点；

嵊州市 96.7%，提升 6.0 个百分点；新昌县

96.4%，提升 3.0 个百分点。

全市大气中二氧化硫（SO2）年均浓

度 为 5 微 克 / 立 方 米，比 2019 年 下 降

16.7% ；二 氧 化 氮（NO2）年 均 值 为 27 微

克 / 立方米，下降 3.6% ；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值为 47 微克 / 立方米，下降

17.5% ；细颗粒物（PM2.5）年均值为 28 微

克 / 立方米，下降 22.2% ；臭氧（O3）年均

值为 90 微克 / 立方米，下降 4.3% ；一氧

化碳（CO）年均值为 0.7 毫克 / 立方米，与

2019 年持平。

全 市 降 水 pH 均 值 为 5.18，酸 雨 率

为 53.1%，与 2019 年相比，pH 均值下降

0.01，酸雨率上升 2 个百分点。除上虞区

和诸暨市外，其他区、县（市）降水 pH 年

均值都低于 5.6，其中嵊州市和新昌县为

轻酸雨区，越城区和柯桥区为中酸雨区。

全 市 降 尘 均 值 为 2.57 吨 / 平 方 千

米·月，比 2019 年下降 11.1%。各区、县

（市）降尘范围为 1.81—2.92 吨 / 平方千

米·月，其中越城区最高，新昌县最低，均

达到《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中不得高于 5 吨 / 平

方千米·月的考核要求。

【水环境】  2020 年，绍兴市境内曹娥江

水系、浦阳江及壶源江水系、鉴湖水系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越城区孙端街道贺家池举行公众增殖放流 100 万尾鱼苗活动

  （袁  云  摄）

绍虞平原河网水质均为优。各水系断面

均为Ⅰ—Ⅲ类水质断面，无劣Ⅴ类水质断

面，均满足水域功能要求。与 2019 年相

比，各水系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满足

水域功能要求的断面比例均持平，总体水

质基本保持稳定。

全市 27 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

中，均为Ⅰ—Ⅲ类水质，均满足水域功能

要求。与 2019 年相比，Ⅰ—Ⅲ类水质断

面增加 1 个、Ⅳ类水质断面减少 1 个，总

体水质无明显变化。

全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源地（汤浦水库、陈蔡水库、南山水库、

长诏水库）一级保护区内水域均为Ⅱ类水

质，全部满足水域功能要求。对四个水源

地开展的 109 项水质指标监测，基本项目

及特定项目指标全部达标。

【声环境】  2020 年，各区、县（市）城市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范围为

51.7—58.1 分贝，低于 60 分贝的国控标

准。与 2019 年相比，区域环境噪声声级

值总体水平保持不变，柯桥区、诸暨市和

新昌县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有所

上升，越城区、上虞区和嵊州市有所下降。

噪声构成与 2019 年相比，生活、其他噪声

源比例有所上升，交通、工业、施工噪声源

比例有所下降。各类噪声源强度与 2019

年相比，交通、其他噪声源强度有所增加，

工业、施工、生活噪声源强度有所减少。

全市城市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为：1

类标准适用区昼间为 51.3 分贝，夜间为

46.6 分贝；2 类标准适用区昼间为 52.7 分

贝，夜间为 48.9 分贝；3 类标准适用区昼

间为 56.6 分贝，夜间为 52.7 分贝；4 类标

准适用区昼间为 60.3 分贝，夜间为 55.7

分贝。全市各功能区噪声测点总达标率为

81.9%，其中昼间为 89.4%，夜间为 74.5%。

各区、县（市）道路交通噪声路长计权

平均等效声级值范围在 64.0—69.2 分贝，

均低于 70 分贝的控制值要求。全市道

路交通噪声路长加权平均等效声级值为

67.1 分贝，路长超标率为 21.5%，与 2019

年相比，道路交通噪声路长加权平均等

效声级值下降 0.1 分贝，路长超标率下降

10.4 个百分点。

【生态环境】  2020 年，绍兴市对 2019 年

度全市卫星遥感影像进行野外核查和解

译。2019 年，全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

为 76.8，生 态 环 境 状 况 等 级 为“优”，与

2018 年相比，总体生态环境状况无明显变

化。各区、县（市）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分

布在 67.0—81.3 之间，除越城区和上虞区

级别为“良”外，其他区、县（市）均为“优”。

诸暨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最高。从生态

环境状况分项指数来看，全市的生物丰度

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和水网密度指数略有

下降（降幅在 0.1—1.1 之间），污染负荷指

数略有上升（上升 0.1），土地胁迫指数无变

化。总体上，生态环境状况各分指数相对

稳定或波动较小。

【辐射环境】  2020 年，各区、县（市）的环

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瞬时）平均值

范围在 55.8—96.5 纳戈瑞 / 小时，均在浙

江省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天然水平涨

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和绍兴市区固

定监测点环境中电磁辐射水平均低于相

关标准要求。

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  2020 年，绍兴市共有 58

个镇（街道）、50 个工业园区（集聚区）、104

个城镇居民小区全面完成零直排建设，淘

汰落后产能企业 180 家。绍兴污水处理

厂、上虞污水处理厂、诸暨次坞污水处理

厂均完成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全市新增城

镇污水配套管网 53.8 千米，改造城镇污

水配套管网 49 千米。完成中小河流治理

15.51 千米，河湖库塘清淤 174.7 万立方

米。1343 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

标准化运维，建设 12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

渠示范点。完成 35 个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的划分。

【大气污染防治】  2020 年，绍兴市营造

最浓治气氛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多次对治气工作作出批示，构建以

市领导带队暗访、市蓝天办常态化督查、

市级部门日常巡查、区县市自查的多层次

督查模式，全年共交办整改问题 908 件，

督办整改问题 8 件，共计查处工业、扬尘、

柴油车、餐饮油烟、露天焚烧等各类涉气

案件 4269 起，罚款 3000 万元。研究制

定“一方案两办法”，完善实施对各区、县

（市）空气质量周排名、月通报、年考核的

考核制度。全面加强治气督导考核和追

责问责，制定《绍兴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首次将大气污染防

治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究体系。聚

焦结构优化和工业废气治理，实施燃气锅

炉低氮改造 364 台，累计淘汰国三营运柴

油货车 3102 辆，实施 103 个 VOCs 深度

治理项目，对 77 家化工、化纤企业开展泄

漏检测，增设定型机、印花机进出口集气

罩 5790 台（套），20 个臭气异味突出问题

实现“销号”。市区和诸暨市划定高排放

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累计编码登记非

道路移动机械 15391 台，抽测非道机械

2113 台，处罚超标机械 37 台。

【土壤污染防治】  2020 年，绍兴市根据

国家和省的总体部署，开展化工、印染等

重点行业在产企业用地和关停企业原址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完成全市调查地块信

息采集 1163 家，其中在产企业 697 家，关

闭搬迁企业 447 家，填埋场 10 家，尾矿库

9 家；完成全市 236 个地块的土壤和地下

水采样、监测工作。完善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工作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绍兴

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绍兴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污染修复

土壤利用处置的通知》。加强对重点项目

修复过程环境监管，按年度更新发布土壤

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完成农用地

土壤超标点位销号 42 个。

【固体废物管理】  2020 年，绍兴市梳理

完善并印发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有关制

度 16 项，按照《绍兴市清废攻坚战 2020

年工作计划》要求，5600 余家固体废物产

生单位注册使用省系统，实现申报登记、

管理计划和转移联单等电子化。完成 83

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规范化考核，其中

包括 28 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考核合格

率 100%。全市一般工业固废收运体系

启动建设，小微企业危废收运体系基本建

立，创新“代收代运”和“直通车”模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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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单位参与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工作。

大力推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新

增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19.2 万吨 / 年，

基本完成绍兴市重金属年度减排任务。

【辐射源防治】  2020 年，绍兴市生态环

境局通过受检单位自查和核查相结合，分

类别、分措施全面开展辐射安全隐患大排

查，共实施现场核查 106 家次，出动人员

300 多人次，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全部责

令整改。帮助关停企业的放射源收贮，及

时消除风险隐患。完成绍兴市固定放射

源在线监控系统的安装建设工作。至年

末，全市有登记在册的辐射工作单位 387

家，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率 100％；在册

放射源应用单位 52 家，放射源 507 枚（Ⅳ

类 266 枚，Ⅴ类 241 枚），在册射线装置应

用单位 337 家，射线装置 925 台。

环境监管执法

【环境稽查与执法】  2020 年，绍兴市加

大环境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全年共立案查处企业 456

件，处罚款 4230 万元，办理五类案件 112

件，责令整改企业 1139 家，关停取缔企业

66 家。开展印染、化工及工业园区等重点

行业专项执法行动，推动污染源“双随机、

一公开”执法监管常态化、制度化，完成抽

查检查企业 2650 家，公开 572 家重点排

污单位信息。开展重大环境隐患排查化

解行动和绍兴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全市排查突出环境问题和隐患问题10个。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对诸暨市、嵊州市生态

环境执法工作进行专项稽查，对上虞区环

境信访重点件进行专案稽查。

【环境监测】  2020 年，绍 兴 市 完 成 环

境监测数据 19 万余个，各类报告及报表

4300 余份，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逐步完善监测网络水环境和大气环

境自动监控网络体系，全市共建有地表水

自动站 157 个、环境空气自动站 153 个，

建设完成环境空气光化学污染及颗粒物

组分自动监测系统。加强应急监测能力

建设，完成市本级应急监测能力评估，组

织开展对各区、县（市）应急监测能力评

估。开展 2020 年度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

督检查，对备案登记并已在绍兴市范围内

开展业务的20家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并对检查结果进行情况通报。

【环境信访】  2020 年，全市受理环境信

访 4481 件，比 2019 年 下 降 21.74%，其

中大气污染信访 2624 件，噪声污染信访

710 件，水污染信访 487 件，固废污染信

访 91 件，建设项目类信访 132 件，其他类

（环境保护建议等）信访 437 件，赴京访降

低至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2020 年，绍兴市

着力推进全市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赔偿、

修复实践，积极提供“绍兴案例”。印发

《绍兴市 2020 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

计划》，落实改革重点工作，推进制定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三个制度规定，进一步优化

“绍兴模式”。制定实施《绍兴市大气污染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办法（试行）》，进一

步规范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印发《绍兴市常见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应急

处置工作指南（试行）》，明确生态环境损害

应急处置工作要点，制定完善相关应急方

案，稳妥推进应急处置工作。积极推进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排查，全年共核

查线索 31 件，其中已完成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案件 6 件，正在开展公益诉讼 14 件。

开展鉴定评估案件 12 件，完成 9 件；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件 11 件，完成

磋商并签订协议 9 件，共收缴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金 168 万余元。

行政审批许可管理

【概况】  2020 年，绍兴市成为全省生态

环境系统环保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唯一

试点，同时被列入市委常委会 2020 年重

点工作。印发《环保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推进 70 项重点工作、十项

制度改革、十大重大保障工程建设。组织

开展“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环保服

务企业“十百千”“环保服务进园区”等专

项服务行动，点对点牵手服务 100 多家企

业，集中提供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技

术咨询服务，全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化

解落实“三服务”问题 1390 个。从优化

检查、强化指导等方面帮助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固化疫情期间审批“正面清单”，全

市生态环境部门对 249 家项目采取告知

承诺制审批，对 244 家企业采取豁免环评

措施。以“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为抓手，培

育发展环保产业企业集群。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2020 年，全市共

审批（含备案）建设项目环评文件5793个，

其中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 165 个，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 1223 个，登记表

网上备案项目 4009 个。审批项目总投资

约 1565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40 亿元，

约占总投资额的 2.6%。

【排污许可管理】  2020 年，全市新核发、

变更排污许可证 1307 本，其中核发新证

1032 本，变更 275 本，延续 290 本，注销

24 本。

【辐射许可管理】  2020 年，全市共审批

涉辐射建设项目 6 个，办理辐射安全许可

证 233 本，其中首次申请 60 本、重新申请

37 本、变更 65 本、延续 37 本、注销 34 本；

办理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 9 件；办理放

射源省内跨设区市异地使用报告 3 份。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管理】  2020 年，受

省厅委托，绍兴市共受理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事项 18 件，已变更或新发放经营许可

证 18 份。至年底，全市已有 32 家企业取

得省厅发放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市生态环境局  提供）

绿色低碳节能

【概况】  2020 年，绍 兴 市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能 耗 下 降 5.4%，规 上 工 业 能 耗 增

长 -0.7%。36 个大类行业中，25 个行业

全年单耗比 2019 年下降。全市有能源转

换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发电效

率 57.1%，提高 1.2 个百分点；供热效率

91%，下降 1.3 个百分点；热电联产效率

80.5%，下降 0.1 个百分点。全市规上工

业（不含统调发电）煤炭消费 846.6 万吨，

减少 52.1 万吨。

【落实“双控”目标责任】  2020 年，绍兴

市印发《2020 年绍兴市能源“双控”和“减

煤”工作方案》，把能源“双控”目标任务

分解下达到各区、县（市）。定期对全市及

各区、县（市）相关能耗指标予以通报，实

施区域“红、黄、绿”用能预警制度，对能源

“双控”指标落后、节能形势严峻的区域，

开展专项督查。对新上高耗能项目落实

用能等量或减量替代政策，从源头把好高

耗能项目准入。对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高于 0.6 吨标准煤／万元的新增用能量，

实行有偿使用。对环保、安全问题突出、

综合效益评价 D 类、印染、造纸、化工、化

纤、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中的重点企

业，实施停产检修、错峰生产等举措，减少

高耗能企业的能源消耗。累计开展节能

监察 121 次，下发整改通知书 40 份，督促

完成整改 2 家，允许延期整改 5 家，实施

节能行政处罚 2 次。

【淘汰落后产能】  2020 年，绍兴市累计

整治提升“低散乱”企业 1204 家，其中改

造升级 543 家，整合入园 38 家、合理转移

76 家、关停淘汰 547 家。

【清洁能源】  2020 年，绍兴市建成家庭

屋顶光伏 0.69 万千瓦，非居民光伏装机

7.54 万千瓦。建成新能源汽车公用充电

站 16 座，公用充电桩 361 个。

【绿色制造】  2020 年，绍兴市有 39 家企

业、5 个园区创建成绿色工厂（园区）。组

织开展国家级绿色制造申报工作，有 3 家

企业被命名为国家级绿色工厂、8 家企业

的 12 个产品为绿色设计产品、1 个开发区

为绿色园区、1 家企业为绿色供应链企业，

2 家企业为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绿色建筑】  2020 年，绍兴市实施绿色

建 筑 共 248 项，建 筑 面 积 1682.92 万 平

方米，其中实施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共

145 项，建 筑 面 积 1260.2 万 平 方 米，实

施三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共 58 项，建筑面

积 187.96 万平方米。全市新建民用建筑

实施二星级（含）以上绿色建筑的比例达

74.88%，远超《浙江省建筑工业化工作考

核办法》中 6% 的考核目标。

【绿色交通】  2020 年，绍兴市淘汰 113

辆排放国三以下营运大客车、3042 辆老旧

营运货车；更新 325 辆公交车，其中节能

车辆 291 辆，占比 89.5%。

【公共机构节能】  2020 年，绍兴市有 12

家单位被命名为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4 家单位被命名为国家级节约型

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对 18 家市级党政机

关开展夏、冬两季节能工作督查，选报 2

个单位参加全省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遴

选，开展 7 家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专项监察

工作并督促完成整改工作。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2020 年年末，途

径绍兴的石油长输管道 4 条，绍兴段总长

294 千米。分别为中石化浙江油品储运

公司镇杭成品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的绍

兴—杭州（萧山）成品油管道、浙赣成品油

管道、诸暨—桐庐成品油管道。至年末，

途径绍兴市的天然气长输管道 7 条，绍兴

段总长 258 千米。分别为国家管网集团

的西气东输南昌—上海支干线、浙江省天

然气开发有限公司的省级天然气管线萧

山支线、杭甬干线、大唐江滨热电支线、上

虞—新昌天然气管道、西二线诸暨支线、

三门—嵊州天然气管道；在建萧山—义乌

天然气管道。

（市发改委  提供）

    2020 年 12 月 18 日，电动双层观光巴士“大禹号”运营  （黄  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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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单位参与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工作。

大力推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新

增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19.2 万吨 / 年，

基本完成绍兴市重金属年度减排任务。

【辐射源防治】  2020 年，绍兴市生态环

境局通过受检单位自查和核查相结合，分

类别、分措施全面开展辐射安全隐患大排

查，共实施现场核查 106 家次，出动人员

300 多人次，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全部责

令整改。帮助关停企业的放射源收贮，及

时消除风险隐患。完成绍兴市固定放射

源在线监控系统的安装建设工作。至年

末，全市有登记在册的辐射工作单位 387

家，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率 100％；在册

放射源应用单位 52 家，放射源 507 枚（Ⅳ

类 266 枚，Ⅴ类 241 枚），在册射线装置应

用单位 337 家，射线装置 925 台。

环境监管执法

【环境稽查与执法】  2020 年，绍兴市加

大环境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全年共立案查处企业 456

件，处罚款 4230 万元，办理五类案件 112

件，责令整改企业 1139 家，关停取缔企业

66 家。开展印染、化工及工业园区等重点

行业专项执法行动，推动污染源“双随机、

一公开”执法监管常态化、制度化，完成抽

查检查企业 2650 家，公开 572 家重点排

污单位信息。开展重大环境隐患排查化

解行动和绍兴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全市排查突出环境问题和隐患问题10个。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对诸暨市、嵊州市生态

环境执法工作进行专项稽查，对上虞区环

境信访重点件进行专案稽查。

【环境监测】  2020 年，绍 兴 市 完 成 环

境监测数据 19 万余个，各类报告及报表

4300 余份，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逐步完善监测网络水环境和大气环

境自动监控网络体系，全市共建有地表水

自动站 157 个、环境空气自动站 153 个，

建设完成环境空气光化学污染及颗粒物

组分自动监测系统。加强应急监测能力

建设，完成市本级应急监测能力评估，组

织开展对各区、县（市）应急监测能力评

估。开展 2020 年度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监

督检查，对备案登记并已在绍兴市范围内

开展业务的20家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并对检查结果进行情况通报。

【环境信访】  2020 年，全市受理环境信

访 4481 件，比 2019 年 下 降 21.74%，其

中大气污染信访 2624 件，噪声污染信访

710 件，水污染信访 487 件，固废污染信

访 91 件，建设项目类信访 132 件，其他类

（环境保护建议等）信访 437 件，赴京访降

低至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2020 年，绍兴市

着力推进全市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赔偿、

修复实践，积极提供“绍兴案例”。印发

《绍兴市 2020 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

计划》，落实改革重点工作，推进制定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三个制度规定，进一步优化

“绍兴模式”。制定实施《绍兴市大气污染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办法（试行）》，进一

步规范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印发《绍兴市常见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应急

处置工作指南（试行）》，明确生态环境损害

应急处置工作要点，制定完善相关应急方

案，稳妥推进应急处置工作。积极推进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排查，全年共核

查线索 31 件，其中已完成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案件 6 件，正在开展公益诉讼 14 件。

开展鉴定评估案件 12 件，完成 9 件；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件 11 件，完成

磋商并签订协议 9 件，共收缴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金 168 万余元。

行政审批许可管理

【概况】  2020 年，绍兴市成为全省生态

环境系统环保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唯一

试点，同时被列入市委常委会 2020 年重

点工作。印发《环保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推进 70 项重点工作、十项

制度改革、十大重大保障工程建设。组织

开展“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环保服

务企业“十百千”“环保服务进园区”等专

项服务行动，点对点牵手服务 100 多家企

业，集中提供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技

术咨询服务，全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化

解落实“三服务”问题 1390 个。从优化

检查、强化指导等方面帮助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固化疫情期间审批“正面清单”，全

市生态环境部门对 249 家项目采取告知

承诺制审批，对 244 家企业采取豁免环评

措施。以“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为抓手，培

育发展环保产业企业集群。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2020 年，全市共

审批（含备案）建设项目环评文件5793个，

其中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 165 个，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 1223 个，登记表

网上备案项目 4009 个。审批项目总投资

约 1565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40 亿元，

约占总投资额的 2.6%。

【排污许可管理】  2020 年，全市新核发、

变更排污许可证 1307 本，其中核发新证

1032 本，变更 275 本，延续 290 本，注销

24 本。

【辐射许可管理】  2020 年，全市共审批

涉辐射建设项目 6 个，办理辐射安全许可

证 233 本，其中首次申请 60 本、重新申请

37 本、变更 65 本、延续 37 本、注销 34 本；

办理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 9 件；办理放

射源省内跨设区市异地使用报告 3 份。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管理】  2020 年，受

省厅委托，绍兴市共受理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事项 18 件，已变更或新发放经营许可

证 18 份。至年底，全市已有 32 家企业取

得省厅发放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市生态环境局  提供）

绿色低碳节能

【概况】  2020 年，绍 兴 市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能 耗 下 降 5.4%，规 上 工 业 能 耗 增

长 -0.7%。36 个大类行业中，25 个行业

全年单耗比 2019 年下降。全市有能源转

换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发电效

率 57.1%，提高 1.2 个百分点；供热效率

91%，下降 1.3 个百分点；热电联产效率

80.5%，下降 0.1 个百分点。全市规上工

业（不含统调发电）煤炭消费 846.6 万吨，

减少 52.1 万吨。

【落实“双控”目标责任】  2020 年，绍兴

市印发《2020 年绍兴市能源“双控”和“减

煤”工作方案》，把能源“双控”目标任务

分解下达到各区、县（市）。定期对全市及

各区、县（市）相关能耗指标予以通报，实

施区域“红、黄、绿”用能预警制度，对能源

“双控”指标落后、节能形势严峻的区域，

开展专项督查。对新上高耗能项目落实

用能等量或减量替代政策，从源头把好高

耗能项目准入。对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高于 0.6 吨标准煤／万元的新增用能量，

实行有偿使用。对环保、安全问题突出、

综合效益评价 D 类、印染、造纸、化工、化

纤、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中的重点企

业，实施停产检修、错峰生产等举措，减少

高耗能企业的能源消耗。累计开展节能

监察 121 次，下发整改通知书 40 份，督促

完成整改 2 家，允许延期整改 5 家，实施

节能行政处罚 2 次。

【淘汰落后产能】  2020 年，绍兴市累计

整治提升“低散乱”企业 1204 家，其中改

造升级 543 家，整合入园 38 家、合理转移

76 家、关停淘汰 547 家。

【清洁能源】  2020 年，绍兴市建成家庭

屋顶光伏 0.69 万千瓦，非居民光伏装机

7.54 万千瓦。建成新能源汽车公用充电

站 16 座，公用充电桩 361 个。

【绿色制造】  2020 年，绍兴市有 39 家企

业、5 个园区创建成绿色工厂（园区）。组

织开展国家级绿色制造申报工作，有 3 家

企业被命名为国家级绿色工厂、8 家企业

的 12 个产品为绿色设计产品、1 个开发区

为绿色园区、1 家企业为绿色供应链企业，

2 家企业为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绿色建筑】  2020 年，绍兴市实施绿色

建 筑 共 248 项，建 筑 面 积 1682.92 万 平

方米，其中实施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共

145 项，建 筑 面 积 1260.2 万 平 方 米，实

施三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共 58 项，建筑面

积 187.96 万平方米。全市新建民用建筑

实施二星级（含）以上绿色建筑的比例达

74.88%，远超《浙江省建筑工业化工作考

核办法》中 6% 的考核目标。

【绿色交通】  2020 年，绍兴市淘汰 113

辆排放国三以下营运大客车、3042 辆老旧

营运货车；更新 325 辆公交车，其中节能

车辆 291 辆，占比 89.5%。

【公共机构节能】  2020 年，绍兴市有 12

家单位被命名为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4 家单位被命名为国家级节约型

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对 18 家市级党政机

关开展夏、冬两季节能工作督查，选报 2

个单位参加全省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遴

选，开展 7 家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专项监察

工作并督促完成整改工作。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2020 年年末，途

径绍兴的石油长输管道 4 条，绍兴段总长

294 千米。分别为中石化浙江油品储运

公司镇杭成品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的绍

兴—杭州（萧山）成品油管道、浙赣成品油

管道、诸暨—桐庐成品油管道。至年末，

途径绍兴市的天然气长输管道 7 条，绍兴

段总长 258 千米。分别为国家管网集团

的西气东输南昌—上海支干线、浙江省天

然气开发有限公司的省级天然气管线萧

山支线、杭甬干线、大唐江滨热电支线、上

虞—新昌天然气管道、西二线诸暨支线、

三门—嵊州天然气管道；在建萧山—义乌

天然气管道。

（市发改委  提供）

    2020 年 12 月 18 日，电动双层观光巴士“大禹号”运营  （黄  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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