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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24 年，泉州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

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拓展“深学争优、敢

为争先、实干争效”专项行动，出台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七大攻坚

和十大专项提升行动方案，全方位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各项工作

稳步推进。

2024年，泉州市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优良。泉州市区环境空气

质量以优良为主，六项主要污染物浓度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细颗

粒物、臭氧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主要流域和12个县

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Ⅰ～Ⅲ类水质达标率均为100%。小

流域Ⅰ～Ⅲ类水质比例为97.4%。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总体良好。

噪声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大气环境

1.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

行）》（HJ663-2013）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

（试行）》（HJ633-2012）评价，泉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

数比例为 95.9%。全市 11 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

商投资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范围为 9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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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泉州市环境空气达标天数比例

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类别。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评价，泉州市区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AQI）类别以优良为主。泉州市区空气质量优的天数 193

天，良的天数 158 天，轻度污染的天数 15 天（1 天首要污染物

为细颗粒物，14 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图 2 泉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指数类别比例

3.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

术规定》（环办监测〔2018〕19 号）评价，泉州市区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为 2.64，首要污染物为臭氧；11 个县（市、区）

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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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70，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

图3 泉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4.细颗粒物（PM2.5）。泉州市区年平均浓度为20微克/立方

米。全市11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年平

均浓度范围为13～21微克/立方米。

图4 泉州市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

5.可吸入颗粒物（PM10）。泉州市区年平均浓度为 34 微克/

立方米。全市 11 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

区年平均浓度范围为 24～36 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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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泉州市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浓度

6.二氧化硫（SO2）。泉州市区年平均浓度为 3 微克/立方米。

全市 11 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年平均

浓度范围为 3～6 微克/立方米。

图 6 泉州市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

7.二氧化氮（NO2）。泉州市区年均浓度为18微克/立方米。

全市11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年平均浓

度范围为10～19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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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泉州市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

8.一氧化碳（CO）。泉州市区CO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浓度

为0.8毫克/立方米。全市11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

台商投资区CO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浓度范围为0.5～0.9毫克/立

方米。

图8 泉州市一氧化碳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浓度

9.臭氧（O3）。泉州市区臭氧（O3）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第90

百分位数浓度为140微克/立方米。全市11个县（市、区）和泉州

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臭氧（O3）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第90百

分位数浓度范围为106～145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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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泉州市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

水环境

1.主要流域水质。全市主要流域 14 个国控断面、25 个省控

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为100%；其中，Ⅰ～Ⅱ类水质比例为56.4%。

图 10 泉州市地表水主要流域国省控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2.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共 12 个，Ⅰ～Ⅲ类水质点次比例为 100%。

3.小流域水质。全市 34 条小流域中的 39 个监测考核断面

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97.4%，Ⅳ类水质比例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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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泉州市地表水小流域考核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4.湖库水质。山美水库总体水质为Ⅱ类，惠女水库总体水质

为Ⅲ类。

5.地下水水质。全市 25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包括 4 个国控

点位、21 个省控点位），水质Ⅰ～Ⅳ类点位共计 19 个，占比 76.0%，

其中，Ⅱ类 4 个，Ⅲ类 7 个、Ⅳ类 8 个；水质Ⅴ类 6 个。

6.近岸海域水质。全市近岸海域水质监测点位共 36 个（包

括 19 个国控点位、17 个省控点位），一、二类海水水质点位比

例为 86.1%。

声环境

1.城市功能区声环境。泉州市区声环境功能区昼间监测点次

达标率为 100%，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 90.0%。晋江市、石狮市

和南安市的声环境功能区昼间、夜间点次达标率均为 100%。

2.城市区域声环境。泉州市区区域昼间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6.8 分贝，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区域昼间等效声级平均值范

围为 55.4～57.7 分贝；泉州市区、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区域

昼间环境噪声总体水平均为三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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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泉州市区道路交通昼间等效声级平

均值为67.1分贝，晋江市、石狮市和南安市道路交通昼间等效声

级平均值范围为66.1～70.7分贝；泉州市区和南安市昼间道路交

通噪声强度均为一级（好），石狮市为二级（较好），晋江市为

三级（一般）。

固体废物

2024 年，泉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780.24 万吨，综

合利用率 95.44%；全市危险废物产生量 39.03 万吨，安全处置利

用率 100%；医疗废物产生量 0.67 万吨，安全处置率 100%。

生态保护与建设

1.生态保护。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49.93%，森林蓄积量

4835.72 万立方米；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7773 公顷；新增废

弃矿山治理面积 13000 亩；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个、省级自

然保护区 3 个，总面积 28067.05 公顷，保护区生态环境总体良

好。

2.生态文明示范建设。惠安大港湾获批国家级美丽海湾优秀

案例，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建设、大气颗粒物管控等多项

工作在全国、全省会议作典型发言，永春桃溪获评福建省第一批

美丽河湖建设优秀案例，省执法大练兵获团体、个人双第一优异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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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措施与行动

1.生态环境质量成效显著。创新建立颗粒物管控机制，PM2.5、

PM10 分别同比改善 6.4 个、12.8 个百分点，改善率排名全省

前列，相关做法在全省作典型发言。闽江泉州段、九龙江泉

州段国控断面优质水比例首次达到 100%，德化实现流域水质

全域Ⅱ类，鲟埔断面浓度同比消减 23.5%，取得近几年来最

好成效。重点岸段海漂垃圾分布密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51%，

排名全省第二低。深入践行“项目工作法”，锚定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目标，精准谋划实施污染治理项目，全市争取

上级资金支持超 2 亿元，EOD 项目实现零突破，申报省库项

目数量和总投资额位居全省第一。

2.环保督察整改扎实推进。以市委书记、市长为“双组长”

的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生态环保督

察问题整改，实行市领导包案制度，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监

委强化工作监督，扎实推进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含交

办信访件）整改，19 项整改任务均按序时推进整改，1237 件信

访件办结 1064 件，销号 986 件，销号率 79.71%。针对通报的污

水、矿山典型案例，以“领导小组”+“指挥部”形式攻坚推进，

实施污水能力提升大会战项目 199 个，完工 104 个、在建 62 个，

完成投资 66.2 亿元，中心市区污水收集率 60.6%，同比提升 10.8

个百分点；实施矿山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百日攻坚”行动，累

计修复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 2.1 万亩，惠安县路通和满山红采

石场生态修复相关做法获省《八闽快讯》专刊推广和《福建日报》

正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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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丽泉州建设全面铺开。立足泉州实际，以市政府 1 号文

件在全省率先出台《美丽泉州行动方案（2023-2035 年）》，从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等 5 方面谋划 50 项建设

实施路径和目标指标，扎实推进“五个美丽”建设。惠安大港湾

获批国家级美丽海湾优秀案例，永春桃溪获评福建省第一批美丽

河湖建设优秀案例，湄洲湾（泉州段）、围头湾、深沪湾美丽海

湾建设通过省级专家评议和现场检查。

4.服务经济发展积极有为。积极打造“生态+营商”双优环

境，线上开设“助企咨询”专栏，线下组建“生态助企大篷车”

服务团进园入企，“点对点”“面对面”帮扶指导、答疑解惑，

靠前服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地，助力企业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推动

中化公司（东大）聚醚多元醇、百宏化学新材料等 701 个省市重

大项目破解环境要素障碍，相关做法在泉州市营商大会上获评市

委市政府“全心全意”服务企业十佳措施。

5.生态文明改革成效明显。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建设、

生态环境执法等多项工作在全国、全省会议作典型发言。持续完

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全省率先开展市本级整合优化后的自然保

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强化生态保护补偿管理，下达补偿专项

资金 15403 万元。扎实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践，累

计办理赔偿案件 121 起，赔偿金额近 4000 万元。全面落实排污

许可“一证式”管理，指导 35552 家企业完成排污许可登记。全

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及新污染物治理，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

物收集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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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公众参与

1.开展环境宣传教育。中国环境报、东南网、泉州晚报、东

南早报、海峡都市报等媒体共报道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相关新

闻 113 篇；“泉州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共推送 306 期 1083 篇

环保相关信息，4·22 世界地球日、6·5 世界环境日、8·15 生

态日期间依托微信公众号分别开展有奖互动活动和线上答题留

言互动活动，每周一学环保知识科普宣传，其中 61 条信息被“福

建生态环境”公众号和省厅门户网站采用转发。

2.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受理微信举报

676 件、网络举报 70 件、来信来访举报 254 件，均及时受理、

按期办结，到期办结率达 100%。

3.办理人大建议政协提案。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共承办市人大

建议 14 件，其中独办件 2 件、主办件 1 件、协办件 11 件；市政

协提案 25 件，其中主办件 5 件、协办件 20 件。办理答复反馈满

意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