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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08年，全市各级政府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按照省委、省

政府海西战略部署和“科学发展、四求先行”要求，有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

和挑战，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2705.29亿元，增长 14%；财政总收入 263.6亿元，增长 17.1%，

其中，一般预算收入 137.17亿元，增长 19.7%，基本实现了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

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断强化节能减排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组织实

施循环经济示范项目 20 个，完成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结构调整项目 270 个，实现全

年的节能减排目标。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完成“两江”上游水资源保护项目 26 个，晋江

干流上游水质保持在Ⅱ类标准。全市投入近海水域环境污染整治资金 10.2亿元，完成项

目 77 个。在全省率先实现所有县（市、区）建成一座以上污水处理厂，全面开征垃圾

处理费。 

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显著，全市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泉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98.4%，

在全国 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排名第 9位，全省设区市第 2位，仅次于宁德市；各县（市、

区）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优良水平；酸雨污染仍然较为严重。晋江、洛阳江水系水质状况

优；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优良。山美水库、惠女水库水质逐年改善，山美水库

水质属中营养状态，惠女水库水质属轻度富营养状态。泉州湾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

理效果初显，近海水域水环境质量呈现近年来最好水平。城市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国

控、省控重点污染源达标率均在 9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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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地表水水系图 
Ⅲ类,
28.2%

Ⅰ类,
10.3%

Ⅱ类,
61.5%

 晋江水系水质类别比例示意图 

水环境状况 

（一）  概述 

水环境质量保持良好。晋江水

系省控断面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

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稳定达标，城

镇居民饮用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二）  状况 

1．水环境状况 

晋江水系水质 
2008 年晋江水系水质状况优，

达到功能区标准，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13个省控水质监测断面中，Ⅰ类

水质比例 10.3%，同比上升 9个百分点；

Ⅱ类水质比例 61.5%，同比下降 15.4 个

百分点；Ⅲ类水质比例 28.2%。自 2004

年起，晋江水系连续五年水质状况保持

优，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其余河流水系水质 
晋江上游支流 9个监测断面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一都溪、龙潭溪、蓝溪、英溪、

湖洋溪水质状况优，坑仔口溪、诗溪及西溪金光大桥断面、东溪龙门滩水库入口奎斗桥

断面水质状况良好，水质状况同比去年未出现明显变化。 

洛阳江和黄塘溪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水质状况良好。 

九十九溪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41.6%，比去年上升 24.9%；大盈溪、林辋溪主要污

染物浓度明显下降，但仍无法达到功能区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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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泉州市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2008年 6月开展泉州市区北水

厂、三水厂、清濛水厂、鲤城浮桥水厂、洛江水厂和泉港区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全分析（109项）。 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全市各县（市、区）15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8.7%，比去年上升

7.5%；其中，5至 7月惠安北关水厂饮用水源地水质出现总氮略超标。 

水库水质 

山美水库 22个水质评价项目，有 19项达Ⅰ类，2项达Ⅱ类，1项超标（总氮）。六

年来总氮浓度呈明显下降，比 2003 年下降 55.1%。按《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评价方

法及分级技术规定》评价，山美水库水质富营养化指数为 37.6，比 2003年下降 14.9%；

水质属于中营养状态。 

惠女水库丰水期水质超Ⅴ类，平水期、枯水期水质达Ⅲ类水质标准，按《湖泊（水

库）富营养化评价方法及分级技术规定》评价，惠女水库富营养化指数为 51.5，连续四

年水质均为轻度富营养状态。 

城市内河水质 

城市内河水质基本符合功能区标准。其中，平源渠有两期达到Ⅲ类水质标准；西北

洋有三期达到Ⅱ类水质标准；浦西和破腹沟符合Ⅴ类水质标准。富美水闸、沉洲水闸、

大淮水闸和石头街水闸水质未能达到功能区标准。 

地下水环境质量 

泉州市区承天寺井水水质达到 GB/T 14848-93《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 

2．废水排放 

2008 年，泉州市废水排放量为 42590.08 万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26614.71

万吨，比去年减少了 7.0%。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项目 排放量（吨） 项目 排放量（吨） 

生活废水 化学需氧量 56720.23 氨氮 4200.57 

化学需氧量 25074.77 氨氮 1787.36 

石油类 15.87 六价铬 1.17 工业废水 

氰化物 0.12 铅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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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措施与行动 

落实节能减排工作 

主要抓好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工业企业工程治理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完成化学

需氧量结构调整项目约 250个。 

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 

一是如期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 2个水源保护为民办实事项目，率先通过省级验收。

丰州后田沟截污工程全面完成，建成丰州镇庙下村至金鸡桥闸截污管道 1580 米，砌筑

围墙 2008米，石砌防护坡 1005米；21个建制镇水源地水源保护区完成确界立标，共立

碑 95 块。二是南安电镀集控区及晋江上游电镀企业的搬迁取得积极进展，搬迁新址已

完成投资 1.4亿元。三是组织实施惠女水库污染治理取得初步成效，较好地缓解了水库

富营养化加重趋势，预防了水华的发生。四是组织完成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

调查、评估及规划工作。五是洛阳江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已完成了招投标。 

加大流域污染整治力度 

根据南低渠至十一孔桥闸、南安大盈溪流域污染状况，2008年 4月，启动南低渠至

十一孔桥闸、大盈溪流域建设项目环保限批政策，暂停南低渠至十一孔桥闸、大盈溪流

域范围内化工、食品饮料、水洗、石材等新增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从源

头上强化对重污染区域建设项目的环境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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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各县（市、区）降水 PH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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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状况 

（一） 概述 

2008年，泉州市区空气质量状况总体良好，优良率达 98.4%；惠安县城、安溪县城、

永春县城、德化县城空气质量优，其余各地均为良。全市酸雨频率有所下降，酸雨污染

略有好转；泉州市区、石狮市区、晋江市区、南安市区降尘年均值优于全省统一推荐标准。 

（二） 状况 

1．环境空气质量 

2008年泉州市区空气污染指数为 57，优级率为 42.1%，优良率为 98.4%，轻微污染

天数为 6天。与 2007年相比，空气污染指数下降 1，轻微污染的天数减少了 5天。泉州

市环境空气质量在全国 113 个

环保重点城市中列第 9名，位

居全省第二。2004年~2008年，

市区空气中污染物变化趋势表

现为，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逐年

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

度基本保持在较低浓度水平。  

2008年晋江市、石狮市、

南安市、泉港区实现市区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各县（市、区）空气质量污染指数分别为：

泉港区 60、石狮市区 65、晋江市区 64、南安市区 51、惠安县城 50、安溪县城 49、永

春县城 44、德化县城 49。 

2．酸  雨 

2008 年全市降水 pH

值范围为 3.82~7.05，平均

值为 5.00（全省平均值 

4.91 ）。各县（市、区）降

水 pH值分别为：泉州市区

4.62、泉港区 4.96、石狮市

5.69、晋江市 5.34、南安市 5.29、惠安县 5.17、安溪县城 5.58、永春县城 6.12、德化县

城 5.68。全市酸雨频率平均为 40.2%，酸雨污染略有好转。泉州市区降水 pH 年均值为

2008年各县（市、区）API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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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酸雨频率为 93.1%，与泉港区同属于中酸雨区；南安市区、晋江市区、惠安县城、

安溪县城属于轻酸雨区；石狮市区、永春县城、德化县城属于非酸雨区。 

3．机动车尾气 

2008年泉州市区机动车尾气共抽测 3440辆，达标 3246辆，达标率 94.4%。 

4．工业废气排放 

2008年，泉州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为 2037.055亿标立方米。 

生活废气、工业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项目 排放量（吨） 项目 排放量（吨） 

二氧化硫 4924 氮氧化物 31558 
生活废气 

烟尘 2576 —— —— 

二氧化硫 52116 氮氧化物 22099.52 
工业废气 

烟尘 23330.88 粉尘 10445.32 

（三） 措施与行动 

落实节能减排工作 

着力完成 2008年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削减 4.2%的工作目标。抓好火电和非电项目

的脱硫，石狮热电、晋江凤竹、永春美岭、宏美、德化东方热电均完成了脱硫设施的建

设，全市现有的火电项目均建设了脱硫设施。全力督促建成三安钢铁烧结机脱硫项目，

并投入试运行；召开全市建陶行业整治现场工作会，积极推进锅炉（窑炉）水媒气脱硫

项目进展。 

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 

市公交公司 2008年新购置 57部环保空调车，载至目前市区有 30部为压缩天然气、

汽油双燃料公交车。市区公交车整体尾气排放合格率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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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固体废物状况 

（一） 概述 

2008年全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均可达到国家 2类区标准，道路交通噪声均能达标。

晋江市区功能区噪声达标率较低。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 95.71%，医疗废物处置

率为 100%，泉州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二） 状况 

1．声环境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全市城市（城区）区域环境噪声均可达到国家 2类区标准，泉州市区、惠安县城、

德化县城的声环境质量呈“较好”水平，其余的县城（市区）呈“轻度污染”水平。 

道路交通噪声 

2008年，全市城市道路交通噪声质量呈“较好”水平，道路交通噪声基本达标。同

比去年，除晋江市区有所抬升外，其余各县（市、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功能区噪声 

泉州市区功能区昼间和夜间噪声达标率分别为 81.2%和 56.3%，石狮市区和南安市

区功能区昼间和夜间噪声达标率为 100%，晋江市区功能区昼间和夜间噪声达标率分别

为 50.0%和 16.7%。 

2．固体废物 

2008年，全市共产生工业固体废物 505.58万吨，综合利用率 95.71%；全市产生医

疗废物 1946吨，处置率 100%；泉州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 

（三） 措施与行动 

完善城市路网，降低城市交通噪声 

泉州市各级政府加大城市交通整治力度，对市区道路进行拓宽改造。中心市区完成

内环路和坪山路高架桥工程的建设，部分路段实行单行道通车，缓解市区交通压力，改

善交通网络和交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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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状况 

（一） 概况 

2008年，无机氮不参与评价的情况下，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70.8%，同比上

升 4.1%；泉州湾晋江口、泉州湾洛江口、泉州祥芝湾和晋江安海湾未能达到近岸海域

功能区标准，影响海水水质的主要污染物仍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等。 

 
泉州市近岸海域监测站位及达标率示意图 

（二） 近海水域主要入海河流水质 

近海水域环境质量逐年好转，2008年呈现近年来最好水平。近海整治的 12条主要

入海河流只有晋江阳溪、梅塘溪 2条河流未能达到 2008年近海整治目标要求。 

序号 水系名称 主要污染物 2008年均值 
mg/L 目标 完成情况 

1 泉港坝头溪 化学需氧量 30 ≤30.9 达到目标要求 

2 泉港菱溪 化学需氧量 21 ≤33.9 达到目标要求 

化学需氧量 39 ≤115 达到目标要求 
3 惠安林辋溪 

总磷 0.619 ≤3.3 达到目标要求 

4 晋江、石狮十一孔

桥闸 
化学需氧量 87 —— 水质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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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系名称 主要污染物 2008年均值 
mg/L 目标 完成情况 

5 晋江九十九溪乌

边港闸 
化学需氧量 49 —— 水质明显改善 

6 晋江阳溪 化学需氧量 58 ≤36.3 未达到目标要求 

悬浮物 2.16×103 ≤1.20×103 未达到目标要求 
7 晋江梅塘溪 

石油类 0.027 ≤3.7 达到目标要求 

8 晋江安东排污渠 化学需氧量 213 —— 水质明显改善 

化学需氧量 265 ≤340 
9 晋江加塘溪 

氨氮 10.2 ≤10.9 
达到目标要求 

10 南安大盈溪 化学需氧量 91 ≤120 达到目标要求 

悬浮物 528 ≤550 
11 南安寿溪 

石油类 ＜0.006 ≤2.5 
达到目标要求 

悬浮物 1.45×103 ≤2.88×103 
12 南安后店溪 

石油类 0.053 ≤4.4 
达到目标要求 

（三） 污染物入海通量 

2008年，泉州市继续开展晋江入海口污染物入海通量监测，晋江入海口鲟埔断面主

要污染物年排放量：高锰酸盐指数 0.528 万吨、氨氮 0.109万吨、总氮 0.905万吨、总

磷 0.026万吨。 

2008年，对 23家直排入海的工业企业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废水年排放总量 7811

万吨，化学需氧量年排放总量 7021吨。 

（四） 措施与行动 

各级政府认真实施泉州市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计划；2008年全市共投入 10.2

亿元，完成 77 个整治项目；进一步完善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季考评、年考核制

度。近海水域水环境状况呈现近年来最好水平。 

沟溪流、沟渠整治持续推进 

完成泉港区龙马溪等 12条溪流（段）清淤整治。累计实施 9.5公里黑臭沟渠生态治

理工程。 

基础设施网络进一步形成 

率先在全省实现鲤城区与晋江市城市联盟污水处理，全市各县（市、区）均建成一

座以上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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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别达到每日 56.5万吨和 3010吨。按时序进度完成省政府下达的海漂垃圾整治目标

任务，共清理垃圾堆放“死角”50多处（点），清理处置各类垃圾近 3万吨，清理水浮

莲 4990亩，并向省政府申请正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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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与建设 

（一） 概述 

以绿色创建为载体，深入开展家园清洁行动，积极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全市有 55

个乡镇、714 个村居通过省级家园清洁行动工作验收，分别占全市乡镇、村居总数的

42.3%和 34.7%。2家生猪养殖场实施“生物发酵舍”零排放治理 

全市共建立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5个、风景名胜区 12个、森林公园 33个，森林覆

盖率达到 58.7%；泉州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40%。全市建成 1个国家环境优美乡镇、11个

省级环境优美乡镇、3个省级生态村、15个市级生态示范乡镇。 

（二）   措施与行动 

一、印发实施《泉州市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实施意见》（泉政办[2008]127号）和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环保局等部门关于扎实做好农村环

境保护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泉政办[2008]192号），召开泉州市创建环境优美乡镇（生

态示范乡镇）、生态村工作现场会，部署当前农村环境保护的主要工作，深入开展生态

创建工作。德化县水口镇通过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验收，石狮市灵秀镇、安溪县福田乡、

桃舟乡、永春县呈祥乡、德化县赤水镇等 5个乡镇通过省级环境优美乡镇验收。洛江区

虹山乡，南安市诗山镇、蓬华镇，安溪县福田乡、大坪乡，永春县锦斗镇、横口乡，德

化县赤水镇、盖德乡获得“泉州市级生态示范乡镇”称号。2008年度列为省级农村家园

清洁行动为民办实事的 18个乡镇和 160个村庄均通过省、市、县三级验收，共投入 4000

多万元用于垃圾治理工作，配备保洁人员 1100多人，建成中转站 6座、填埋场 11座、

焚烧炉 1座，配备垃圾池（箱、屋）8100多个，18个乡镇、93个村庄开征垃圾处理费，

分别占年度整治乡镇、村庄总数的 100%和 58.1%。 

二、继续开展“海漂垃圾”整治工作，完成对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海漂垃圾整

治工作的市级验收。，实现整治范围内的乡镇（开发区）、村垃圾“扫得起来、运得出去、

处理得掉、保持得住”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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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一） 环境管理措施 

2008年，全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为主线，围绕污染减排、水污染防治和工业污染监管三项重点

工作，力求新作为，努力加强环境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大力开展污染减排工作：抓好火电和非电项目的脱硫工作；推动和提升已建城

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减排效益；推进工业废水污染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全市

现有火电项目均建成脱硫设施，三安钢铁落实烧结机脱硫项目投入试运行；新建 4座城

市污水处理厂。经省环保局核定，2008年，我市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实

现“双减排”，减排成效全省排名第三。 

二、深化两江流域环境污染综合整治，保护饮用水源安全。用活用好两江流域上下

游生态补偿机制，用足下游补偿上游 2000万资金，组织实施 28项两江流域上游水资源

保护项目，完成 26项。 

三、组织做好 2007年度省政府环境保护考核工作。2008年初，认真按照省政府环

保年度考核的工作部署，牵头组织各有关职能部门组成了8个专项考核小组，对各县（市、

区）政府 2007年度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现场考核复查，并按时向省政府上报了考核结果。

2007年度我市环保年度考核成绩进入省“优秀”行列。 

四、大造环保声势，形成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的舆论压力。率先在全省实施环境

违法行为登报承诺制度，责成全市范围内发生较大环境违法行为的责任单位，在本地主

流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检讨，就整改措施、期限作出承诺，接受社会监督；制度实施以

来，已有 20家违法企业在本地主流媒体上进行 21次登报承诺。晋江、石狮市环保局向

社会发布了《公开聘请义务环保监督员的通告》，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环境监督，共选聘

45名环保监督员。晋江市环保局于 2008年 12月 1日开始实行环境问题群众有奖举报制

度。 

五、认真开展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认真组织落实第 20 次市长办公会议精

神，全市聘请普查指导员、普查员 3802 人，调查污染源 50481 家。按要求完成了各阶

段任务。 

六、严格环境准入，启动建设项目环保限批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落实

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实施意见》（泉政文〔2006〕411 号），严格执行晋江、洛阳

江上游不再审批化工、电镀、制革、染料、农药、印染、蓄电池、造纸等可能影响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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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江饮用水源水质安全的项目，严格实行“四不批”政策。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泉委〔2007〕102 号）,全市不再审批新建使用含

苯胶水制鞋和制革、造纸、电镀、漂染等重污染项目。 

七、工业污染企业环境监管力度加大。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24209人次，检查企业

7185家次，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268件，罚款 1036.495万元。市在线监测监控中心完成

升级改造，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建成在线监测监控分中心。东海电镀集控区和泉州

电镀厂整体关闭，南安市对寿溪流域、后店溪流域和五里桥周边 649家石材企业采取停

电停产整治，关闭取缔 240家“三无”石材企业及染板厂。 

八、完成全市环保机构编制增编计划。“十一五”环保系统人员增编方案已通过市

委编制委员会研究，按照方案要求，到 2010 年全市环保系统将增加事业人员编制 326

名，其中市直环保系统增加 30名。 

（二） 监测能力建设 

2008年，泉州市环境监测站 2008年全市各级环境监测站完成 43.374万个监测数据,

其中,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29.374个,污染源监测数据 14万个。完成中央应急监测能力建设

专项资金仪器的采购工作，新增应急监测仪器设备、个人应急防护设备价值总计 218万

元；组织开展多次全市范围的环境监测系统监测技术培训；积极开拓新的监测项目，提

高监测分析能力，2008年全市各级环境监测站新增监测分析项目 60项，其中泉州市环

境监测站新增 7个项目；坚持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制度；组织 2次全市监测系统

质控考核，合格率在 90%以上；全市共有 11个监测站先后通过省级标准化建设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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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一） 环保 110社会联动服务 

2008年，泉州市共接到环保投诉 2862件、同比上年减少 5件，处理结案率 99.8%；

其中泉州市区共接到投诉 816件，处理结案率 99.4%。噪声投诉案例仍居首位。 

（二） 宣传教育 

环境宣传影响不断深入 

把准舆论导向，依托主流媒体，加强环境宣传与信息公开。组织电视台、晚报、广

播电台等市直新闻媒体单位对我市污染减排、近海水域整治、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

“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等环保中心工作进行深入的报道。2008年市环保局在《中国环境

报》、《福建日报》、《泉州晚报》等报刊上刊登 120几篇有关泉州的环境新闻，泉州电视

台、泉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广播媒体播出环境新闻稿件 200多篇。密集的环境新闻报道表

彰先进、鞭策落后，监督、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大力推动公众参 

构建公众参与平台，举行了福建省污染源普查员入户调查广场出发仪式，在新华都、

沃尔玛等泉州几家大型超市进行“限塑”宣传活动、以“绿色奥运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为主题在泉州文庙广场举行了“六·五”世界环境日大型环保宣传活动、环保书画比赛、

环保图片展等宣传活动，广大市民积极地参与了各项活动。 

绿色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2008 年一大批优秀绿色创建单位获得殊荣。1 月份泉州市刺桐幼儿园等 46 所学校

在第四届“省级绿色学校”评比中被授予 “省级绿色学校称号”，安溪慈山农业学校被

评为第一批市级环境教育基地；10月份鲤城区第三中心小学等 60所中小学校在泉州市

第五批市级绿色学校评比中被评为市级绿色学校；11月份少林、新铺社区等 6个社区在

泉州市第五批创建绿色社区评比中被授予市级“绿色社区”称号。全市有国家级“绿色

学校”5所，省级“绿色学校”67所，市级“绿色学校”272所，县级“绿色学校”416

所；国家级“绿色社区（小区）”2个，省级“绿色社区（小区）“7个，市级“绿色社区

（小区）”50个，县级“绿色社区（小区）”10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