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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加强 
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

惠安县人民政府，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泉州市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泉州市海漂垃圾治理方案的通知》（泉政办〔2017〕
178号）同时废止。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 月 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泉政办〔202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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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

理，共建共享“美丽海湾” “美丽泉州”，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闽

政办〔2020〕62号）和《福建省近岸海域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

方案》（闽环保海〔2019〕2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实

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陆海统筹，标本兼治，在巩固我市“十三五”期间海漂垃

圾治理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完善“岸上管、流域拦、海面清”

的海漂垃圾综合治理机制，打造碧海银滩，提升人民群众临海亲

海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21年 6月底前，集中开展近岸海

域和海岸带存量海漂垃圾攻坚清理，近岸海面和岸滩垃圾明显减

少；2021年底前，沿海各县（市、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全面建

立海上环卫队伍，基本构建起完整的海漂垃圾收集、打捞、转运、

处置机制；2022年，形成“政府统领、部门联动、属地负责、社

会共治”的海漂垃圾治理责任模式，基本实现海漂垃圾治理常态

化、动态化、网格化。 

二、治理范围 

我市近岸海域、直接入海的河流（溪流、沟渠）和海岸线向

陆一侧 200米的海岸带，重点是湾区澳内、入海河口、湿地滩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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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回旋区、渔业养殖区等易积存垃圾的区域和高低潮位之间的

海滩；其中，海岸线（高潮线）以下的近岸海域、海滩、入海河

口为海上环卫区域，直接入海的河流（溪流、沟渠）和海岸线向

陆一侧 200米的海岸带为陆海统筹环卫区域。 

三、主要任务 

（一）攻坚清理存量垃圾。即日起，启动“海域海滩海岸垃圾

攻坚整治行动”，各地在 2021年 1月份初步摸排的基础上，进一

步以镇村为单位，采取网格排查、限期整治、水面打捞、岸边清

理、挂账销号的方式，对近岸海域、海滩、海岸开展既有垃圾再

排查和攻坚清理。2021年 6月底前，做到海岸线以下可视范围内，

海面无成片垃圾漂浮，海滩、海岸无成堆垃圾积存。各地在攻坚

整治行动中，应注重加强宣传，营造声势，凝聚共识，行动进展

情况请分别于 2021年 3月底、6月底前反馈市生态环境局。 

（二）建立海上环卫机制。2021年底前，沿海各地完成组建

海上环卫队伍，作为海上打捞、岸线保洁、垃圾分类和规范处置

的实施主体。海上环卫队伍应具备相应的海上环卫作业能力，采

取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方式，配备打捞船舶、打捞工具等保洁

设施；船舶配备数量根据各地海岸线长度、海漂垃圾数量等实际

情况确定，可参照海岸线长度 30公里/艘的比例配置，每个县（市、

区）、泉州台商投资区不少于 1艘；船体应喷涂或悬挂“泉州市 XX

海上环卫”相关标识标志。海上环卫范围要覆盖近岸海面以及高低

潮位之间的海滩，并与陆上环卫无缝对接；要根据潮汐和垃圾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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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规律，对湾区澳内、入海河口、湿地滩涂、潮流回旋区、渔业

养殖区等重点区域实行每日打捞清理，对沿海全岸段和近岸海域

实行每周至少 1次全覆盖打捞清理，对台风、天文大潮退后造成

的垃圾集聚立即进行重点打捞清理。鼓励沿海各地采取县级打包

购买服务的方式，实行“一县一公司”全海域统一环卫保洁的做法，

推行企业化运营、专业化管理模式。在条件成熟时，推进实行“全

市一公司”全市海域统一环卫保洁模式。 

（三）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沿海各地根据辖区内海漂垃圾数

量、沿岸地形地貌及潮水特点，在海上养殖集中区、重点渔港区，

结合镇村垃圾转运站布局，按需规范选址建设或升级改造一批环

卫船舶靠泊点和上岸垃圾集中堆场。堆场应远离学校、医院、居

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科学设置分拣、回收利用、垃圾转运和危

险废物贮存等不同区域；配置粉碎机、压缩机等必要的工作设施，

落实防雨防渗防扬撒等环保要求，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并与相关部

门联网。2021年，沿海各县（市、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应完成

建设靠泊点、堆场各不少于 1个；靠泊点、堆场应在合适位置设

置“泉州市XX海上环卫船舶靠泊点”“泉州市XX海漂垃圾集中堆

场”相关标识标志。同时要按照《泉州市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

转运及处置设施建设方案》的要求，推进落实智能化船舶垃圾分

类储存装置建设。 

（四）强化海上垃圾治理。一是防治海水养殖垃圾入海。落

实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制度，2021年 10月底前，全市完成规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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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清退并实现水域滩涂养殖证应发尽发。推进养殖设施升

级改造，加快将海上传统“木质渔排+泡沫浮球”养殖设施改造为环

保型全塑胶养殖渔排和塑胶筏式吊养浮球，2021年底前，泉港区

要完成肖厝—惠屿 22.1公顷新型塑胶网箱升级改造；2022年底

前，惠安县要力争完成渔排、浮筏等养殖设施泡沫浮球替换为塑

胶浮球；2025年底前，全市浮筏等养殖设施泡沫浮球全部替换为

塑胶浮球。二是防治渔船渔港垃圾入海。提高渔船生产生活垃圾

收集率，全市大中型渔船要全部配置垃圾收集桶，有条件的小型

渔船也应配置。建设完善渔港污染防治设施，做好渔港环境清理

整治和水域日常保洁，我市中心渔港试点先行，2023年底前，全

市二级以上渔港全部配置渔业垃圾接收点；2025年底前，实现渔

业垃圾接收设施与城市公共运转处置设施有效衔接，初步建成废

旧渔网渔具回收产业链。三是防治商船港口垃圾入海。各部门、

各港区要严格执行市交通运输局等七部门《转发关于建立完善船

舶水污染物转移处置联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泉交运

〔2019〕35号）和《泉州市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监管联

单制度》，加强商船、港口垃圾收集、转运及处置监管，推广、引

导商船生活垃圾交由有资质的专业清污公司服务清理制度。四是

防治生物质垃圾入海。加快泉州湾、安海湾等海域互花米草治理，

防治米草复发蔓延，从源头减少米草枯枝形成的海漂垃圾。 

（五）严控陆源垃圾入海。一是防治城乡生活垃圾入海。严

格贯彻执行《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结合农村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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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治行动，加强沿海、沿河生活垃圾整治清理，防止生活垃

圾无处投放、随意倾倒。二是防治河流垃圾入海。完善河湖长制，

加强晋江、洛阳江等直接入海河流（溪流、沟渠）巡河管护，及

时打捞清理河湖漂浮垃圾，防止上游垃圾漂流入海，实现河海联

动。在符合防洪要求的前提下，在入海河流（溪流、沟渠）的入

海口、水闸处设置垃圾拦截设施，定期清理堆积的垃圾，提高末

端拦截能力。三是防治滨海旅游垃圾入海。强化滨海旅游景区环

境保洁和巡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配备完善垃圾收集转运设施，

加强日常保洁清理，建立长效机制。四是防治工业固体废物入海。

贯彻执行《泉州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泉生态

〔2020〕3 号），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工业固体废物，尤其

是塑料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确保工业固体废物得到规范利

用与处置。五是防治农业废弃物入海。强化夏收和秋收季节的监

管，加强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

探索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理办法；指导农膜科学使

用。禁止随意丢弃、堆放和倾倒农业废弃物。 

（六）规范处置上岸垃圾。打捞清理上岸的垃圾应科学分类

并做到日产日清。塑料、木材、泡沫等以回收再利用为主，垃圾

袋、米草枯枝等无法再次利用的垃圾转运无害化处理，涉及危险

废物的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加强垃圾密闭运输的监管，防

止跑冒滴漏，确保进入垃圾焚烧厂、填埋场规范无害化处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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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二次污染。 

（七）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各级城管、生态环境、海洋渔业、

海事等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部门职责，切实加强岸线和海上日

常巡查，严厉查处在岸线随意倾倒堆积垃圾、向海洋违法倾倒弃

置垃圾的违法违规行为，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震慑不法分子。 

（八）推动社会共治共享。沿海各地公开举报电话，或依托

“泉州 12345”微信公众号平台— “随手拍，指尖促文明”栏目，多

渠道鼓励社会公众反映海漂垃圾问题；加强宣传教育，利用电子

显示屏、乡村广播站、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媒介平台，广泛宣传

报道海漂垃圾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结合推行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积极探索建立海漂垃圾收集奖励机制，对主动回收垃

圾并带回岸上处置的群众，给予生活用品、渔业生产用品等物资

兑换奖励；学习推广石狮市祥芝镇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净

滩”和“船舶垃圾不落海”行动经验，积极为海洋环保志愿服务活动

创造条件和提供相关保障，充分发挥渔业、环保等社团组织以及

志愿者的作用，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海漂垃圾治理，共享美丽

海洋生态环境。 

四、工作保障 

（一）健全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作。为切实加强我市海漂

垃圾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泉州市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详见附件 1），负责全市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的

统筹协调。依托领导小组，建立部门协调督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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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定期对涉及海漂垃圾治理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对重点地区

突出问题治理加强调度和帮扶。各相关部门根据管行业必须管环

保的原则，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一岗双责”，按职责加强行业垃圾

源头治理和管控，市城管局、市农业农村局指导督促城乡和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按职责分工指导督促工

业固体废物治理，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指导督促农业废

弃物治理，市水利局、市河长办指导督促河流垃圾治理，市交通

运输局、泉州港口发展中心、湄洲湾港口发展中心、泉州海事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指导督促船舶港口垃

圾治理，市海洋渔业局指导督促渔业养殖和渔船渔港垃圾治理，

市文旅局、市林业局指导督促旅游和自然保护地垃圾治理，市城

市管理综合考评中心负责开展海漂垃圾治理环境卫生考评和宣传

（公示）。 

（二）落实属地责任，推进联防联治。一是落实属地政府治

理责任。沿海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是

海漂垃圾综合治理的责任主体，应参照制定本地区海漂垃圾综合

治理工作方案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本地区专项治理工

作，对所辖岸线和海域按照县乡村三级行政区域为边界，分段分

片确定海漂垃圾治理责任单位。2021年 6月底前，沿海各地建立

“湾（滩）长制”，逐级压实海漂垃圾治理属地责任。二是落实属

地企业主体责任。按照污染付费、促进减量的原则，落实港口码

头、渔港、船舶修造厂、保护区、滨海旅游区、滨海酒店餐馆、



 

 — 9 — 

养殖户等业主单位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实行“岸线三

包”制度，由相关业主单位负责所使用岸线、海域的垃圾清理处置，

也可付费统一委托环卫机构负责；对于无明确管理责任单位的公

用海岸带和海域，鼓励以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确定保洁责任单位，

建立区域联防联治的“海上环卫”机制。 

（三）保障资金投入，促进工作开展。海漂垃圾治理工作已

列入 2021年度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市、县两级发改部

门要将海上环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沿海各地要

统筹自有财力、上级转移支付，参照陆域生活垃圾治理投入方式，

按照非经营性大陆岸线 5万元/公里·年（含转运费用）的标准安

排海漂垃圾治理经费，将辖区海漂垃圾治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一

般预算，并根据沿海各乡镇（街道）、村（居）海岸线长度、人口

数、垃圾产生量及打捞船舶、环卫码头、堆场等配套设施建设需

求等指标进行综合测算，向非经营性海漂垃圾清理、收集、转运

责任单位下达专项经费，保障海漂垃圾日常治理工作需要。从

2021年起，市级财政每年统筹安排海漂垃圾治理专项资金 500万

元，用于海漂垃圾治理奖励、考评、宣传及重点岸段强化治理经

费等。其中，300万元用于奖励海漂垃圾治理成效显著、考评成

绩优秀的单位，奖励资金专项用于受评单位海漂垃圾治理工作；

120万元用于强化重点岸段的海漂治理，主要用于补助海洋保护

区、滨海沙滩、重点渔业水域、渔港等治理难度较大的岸段及视

频监控重点岸段、无人机航拍抽检重点岸段的治理工作；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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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海漂垃圾治理环境卫生考评及宣传（公示）经费。 

（四）强化科技支撑，提升治理效能。积极运用卫星遥感、

无人机、视频监控和生态云等手段，为提升海漂垃圾治理效能，

实现精准治理提供科技支撑。加强产学研合作，推进海上环卫高

效率打捞船舶和潮间带滩涂垃圾机械化收集设备的研发，提升垃

圾无害化处理和可再生利用工艺。2021年，要在我市近岸海域湾

区澳内、入海河口、滨海景区、渔港、渔业养殖区等易产生、积

存垃圾的重点岸段布设一批视频监控系统；积极运用无人机开展

海漂垃圾治理环境卫生考评；探索开发海漂垃圾治理手机 APP软

件，搭建快速联动平台。 

（五）强化督促指导，加强考核考评。一是年度考核。将海

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成效纳入每年度沿海县（市、区）、泉州台商

投资区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考核，每年度进行考核

并通报考核结果。二是日常考评。市生态环境局以市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办公室的名义牵头指导协调，会同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

中心制定修订海漂垃圾治理环境卫生考评和奖惩规定；市城市管

理综合考评中心每月组织对各地海漂垃圾治理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考评；考评结果向沿海县（市、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发文通报，

并抄送市、县两级政府主要领导和通过媒体进行公示，对治理成

效显著的单位给予奖励；市建设“美丽乡村”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海

漂垃圾治理工作纳入“美丽乡村”考评内容，以 20%的比例纳入受

评乡镇“美丽乡村”环境卫生考评月成绩中。沿海各地应参照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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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海漂垃圾治理考评和奖惩规定，开展日常考评。 

 

附件：1.泉州市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海岸带存量垃圾摸排情况表（1月份） 

3.泉州市沿海各地海岸线情况表 

 
 
 

 



 

 — 12 — 

附件 1 

 
泉州市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洪自强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林晋炼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国坤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成  员：陈锦霞   市发改委副主任 

陈传芳   市工信局总工程师 
任秀斌   市财政局副局长 
郭建华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陈少雄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杜富林   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 
廖道彬   市林业局副局长 
黄建洪   市水利局二级调研员 
周梁升   市文旅局党组成员 
王松青   市海洋渔业局副局长 
王作彪   市城管局副局长 
王明强   泉州海事局副局长  
陈培焕   泉州港口发展中心副主任 
余贤顺   湄洲湾港口发展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不另设办公室，依托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

室，负责海漂垃圾综合治理日常工作协调。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随工作变动而自然调整，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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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海岸带存量垃圾摸排情况表（1月份） 

序
号 

存量垃圾具体位置 
（地址及坐标） 

垃圾类别（工
业垃圾/渔业
垃圾/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
自然垃圾/其
他综合） 

估算 
面积 
（㎡）

估算 
重量 
（吨） 

备注 

1 新奥中石油加油站后 其他综合 50 2  

2 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琅山村中
国海警前 

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 40 1.5  

3 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月亮湾月
亮湖周边 生活垃圾 50 1  

4 洛江区万安街道洛阳桥周边 自然垃圾 3000 6  

5 泉港区南埔镇惠屿村 
（118°59'55"E，25°11'15"N） 渔业垃圾 54.3 0.5  

6 
泉港区峰尾镇诚平村 

（118°57'40"E，25°7'22"N和
118°58'3"E，25°7'5"N） 

渔业垃圾 15 0.05  

7 泉港区峰尾镇峥嵘村 
（118°56'47"E，25°6'33"N） 渔业垃圾 16.3 0.05  

8 惠安县小岞镇风车岛（澳内） 渔业垃圾（泡沫
浮球） 500 2  

9 惠安县崇武镇港乾村 
（118°56′22″E，24°53′37″N） 

渔业垃圾（废弃
船舶） 210 15 

2020年第四
季度海漂垃
圾航拍未按
期完成整改

10 惠安县东岭镇湖边海头 建筑垃圾 1500 100  

11 惠安县东岭镇彭城村海头     
护海宫旁边 建筑垃圾 300 20  

12 惠安县净峰镇赤石陈村 
（118°58'53"E，24°58'43"N） 

渔业垃圾、生活
垃圾 9.6 0.05  

13 惠安县净峰镇莲峰村 
（118°56'57"E，24°57'50"N） 

渔业垃圾、生活
垃圾 19.5 0.05  

14 惠安县泉惠石化园区附近 
（118°56'9"E，25°2'7"N） 渔业垃圾 329.3 0.5  

15 晋江市陈埭镇江头村 
（118°38'27"E，24°49'3"N） 生活垃圾 1.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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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晋江市金井镇溜江村 
（118°37'13"E，24°32'44"N） 生活垃圾 1.9 0.05  

17 晋江市金井镇南江村
（118°35'16"E，24°31'49"N） 

渔业垃圾、生活
垃圾 8.7 0.05  

18 晋江市金井镇丙洲村 
（118°35'16"E，24°34'16"N） 渔业垃圾 2.2 0.05  

19 晋江市英林镇三欧村 
（118°33'52"E，24°35'7"N） 渔业垃圾 9.1 0.05  

20 晋江市东石镇潘径村 
（118°29'26"E，24°37'44"N） 渔业垃圾 12.7 0.05  

21 晋江市深沪镇东海垵开发区金泉
环保公司边 

工业垃圾/建筑
垃圾/生活垃圾 500 3  

22 
石狮市蚶江镇水头村雪上沟入海

河口警务亭旁 
（118°39'7"E，24°47'26"N） 

建筑垃圾、生活
垃圾 1000 10  

23 石狮市永宁镇红塔湾广场旁 
（118°42'55"E，24°41'12"N） 建筑垃圾 100 5 碎石块、砖头

等埋于沙滩

24 南安市石井镇仙景村 
（118°25'18"E，24°36'30"N） 

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 5.5 0.1  

25 南安市石井镇南辉码头 
（118°25'46"E，24°37'60"N） 

生活垃圾、渔业
垃圾、自然垃圾 1000 3 米草枯枝，

积存未清 

备注：需要相关现场图片，请联系市生态环境局，电话：2257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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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泉州市沿海各地海岸线情况表 
 

一、沿海各地大陆海岸线长度表 
地区 岸线长度（米） 

丰泽区 20101 

洛江区 2702 

泉港区 70716 

石狮市 68924 

晋江市 103483 

南安市 43828 

惠安县 138368 

泉州台商投资区 52364 

全市合计 500488 

二、沿海各地大陆海岸线分界点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经度 纬度 

1 泉州、莆田分界点 118°52'16.023" 25°14'40.176" 

2 泉港、惠安分界点 118°51'20.630" 25°05'52.435" 

3 惠安县、泉州台商投资区分界点 118°51'09.115" 24°53'24.375" 

4 泉州台商投资区、洛江区分界点 118°40'19.470" 24°57'30.435" 

5 洛江区、丰泽区分界点 118°40'26.505" 24°56'20.867" 

6 丰泽区、晋江市分界点 118°38'48.711" 24°51'02.623" 

7 晋江市、石狮市分界点 118°38'58.071" 24°47'29.712" 

8 石狮市、晋江市分界点 118°39'26.483" 24°41'21.027" 

9 晋江市、南安市分界点 118°26'40.991" 24°42'23.688" 

10 泉州市、厦门市分界点 118°20'58.816" 24°34'56.284" 

备注：上述数据来源于 2019年泉州市大陆海岸线修测初步成果，数据以最终公布

的成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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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23日印发

市直有关单位：市发改委、工信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

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水利局、文旅局、海洋渔业局、城

管局，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中心，市环委办、河长办，泉州海

事局、泉州港口发展中心、湄洲湾港口发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