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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重点

节能任务再下硬指标

严严把把行行业业准准入入，，发发展展循循环环经经济济
济宁市节能工作会议上记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万元GDP能耗同比降低4 . 54%，降幅高于

省下达控制目标0 . 84个百分点。当前，济宁市面临着产业结构偏重和一批高用能项目陆续开工投
产的不利局面，会上分析了目前节能工作面临的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并要
求各级各部门围绕生态济宁建设战略部署，扎实推进各项节能措施。

关键词1：行业准入

加强新上项目的把关制度，提
高行业准入门槛。把焦炭、水泥、电
力、造纸、烧碱、玻璃等高耗能行业
作为重点管理和监控对象，强化节
能、环保、土地、安全等指标约束。完
善独立的、前置性的能评和环评制
度，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尤其是
新建项目的节能、环境评估和审查，

依法严肃查处没有进行能评、环评
的项目。

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减少高
耗能、高污染产业和项目，推进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拉 长 服 务 业 短
板，提高服务业占比和水平，搭
建节能服务公司、用能企业、银
行和担保机构共同参与的一站式

服 务 平 台 。培 育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新信
息、新医药和节能环保等重点领
域，加强规划引导，避免重复建
设。提升传统产业水平，运用先
进实用技术，改造生产工艺，拉
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提
升能源利用效率。

关键词2：循环经济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严格落实
国家鼓励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
抓好废弃物综合利用新技术、新装
备的推广普及，抓好城市生活垃圾
资源化、无害化利用和城市建筑垃
圾、餐厨废弃物综合利用，扩大大
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等。

总结借鉴菱花、太阳纸业、兖

矿集团、华勤集团等循环经济样板
企业经验，突出抓好煤炭、化工、生
物、造纸、纺织等行业的循环经济
发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集中
抓好太阳能集热利用、秸秆发电等
项目的实施。

发展循环农业建设，开发农业
循环利用新技术，发展农村沼气、

生物有机肥、生物质能和以秸秆为
原料的加工业等，抓好农业节肥、
节水、节种等新技术的试验示范。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扎
实推进节约用水工作，强化用水总
量和定额管理，加强矿井水、雨水、
再生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

关键词3：

绿色节能

严格执行新建建筑节
能标准，提高节能标准执行
率和工程质量，扩大太阳能
光热建筑一体化面积。加大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确保完
成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改 造
136 . 6万平方米、太阳能光
热与建筑一体化应用100万
平方米年度任务。

同时开展交通节能专
项行动，加大新能源客车、
液化天然气应用，开展“车、
船、路、港”节能专项行动，
推进运力结构调整和交通
运输信息化建设，力争高速
公路主要出入口建成电子
不停车收费车道。

科技、经信、环保等部
门将围绕重点领域和行业
的节能降耗，排出一批科技

研发项目，发挥鲁南煤化工
研究院等科研平台作用，通
过与驻济高校和有关科研
院所开展联合攻关，争取尽
快突破一批节能降耗的共
性关键技术，推广一批节
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
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

政府将发挥资金引导
作用，吸引金融资本、民间
资金加大对节能技术进步
与创新的投入，重点研发节
能关键技术、推广节能工艺
装备、扶持节能成效明显的
好项目。健全公共机构节能
管理和考核评价体系，加快
办公建筑节能监测体系建
设，扩大节能产品政府采购
规模，支持高效节能产品生
产企业做大做强。

关键词4：

环保产业

近年来，济宁市不断加
强对节能环保产业的宏观
管理，以自主创新与研发带
动节能环保产业，以科研成
果转化和引进新技术、新产
品为龙头，全市的节能环保
产业正在逐步向高科技、高
技术方向发展。

据统计，目前济宁市从
事节能环保产业生产、产业
技术咨询服务、资源综合利
用等方面的企业发展到247
家。但总体来说，济宁市从
事节能环保产业的企业总
体规模相对偏小，缺少行业
旗舰企业，科技附加值低，
市场竞争力不强。

8月初，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
业的意见》，提出到2015年

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
提高到50%以上。同时，发
展壮大合同能源管理等节
能环保服务业，加快节能环
保重点工程建设，完善价
格、收费和土地政策，加大
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节能减
排专项资金支持力度。这些
政策措施为发展节能环保
产业带来良好机遇。

济宁市各级各部门将鼓
励引导企业利用好国家优惠
政策，抢先占领节能环保产
业市场，并加快淘汰落后产
能，以钢铁、水泥、电解铝、平
板玻璃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
为重点，依法关闭或采取必
要的行政手段或利用市场机
制和经济手段推动落后产能
退出市场，以减产能促节能。

本报记者 高雯

新能源公交车投入使用。(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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