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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康怀勇）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农业农村工作
的突出位置，谋划好粮食生产，始终
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严守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面积，确保全
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面积 205276
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面
积 135257亩，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
降，不改变其用途，将有限的耕地资
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同时，建立
粮食生产区监测机制，确保粮食种
植面积不减，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
地建设，深入开展耕地保护与质量
提升行动，加大力度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化肥
减量增效技术、土壤酸化治理、农机
深松整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种
植肥田作物等主要技术措施，不断
改善耕地质量，培肥地力，增加耕地

粮食作物的产出率。
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粮

食生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履
行好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好每年夏
粮及秋粮生产任务，并将任务分配落
实到村，纳入各行政村年度实绩进行
考核。各行政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大项
目资金投入粮食生产的比例，不断改
善粮食生产条件，确保谷物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加强土地执法监管，认真
落实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面积，确
保功能区种植粮食，坚决遏制土地违
法行为，依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
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加强粮食生产、
储备、流通能力建设，增强粮食供给调
控能力，确保消费需要。加大资金筹
措及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农田地基
础设施建设，确保主灌渠、田间沟渠、
生产区运输道路畅通。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地建设，
重点放在支持丘陵山区农田宜机械

化改造，强化科技装备支撑，加大农
机购置补贴宣传力度，推动农机农
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构建农作物
重大病虫害防控体系，依靠科技减
灾增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着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认真贯彻落
实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要求，
结合实际建立粮食绿色提质增效技
术示范区，带动山区优质粮生产，通
过科技增粮措施的落实，加大主要
粮食种植技术推广力度。

加快培育以农业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粮食生
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农民
土地有序流转，进一步通过建立县
（乡）村土地托管机构和仲裁机制，
降低土地流转的风险和交易成本，
处理好转入转出方的利益关系。鼓
励各类新经营主体因地制宜探索不
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发展形式多

样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粮食
生产中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
务，为广大农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实
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通
过联耕联种、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
有效形式，将广大小农户引入现代
农业发展轨道，构建现代粮食产业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同时，通过广
辟渠道、搭建平台、政策激励、定向
培育，鼓励有志青年留在农村，支持
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复转军人
和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返乡发展粮食
生产。进一步加大农村实用型人才
培养，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参与
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培
训内容，加大培训力度，打造一支爱
农业、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职
业农民人才队伍，帮助农民解决生
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提高粮食生
产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并带动小
农户共同发展致富。

数量不减少 质量不下降

双江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规
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发〔2016〕59号）
要求，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
作。

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7年 12月
31 日，时期资料为 2017 年度。普查
对象是我市境内排放污染物的工业
污染源（以下简称工业源）、农业污染
源（以下简称农业源）、生活污染源
（以下简称生活源）、集中式污染治理
设施、移动源。

按照国务院和云南省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
部署，临沧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及
时印发《临沧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工作方案》（临政办发〔2018〕35
号），在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经广大普查工作人员艰苦努力以
及普查对象积极参与，现已完成了临
沧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任
务，摸清了各类污染源的基本情况、
主要污染物排放数量、污染治理情况
等，建立了重点污染源档案和污染源
信息数据库。现将主要数据公布如
下：

一、总体情况
（一）各类普查对象数量
2017 年末，全市普查对象数量

1956 个（不含移动源），包括工业源
666 个，畜禽规模养殖场 207 个，生
活源 1039 个（行政村、加油站及生
活源锅炉），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35 个；以行政区为单位的普查对象
数量 9个。

（二）污染物排放量
2017年，全市水污染物排放量：

化 学 需 氧 量 为 37010.38 吨 ，氨 氮
1485.28 吨 ，总 氮 7286.96 吨 ，总 磷
805.65吨，五日生化需氧量 7600吨，
石油类1.30吨，重金属（铅、镉、铬、汞
和类金属砷）60.16千克。

2017 年，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二氧化硫 5738.00 吨，氮氧化物
14120.36 吨，颗粒物 27852.17 吨，挥
发性有机物8475.99吨。

二、工业源
（一）基本情况
2017年末，全市工业企业或产业

活动单位666个。
工业源普查对象数量居前5位的

县区：临翔区 156个，云县 116个，凤
庆县 95 个，耿马县 76 个，永德县 74
个。上述5个县区合计占工业源普查
对象总数的77.63%。

工业源普查对象数量居前3位的
行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68
个，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42个，非金属
矿采选业 57个。上述 3个行业合计
占工业源普查对象总数的55.11%。

（二）水污染物
2017年末，工业企业的废水处理

设施 252套，设计处理能力 243074立
方米/日，废水年处理量 19154934 立
方米。

2017年，水污染物排放量：化学
需氧量 1220.23 吨，氨氮 85.72 吨，总
氮 147.31 吨，总磷 15.12 吨，石油类
1.3吨，重金属0.05吨。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位居前3位的
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562.72吨，农、
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290.49
吨，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44.08
吨。上述3个行业合计占工业源化学
需氧量排放量的81.73%。

氨氮排放量位居前 3位的行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9.67
吨，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7吨，农、林、
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8.59吨。上
述3个行业合计占工业源氨氮排放量
的83.80%。

总 氮 排 放 量 位 居 前 3 位 的 行
业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49.76 吨，农副食品加工业 31.53 吨，
造纸和纸制品业 17.59 吨。上述 3
个行业合计占工业源总氮排放量的
67.12%。

总磷排放量位居前 3位的行业：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8.02
吨，农副食品加工业 3.40吨，酒、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业1.45吨。上述3个行
业 合 计 占 工 业 源 总 磷 排 放 量 的
85.12%。

石油类排放量位居前 3 位的行
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63
吨，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41吨，废弃
资源综合利用业0.17吨。上述3个行
业合计占工业源石油类排放量的
92.92%。

重金属排放量来源于有色金属
矿采选及冶炼加工业0.05吨，排放量
合 计 占 工 业 源 重 金 属 排 放 量 的
100%。

（三）大气污染物
2017年末，全市工业企业脱硫设

施38套，脱硝设施8套，除尘设施458
套。

2017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二
氧化硫 3850.9 吨，氮氧化物 4440.49
吨，颗粒物 20800.81吨，挥发性有机

物236.07吨。
二氧化硫排放量位居前3位的行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484.50吨，农
副食品加工业 942.91吨，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920.85吨。上述3个
行业合计占工业源二氧化硫排放量
的86.95%。

氮氧化物排放量位居前3位的行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670.38吨，农
副食品加工业 988.09吨，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529.96吨。上述3个
行业合计占工业源氮氧化物排放量
的94.32%。

颗粒物排放量位居前 3 位的行
业：非金属矿采选业 11136.89吨，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 4700.44吨，有色金
属矿采选业 1757.77吨。上述 3个行
业合计占工业源颗粒物排放量的
84.59%。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位居前3位
的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47.02
吨，农副食品加工业19.07吨，橡胶和
塑料制品业17.93吨。

（四）工业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2017年，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2187688吨，
综合利用量 1083444吨（其中综合利
用 往 年 贮 存 量 5942 吨），处 置 量
1278922 吨（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
375545 吨），本年贮存量 206809 吨，
倾倒丢弃量0吨。

危险废物。2017年，工业危险废
物产生量 68 吨，综合利用和处置量
75吨，年末累积贮存量28吨。

（五）伴生放射性矿
伴生放射性矿普查对象主要为

可能伴生天然放射性核素的 15个类
别矿产采选、冶炼和加工产业活动单
位。通过对全市8类重点行业的检测
筛查，确定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
业共9家，主要分布在临翔区、永德县
和双江县，以富锗煤矿、铜矿和铅锌
矿等矿产为主。

三、农业源
（一）基本情况
涉及种植业的区县 8个，水产养

殖业的区县 8个，畜禽养殖业的区县
8 个，入户调查畜禽规模养殖场 207
个。

2017 年，农业源水污染物排放
量：化学需氧量 18329.45 吨，氨氮
536.02吨，总氮5460吨，总磷646吨。

（二）种植业
2017 年，水污染物排放（流失）

量：氨氮 278.17 吨，总氮 4152.86 吨，

总磷362.17吨。
2017年，秸秆产生量为126.22万

吨，秸秆可收集资源量 114.40万吨，
秸秆利用量87.84万吨。

2017年，地膜使用量 5763.8吨，
多年累积残留量1100.37吨。

（三）畜禽养殖业
2017年，水污染物排放量：化学

需氧量 17361吨，氨氮 97.8093吨，总
氮863吨，总磷147.4684吨。

其中，畜禽规模养殖场水污染物
排放量：化学需氧量 1908.2413吨，氨
氮 10.42 吨，总氮 102.3406 吨，总磷
22.1333吨。

（四）水产养殖业
2017年，水污染物排放量：化学

需氧量 968.01 吨，氨氮 160.05 吨，总
氮446.97吨，总磷135.09吨。

四、生活源
（一）基本情况
生活源普查对象 1039 个。其

中：行政村 859 个，非工业企业单位
锅炉 7 个，对外营业的加油站分别
为 173 个。城镇居民生活源以城市
市区、县城（含建制镇）为基本调查
单元。

（二）水污染物
2017 年，生活源水污染物排放

量：化学需氧量 17291.97 吨，氨氮
854.28 吨 ，总 氮 1665.17 吨 ，总 磷
145.35吨，动植物油1067.91吨。

其中，城镇生活源水污染物排放
量 ：化 学 需 氧 量 5033.18 吨 ，氨 氮
526.34吨，总氮 943.15吨，总磷 73.71
吨，动植物油 155.64吨；农村生活源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化 学 需 氧 量
12258.79 吨 ，氨 氮 327.94 吨 ，总 氮
722.02 吨，总磷 71.64 吨，动植物油
912.27吨。

（三）大气污染物
2017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二

氧化硫 1884.54吨，氮氧化物 1259.76
吨，颗粒物 6846.89吨，挥发性有机物
4877.65吨。

五、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一）基本情况
2017年末，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

14个，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20
个，医疗废物集中利用处置（处理）单
位1个。

2017年，垃圾处理和医疗废物处
置废水（渗滤液）污染物排放量：化学
需氧量 168.80吨，氨氮 9.25吨，总氮
11.21吨，总磷 0.46吨，重金属 6.04千
克。

2017年，垃圾焚烧、危险废物（医
疗废物）焚烧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二
氧化硫 2.59吨，氮氧化物 5.96吨，颗
粒物50.37吨。

（二）集中式污水处理情况
2017 年，城镇污水处理厂 9 个，

处理污水 2936.54万立方米；农村集
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5 个，处理污水
4.35万立方米。

2017年，水污染物削减量：化学
需氧量 4947.06吨，氨氮 665.85吨，总
氮 681.52吨，总磷 59.57吨，动植物油
51.15吨。

2017年，干污泥产生量 4728吨，
处置量4728吨。

（三）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情
况

2017年，垃圾处理量 286940吨，
其中：填埋277540吨，焚烧9400吨。

（四）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处理）
情况

2017年，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厂
1个，设计处理处置能力 1825吨/年，
实际处置医疗废物467吨。

六、移动源
（一）基本情况
移动源普查对象包括机动车和

非道路移动源。2017年末，统计汇总
机动车保有量822441辆，农业机械柴
油总动力 124.49万千瓦，民航飞机起
降架次4660次。

2017年，移动源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 ：氮 氧 化 物 8414.30 吨 ，颗 粒 物
154.12吨，挥发性有机物3362.27吨。

（二）机动车污染源
2017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氮

氧化物排放量为 5870.46吨，颗粒物
排放量为 73.57吨，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量为3090.83吨。

（三）非道路移动污染源
2017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氮

氧化物 2543.83 吨，颗粒物 80.55 吨，
挥发性有机物271.44吨。其中：

工程机械排放氮氧化物 521.82
吨，颗粒物 25.45 吨，挥发性有机物
52.79吨；

农业机械排放氮氧化物 1999.60
吨，颗粒物 54.35 吨，挥发性有机物
216.97吨；

民航飞机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22.41吨，颗粒物排放量为 0.75吨，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1.68吨。

注释
工业源普查范围：包括《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3个门类中 41个工
业大类行业的全部工业企业或产业
活动单位及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行业。可能伴生天然放射性
核素的 8类重点行业 15个类别矿产
采选、冶炼和加工产业活动单位。不
包括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行业代
码为4620）企业。

农业源普查范围：包括种植业、
畜禽养殖业（生猪全年出栏量≥50
头、奶牛年末存栏量≥5头、肉牛全年
出栏量≥10 头、蛋鸡年末存栏量≥
500羽、肉鸡全年出栏量≥2000羽）、
水产养殖业（不含藻类）。

生活源普查范围：包括城乡居民
生活污水产生、排放情况，城乡居民
能源使用情况，非工业企业单位锅
炉，对外营业的储油库和加油站。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范围：
包括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生活垃圾
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危险废物集中利
用处置（处理）单位。

移动源普查范围：包括机动车和
非道路移动源，以行政区为单位统计
调查。非道路移动源包括飞机、营运
船舶、铁路内燃机车和工程机械、农
业机械（含机动渔船）。

飞机、营运船舶、铁路内燃机车
和工程机械污染物排放量由国家统
一调查核算，营运船舶、铁路内燃机
车未测算分州市数据。

工业源水污染物排放量：指污染
物未经处理或处理后排入环境的量。

伴生放射性矿：指原矿、中间产
品、尾矿（渣）或者其他残留物中铀
（钍）系单个核素含量超过 1贝可/克
的非铀（钍）矿。

挥发性有机物普查与核算口
径：按照可统计原则，对部分行业和
领域人为排放源进行了尝试性调
查，核算范围包括工业企业燃料燃
烧及重点行业工业产品生产工艺排
放；城乡居民生活燃煤、餐饮油烟、
家庭日化用品、城市新建房屋装饰、
沥青道路铺装，对外营业的储油库
和加油站；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源
（不包括船舶）。

公报中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
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
械调整。

临沧市生态环境局
临沧市统计局

临沧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12月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柱勋 ）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
统计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临沧银
保监分局、临翔区发展改革局等 13
个部门在临翔区沧江园广场开展

“讲诚信、用信用、促文明”宣传活
动。

活动主要以宣传各级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政策文件和工作部
署、临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取
得的成效、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
展，旨在深入推进全市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营造“守信一路绿灯，失信
寸步难行”的社会信用环境，引导广
大市民“讲诚信、用信用、促文明”。

活动中，各部门细心讲解了社
会信用政策法规、部门政策法规，
发放“信用中国”网站行政处罚信
息信用修复指南、企业可在信用中
国（云南·临沧）信用网站公开承
诺、公务员录用调任人选需查询社
会信用记录、联合奖惩案例、铁路
安全案例警示教育、惠民易贷、“金
融断卡在行动”等相关宣传资料，
并 对“ 信 用 临 沧 ”网 站 进 行 了 推
广。广大市民纷纷表示，开展这样
的宣传活动非常有必要，让大家及
时了解政策法规，同时，大家也会
积极争做守法律、讲诚信的好公民，
为共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普华
美） 今年以来，临沧融媒体新闻社
以加强培训为抓手，以适应媒体融
合发展为目标，持续抓好干部教育
培训和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政
治过硬、作风优良、本领高强的新闻
宣传工作队伍。

采用“理论培训+业务培训+X”
模式，用好“线上”“线下”两种资源，
不断丰富培训形式和载体，持续强
化党性教育和理论武装，进一步加
强新闻专业知识培训。为增强培训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制定《2020年临
沧融媒体新闻社干部职工教育培训
计划》，进一步明确培训目标和内
容，细化培训措施，落实培训责任。
年初，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干部职工
纪律作风教育活动，从思想认识的

“总开关”上抓牢干部队伍的规矩意
识，督促和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守纪
律、讲规矩，自觉维护好新闻工作者
队伍的良好形象。举办“万名党员
进党校”培训班 1期，参训人数 80多

人次；组织开展融媒体在线讲堂 6
期，参训人数 260人次；通过各类会
议、活动等方式开展集中学习培训
10余次，参与人数 550余人次；选派
干部职工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培训
16期，参训人数 49人次。在做好集
中学习培训的同时，新闻社还积极
引导和督促干部职工通过“云岭先
锋”“学习强国”“干部在线”“法宣在
线”等网络学习平台开展自学。

持续优化新闻社干部队伍建
设，圆满完成新闻社党委、纪委选举
成立工作和下设 5个党支部选举成
立工作，进一步配齐配强党委领导
班子和基层党建工作力量；结合机
构改革实际，严格按照规定程序，着
力抓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事业编
制人员招聘工作，把讲政治、重公
道、业务精、作风好、敢担当的干部
选出来、用起来。坚持把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与加强文化人才培育
有机结合起来，倾力打造适应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

强化培训提素质 建好队伍促转型

临沧融媒体新闻社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我市组织开展“讲诚信 用信用 促文明”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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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村民在收获马铃薯图为村民在修整地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