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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磊磊 江晓峰

每天的清晨、傍晚，我市各个公园充
满活力，大家呼吸着清新空气，在公园里
散步、跳舞、做操，享受着美好生活，见证
着江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建
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
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江门市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绿美江门生态建设为引领，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发展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重点
任务有效落实，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走出一条生态文明建设与高
质量发展互促共赢的创新发展之路，侨
乡“颜”“值”实现双提升。

蓝天常驻 城市“气质”更佳
“第一次拍到广州塔时，很多网友表

示怀疑，认为两地相隔几十公里，不可能
直接拍摄到，也有人觉得是‘海市蜃
楼’。”回忆起2014年5月第一次在鹤山
大雁山顶拍到直线距离46公里外的广
州“小蛮腰”时的场景，摄影爱好者吴兆
民记忆犹新。

该照片呈现了从大雁山纪元塔东北
方向“远眺”广州“小蛮腰”的景象，可以
较为清晰地看到“小蛮腰”和珠江新城的
东、西“双子塔”的轮廓。“照片放大后更
清晰，可以肯定就是广州‘小蛮腰’。”吴
兆民说。

吴兆民拍下第一张“小蛮腰”照片
后，江门进一步大力推进大污染治理，严
格落实国家“大气十条”，深入打好打赢
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推进产业、能源、
交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向着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的目标不断迈进。

一系列工业源、移动源、面源污染治
理重点工作持续有力推进：有序推进重
点行业企业深度治理、大力开展工业集
聚区环境问题综合整治、全面落实燃气
锅炉低氮燃烧改造、淘汰升级涉VOCs
排放企业低效治理设施、加强营运柴油
车用车大户监管、强化施工工地扬尘管

控、积极应对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如
今，“江门蓝”正成为市民引以为傲的城
市标签。

今年7月，距离吴兆民拍下第一张
“小蛮腰”照片已逾10年，摄影爱好者
刘米高在其距离“小蛮腰”直线距离60
公里外的蓬江区的家中，再次捕捉到
了“小蛮腰”的身影，这次拍摄到的景
象更加清晰。“这说明江门的空气质量
越来越好，能见度也很高。”刘米高兴
奋地说。

从40公里到60公里，远在广州的
“小蛮腰”频频出现在市民镜头里，成为
江门不遗余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
定向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的生动写照。

2023年，江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AQI达标率同比提升3.9个百分点，
PM2.5年均浓度为22.4微克/立方米，连
续4年优于世卫组织过渡期第二阶段标
准，综合指数同比改善4.7%，改善幅度

位居全省前列。进入2024年，江门空气
质量继续保持改善势头，综合指数和
PM2.5浓度多次跻身全国168个重点城
市空气质量月度排名前20位，再次证明
我市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显著成效。
如今，蓝天常驻，江门的城市“气质”也越
来越佳。

做好“水文章”润泽“幸福城”
碧水滟滟，芳草萋萋，在潭江牛湾断

面处，不时有鹭鸟划过……如果说蓝天
保卫战是一微克一微克的战斗，那么碧
水保卫战则是河里有鱼有草的守护。潭
江对于江门至关重要。自西向东、穿城
而过的潭江曾受工业影响，遭受了不同
程度的污染，为了保卫潭江，江门在过去
30多年里不断探索和实践，形成一系列
具有示范意义的举措。

1990年，江门市首创“潭江模式”，实
现了从自我保护到联合保护、从定性检查
到定量考核、从干流保护到全流域保护的

转变。2016年，江门推出首部实体法《江
门市潭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让保护潭
江流域有“量身定制”的法律依据。2019
年，《江门市潭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办法》
发布，江门成为全省率先出台并实施流域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地级市。今年年初，
江门市印发《潭江分段治理2024年度实
施方案》，在潭江流域涉及的各县（市、区）
51个镇（街）全面开展2024年潭江分段
治理工作。在多年的实践中，江门正摸索
出一套适应江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流域水环境管理机制。

潭江水环境治理，是江门做活“水文
章”的生动实践。紧抓潭江治理的“牛鼻
子”，我市正以潭江全流域氨氮控制为重
点，推动流域水质整体提升；补齐城乡生
活污水治理短板，大力推进城镇生活污
水管网建设，全市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86.6%；持续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治
理，因地制宜推动生猪养殖行业提档升
级；深入开展近岸海域整治，清理入海排

污口，加快美丽海湾建设；围绕“百千万
工程”目标任务，进一步推动环境污染治
理从城市向县域、向农村拓展，为乡村振
兴提供支持。

2023年，全市地表水国考和省考
断面年度水质优良比例、县级及以上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主要入海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均
实现 100%。江门市在全省城市省考
断面水环境质量中排名第7位，同比上
升6位，改善率3.98%，排名全省第2。
重点攻坚的潭江牛湾国考断面水质重
回Ⅲ类。

建设“无废城市”共享绿
色低碳新未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正确处理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我市正不断
塑造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持续增强
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垃圾焚烧产生的飞灰，摇身一变，
化身防水防火的轻质新型建材，成为市
场“香饽饽”；电动汽车产生的废旧电
池，涅槃重生，成为原材料重新回到电
池生产线上；以往被随意丢弃的柑果
肉，华丽转身，变成酵素产品和美味的
果汁饮料，成为消费者舌尖上的新宠儿
……这是江门打造“无废城市”的生动
缩影。“‘无废城市’并不是不产生固体
废物，而是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废物
的源头减量，最大限度地降低固体废物
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城市废物产生量最
小化的科学的城市管理模式。”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门同步围绕
推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城镇生活
垃圾再生和无害化处置等举措深化“无
废城市”建设。

老百姓的生活有温度也有亮度，江
门把环境治理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
来。自2021年我市先后被列入广东省
和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城市名单以来，
我市将“无废城市”建设列入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办重点工作任务进行推进，持续
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三化”管理，在构建“新能源电池无废产
业链”“无废陈皮产业链”、建立“无废金
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推动生活垃圾焚
烧飞灰资源化利用、实现全域生活垃圾
零填埋等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上走在全
省前列。

如今的江门，“无废城市”的美好愿
景正逐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体系逐步
完善。目前，我市57项建设指标已全部
达到广东省“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目标要
求，其中7项指标达到省内甚至国内先
进水平、五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成运
行，实现全域生活垃圾零填埋，完成155
个“无废城市”细胞创建，总结凝练10个
经验亮点模式。今年在省第一批11个
试点城市建设成效评估中与广州、深圳
并列第一。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阔
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征程中，江门市
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
碳发展，不断提高城市颜值、升级城市魅
力，气势恢宏的侨乡绿色发展画卷将铺
展得更加广阔、更加灵动。

我市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逐“绿”而行 谱写绿色发展新篇章

我市蓝天常驻，综合指数和PM2.5浓度多次跻身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月度排名前20位。 郭永乐 摄

市交通运输局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当好现代化新江门“开路先锋”
□文/图 毕松杰 吴明耀 粤交集宣

新中国成立以来，江门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交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公路里程从寥寥无几
到突破1万公里，建成全市首条城市快
速路——江门大道，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616公里；圆了百年“铁路梦”，建成运营
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站，接入全国高
铁网络，轨道交通里程达220公里；水运
航道总里程从1978年的不足80公里跃
升到1118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252公
里，约占全省的1/6……

交通运输关系社稷民生，服务万千
群众。多年来，江门市交通运输局不断
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水平，优化
运输生产“软服务”品质，以四通八达的
综合立体交通网为江门高质量发展注入
源源动力，加快打造“珠三角西翼与粤西
地区联系的交通门户、珠江西岸综合交
通枢纽”，支撑江门城市能级跃升。

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成形
新中国成立以来，江门经济加速发

展，城市不断扩容，交通建设随之热火朝
天，先后经历公路大发展、水陆并进、多
种交通运输方式全面发展等多个阶段，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7年，蓬江大桥建成通车，拉开
主城区一河两岸发展新序幕；1988年，
横跨西江连接江门、中山两地的外海大
桥建成通车，成为广东最早引进外资兴
建的第一桥；1995年底，江门在全省率
先实现公路达标；1996年，江门第一条
高速公路佛开高速建成通车；2001年，
新台高速建成通车，江门实现“县县通高
速”；2011年，广东首条城际专线铁路广
珠城际铁路正式开通，江门重回全国铁
路版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市交通运输局深
入实施交通“千亿计划”，持续构建“大交
通”格局。珠江西岸最大的轨道交通综
合枢纽——江门站融入全国高速铁路
网，朝发夕至北京、香港等地；累计建成
通车广中江高速、中开高速等13条高速
公路，形成“外引内联”的高速廊道；江湛
铁路正式运营，推动江门迈入高铁新时
代……

自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市交通
运输局紧紧围绕加快打造“珠三角西翼

与粤西地区联系的交通门户、珠江西岸
综合交通枢纽”目标，全力推动江门与大
湾区核心城市互联互通，全面对接融入

“黄金内湾”建设。
6月30日，举世瞩目的大湾区超级

工程——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其以长龙
腾海之势打通环珠江口100公里“黄金
内湾”A字形交通网络骨架关键一横。
据统计，深中通道通车“满月”时，累计车
流量总数超过300万车次。

近年来，江门以“大桥经济”“开路先
锋”姿态，积极推动中开高速、中江高速
改扩建等多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确保
中开高速江门段12个收费站（出入口）
早于深中通道通车，持续织密对接深中
通道的高速路网，为江门承载深中通道
所带来的“泼天流量”打下坚实基础。深
中通道开通仅2月，我市接待游客超500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50亿元，同比增长
双双超30%。深中通道带来的“大桥经
济”效益，让江门的城市显示度明显提
升，空间战略性高度不断打开。

继深中通道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发布后首个开工建设的跨
海通道工程——黄茅海跨海通道正全面
开启大规模钢桥面铺装，力争11月底交
工验收，向着年底通车目标冲刺。项目
建成后，将彻底改写开发强度不到6%的
大广海湾经济区的地理格局，与横琴和
澳门、与香港将分别实现半小时、1小时
互通。

8月19日，珠江口水域下106米处，
“深江1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既定掘进任
务，标志着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顺利抵
达海底最深处，这是中国盾构水下掘进
的最深纪录，也是世界高铁盾构隧道海
底掘进最深纪录。工程建成后，中国高
铁将在百米海底飞驰，成为珠江口东西
两岸首条高速铁路，届时江门与深圳实
现45分钟内通达，与广州南沙实现20
分钟高铁互联互通，在深圳枢纽西丽站
与赣深客专贯通，可直达江西、安徽等
地，在深圳北站通过深圳北至深圳机场
东联络线衔接厦深铁路、广深港客专，可
直达福建、上海及香港等地。展望未来，
江门将进一步融入“轨道上的大湾区”。

跨越江海，拥抱未来。伴随以深江
铁路为代表的轨道上的“江门号”未来可
期，以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为代表
的“双通道”渐行渐近，越来越多的通衢
大道将共同组建江门融入新阶段大湾区
建设的跨江跨海通道群，全面连接全国
高速铁路网，织密对接“黄金内湾”交通
路网，推动江门区位优势迎来历史性突
破和提升，在大湾区中“承东启西”枢纽
门户、重要节点的地位更加凸显。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加快实现
开平市大沙镇岗坪村位于天露山半

山腰，是名副其实的山水茶乡。碍于交
通不便，此前当地的茶产业一直不成规
模，运输困难，销售不便。近年来，“四好
农村路”的建设带来转机。宽敞、平坦的
道路连接起当地的茶叶种植户，吸引天
露仙源等茶企落户，产业发展搭上“快车
道”，全村茶树种植规模达200公顷，100
多人投身茶产业，让茶山变“金山”。

市交通运输局以建好、管好、护好、
运营好为目标，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在全省率先引入卫星遥感技术开
展农村公路数据核查，让“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成为历史，“出门硬化路、抬
脚上客车”化作现实，农村“出行难”得到
历史性解决，全市超7500公里农村公路
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连心路、
振兴路”。

近年来，在市交通运输局推动下，
江门上榜“四好农村路”全国市域示范
创建突出单位，入选广东省首批“四好
农村路”示范市，开平市、台山市入选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建制村通
“双车道”覆盖比例达95.8%，全市100
人（或20户）以上自然村通达硬底化路
比例达100%。

悠悠七十五载，美好出行沧桑巨
变。公共交通日臻完善，运输生产快速
发展，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和多元
化交通工具，极大满足了居民出行和货
物运输需求，“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
好愿景加快实现。

8月28日，深圳机场江门航空港（以
下简称“深江航空港”）正式启用。“从深

江航空港始发，旅客最快60分钟即可到
达深圳机场T3航站楼。此举将助力构
建‘空地联动’的现代化双城综合交通体
系，为深江两市的产业协同、民生互惠注
入新动能。”深圳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深中通道开通后，江门至深圳机场
的通行时间大幅缩短至1小时左右。市
交通运输局推动在深中通道“延长线”上
建设深江航空港，并在深中通道建成通
车当天，推动开通深江机场快线。同时，
随着深江航空港的启用，深江机场快线
也同步加密，运行班次增加至每天往返
32班。

市区出行不只可以打出租车，还可
以“打”辆公交车。江门公汽公司推出

“预约公交”，市民只需在出行前1小时
通过小程序预约，下单成功后，乘客只要
及时前往上车点，便可乘坐公交车直达
目的地。“预约公交”上线不足5个月，注
册用户量突破5万人。“预约公交”是市
交通运输局运用“互联网+公交”创新服
务模式的一个缩影，我市累计开通定制
公交线路近百条，推出“园区出行通”“高
铁快线”等个性化定制服务。

交通运输一头连着生活，一头连着
生产。滔滔西江水，船帆林立，在高沙
港，堆场的拖车来往穿梭，码头的吊机
起起落落，让一个接一个集装箱搭上了
组合港的驳船，直接在深圳搭上国际市
场的快船。“2023年，我们的吞吐量同
比增长13%，这得益于便利的组合港模
式，还吸引了更多湾区城市的货物在我
们这里集散。”该公司企业商务部经理
吕乐文说。

近年来，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参与粤
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建设，推动江门建成
华南地区最大的内河智慧码头——江
门高新港公共码头；崖门出海航道船舶
通航能力提升至2万吨级，相继开通江
门高新港、高沙港、新会港至深圳蛇口
港、盐田港、广州南沙港的“组合港（一
港通）”航线5条。经过多年发展，江门
港成为全省第六个港口货物吞吐量亿
吨大港。

站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历史节
点，市交通运输局将继往开来，聚焦新阶
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和

“大桥经济”，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现代
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建设现代化新江门
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在建深江铁路系珠江口东西
两岸首条高速铁路，建成后江门与
深圳可实现45分钟内通达。

←黄茅海跨海通道正全面开启
大规模钢桥面铺装，力争11月底交
工验收，向着年底通车目标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