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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龙岗”文史项目是龙

岗区政协大型系列文史项目“龙

岗记忆”之第三季。 项目通过讲

述龙岗建区以来代表龙岗改革进

程和发展特色的典型案例，并以

图文影像记录龙岗人在改革浪潮

中奋勇搏击的宝贵记忆，全面回

眸龙岗建区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

发展史，让全区人民和一代代后

来者从前人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

神力量、赓续优良传统，在新征

程上努力续写更多新的“春天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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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深圳将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作为城市核心竞争力，先后出台了蓝天行动计划、大气“深40条”、蓝天工程、大
气提升计划和“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等系列治理措施，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作为深圳工业强区，在龙岗建区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城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结构，精准、科学、
依法治污。如今，空气常新、“蓝天白云”常驻成为龙岗的新“气”质，大气环境质量6项指标已实现连续9年优于国家标
准。在不断擦亮“龙岗蓝”金字招牌的同时，人民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感受到的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深圳蓝”行动的龙岗模式：

空气常新 蓝天常驻

“龙岗蓝”是龙岗生态的“名片”，科技创新是龙岗

发展的基因。近年来，龙岗区以科技创新建立起“空天

地一体化”的非现场监管体系，构建“天上巡、地上盯、自

动采”的智慧闭环模式，让大气环境治理变“智理”。

在龙岗区横岗街道，龙岗生态部门工作人员利用

无人机可快速确定无人机监测巡航线路并实现巡航。

在现场，随着无人机起飞，其搭载的高清摄像设备、红外

遥感、气体检测设备对附近涉污染源企业进行实时监

测和图像采集，实时动态更新监测区域内多项污染物

浓度情况和污染物分布情况，迅速摸排确定气体污染

源的重点位置及传播方向，最终根据无人机航拍监测

掌握废气排放因子浓度情况，确定重点监控企业。

在确定废气排放重点监控企业后，如何做到实时

监控，第一时间掌握企业废气异常排放情况？龙岗区

在废气排放重点企业的污染处理设施排放口处安装

“环境哨兵”，在线监测设备进行实时监测。

在相关大气污染物浓度异常偏高时，“环境哨兵”

就会自动发出警报，并推送异常大气数据情况到执法

人员手机。执法人员通过分析监控设备反馈的光谱数

据与信访投诉时段的对比情况，识别出异味源头的嫌

疑对象，然后再对企业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精准核查与

处置。“相当于一个24小时在线的执法人员盯梢企业废

气排放情况，对企业的威慑力强、监管作用突出。”执法

人员介绍。

不止于此，在环境重点监控单位，龙岗区还安装了

非现场自动采样器。当企业存在废气扰民情况时，执

法人员只需通过手机端进行操作，即可启动自动采样

大气中废气污染物样本。采样器可以按照预定的采样

计划自动收集样品，并将其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获得

精确的废气污染物浓度数据。

站在星河双子塔上向南眺望，呈现在眼前的是深

圳贯穿东西的城市天际景观……得益于高能见度的好

天气，这样的景象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插上科技翅

膀，龙岗大气治理变得更“聪明”，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也

就有了更强劲的动力。抬头可见繁星漫天、推窗可见

的半山半城，这一幅幅生态画卷，正在智慧环保场景赋

能的龙岗徐徐展现。

观 察 眼

龙岗融媒记者 张鹏

科技创新守护龙岗的蓝天白云

蔚蓝的天，流动的云，即便是在深秋冬

日，大运山上依然一片青翠，山下的“水晶

石”夺目璀璨……这也是定格在黄展鸿镜头

中的画面。他是居住在龙岗区的一名无人

机“飞手”，这里的蓝天白云、青山碧水、城

市景观是他无人机里常有的画面。

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高能见度的蓝天白

云可以抚慰人心。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

龙岗区 PM2.5 平均浓度降至 16.4 微克/立方

米，优良天数达到 95.5%。

天地的语言都在山河间。在深圳这座

寸土寸金的超大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对生

态建设毫不吝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区

30 多年的龙岗，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协

调发展，走出一条落实“深圳蓝”行动的龙岗

模式，在“治气”中彰显着志气，撑起一片澄

澈天空。

深圳龙岗海关大厦“光储充放”一体超充示范
站。龙岗融媒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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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天一色，美不胜收。龙岗区委宣传部供图

好天气一微克一微克
“抠出来”

龙岗区的空气质量有一条自带“美颜”效
果的下降曲线：全区 PM2.5由 2013年的 44微
克/立方米降至 2024 年的 16.4 微克/立方米
（数据截至 11 月 30 日），创下有监测数据以来
最好水平。

龙岗也曾被空气污染所困扰。根据《龙岗
区 2004年环境状况公报》，当年全区空气污染
指数为 68，全年空气质量为良以上的天数为
326天，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为84天，出现轻度
污染的天数为40天。

当时的整个深圳，空气质量都不尽如人
意。彼时，深圳市向空气污染“宣战”，深入推
进“净畅宁工程”，全面拉开了“治气”大幕。

2007年 10月，龙岗区印发《关于生态龙岗
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加大大气环
境保护力度。2008年起，龙岗区将水污染防
治、大气污染防治、城市环境品质提升等生态
文明建设相关指标考核结果纳入党政绩效考
核，从考核制度角度推进大气治理乃至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

2011年，深圳全面进入“大运会时间”。作
为大运会主场馆所在地，龙岗区专门制定《龙
岗区环境质量保障实施方案》，为“大运蓝”保
驾护航。

在大运会举办的10多天时间里，深圳天蓝
水清、和风醉人，灰霾消失得“无影无踪”。天朗
气清的日子里，站在龙岗中心城高处向南眺望，
甚至能清晰看到地王大厦、赛格大厦等地标。

让“大运蓝”成为“龙岗蓝”，是新时代龙岗
“治气”的新使命。2013年起，龙岗区每年制定
大气质量提升计划，全区11个街道建成空气质
量监测“一街一站”站点。2019年，龙岗区持续
深入实施“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全区全年
空气优良率达96.4%，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如今，随着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和清洁能源
的使用，影响龙岗区空气质量的主要为扬尘及
臭氧。2023年，龙岗区在全市率先实施《龙岗
区2023年“微克”行动攻坚方案》，通过“大气网
格化监测+无人机巡查+走航监测+预警响应+
AI识别”机制，织密大气污染防控网络。同时，
打造“绿色施工”标杆，全面提升扬尘污染防控
治理水平。

2024年，龙岗区“治气”再次提速加码，形
成了“1+2+3+5”攻坚体系。以《龙岗区 2024年

“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为核心，以《龙岗区
2024年扬尘污染防治攻坚方案》《龙岗区坪地
街道重点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2024
年度治理试点方案》两项专项方案为抓手，在
全市率先形成“1+2”攻坚方案。坚持源头防
治，综合施策，以降低细颗粒物控制为主线，强
化扬尘污染压降，狠抓VOCs污染治理等九大

重点工作、85项工作任务清单，全面统筹龙岗
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产业“绿色转型”
转出发展“含金量”

在环境科学中，有一条著名的“库兹涅茨曲
线”（倒“U”形曲线）。它所揭示的是，经济越发
展，环境污染越严重，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个临
界点后，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质量逐渐改
善。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还是刚刚
建区不久的龙岗，似乎也难逃这一规律。

1993年建区之后，龙岗区大部分区域竞相
引进“三来一补”式加工贸易产业。1997年，龙
岗区“三来一补”企业达到顶峰，由于无序生
长，对环境造成了很大污染。

转型，成为龙岗迈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的关键抉择。同年，龙岗区提出在资
金、技术、人才、税收、土地使用等方面对企业
转型升级给予政策扶持，逐步走上从代工加
工到自主创新、从龙岗制造向“龙岗智造”的
转变之路。

2005年 8月 15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论断被首次提出。几乎在同一时
期，深圳市龙岗区“绿色发展”的理念开始觉
醒。2006年，龙岗提出建设成为全市发展循环
经济实验区的目标。当年底，在龙岗东北部的
坪地街道，最后 26家牛皮加工企业全部迁出，
昔日的“牛皮镇”开启绿色发展之路。

2010年，龙岗区发改局和龙岗区委党校合
作开展的“坪新清区域产业生态新城规划研
究”，提出在深莞惠三市交界的坪地、新圩、清
溪，打造坪新清产业合作园区。同年 11月，荷
兰下一代基础设施基金会（NGI）联合哈工大深
圳研究生院召开“第三届下一代生态城基础设
施体系国际研讨会”，深圳市与荷兰达成国际
合作意向，由“坪新清”演变而来的国际低碳城
呼之欲出。

2011年12月，深圳市政府与荷兰有关部门
举办“中荷（欧）低碳城专家研讨会”，共同探讨
低碳城的规划和远景。2012年5月，“中欧城镇
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举行，《关于把深圳国际
低碳城打造为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旗舰项
目的建议》得到了中欧高层的肯定。

2012 年底，深圳国际低碳城启动建设。
2013年 6月 17日，在首个“全国低碳日”上，首
届国际低碳城论坛举办，深圳国际低碳城首次
亮相便惊艳世人。此后，在每年举办的国际低
碳城论坛上，中国第一个碳市场从这里起航，
全球绿色低碳领域“蓝天奖”在这里发布，国际
低碳技术展在这里首次呈现，发布全国首创具
备深圳特色的绿色低碳产业认定“1+1+1+N”管
理机制……当前，龙岗区更加突出“链主”效
应，围绕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中广核等链
主企业，聚焦补链、延链、强链，提升产业链的
整体竞争力和附加值，加快构建具备核心优势
的产业生态。

绿色之风已吹拂这片土地12年，这块曾经
高耗能工厂集聚的土地，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广
泛凝聚“绿色共识”的聚集地，更是中国首个低
碳发展的样本。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
力就是绿色生产力。时至今日，龙岗区正在持
续大力发展包括新能源在内的“IT+BT+低碳”
三大支柱产业，围绕深圳“20+8”产业规划部
署，龙岗区在光伏、储能、氢能等多个领域形成
了较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绿色低碳产业
作为深圳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龙岗区
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在全市、全区产业发展格
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作为工业强区，龙岗不少企业都存在“绿

色转型”需求。2022年3月29日，《深圳市生态
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关于生态环境领域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这项被称
作“绿色撑企”20条的政策措施，从“推进企业
绿色转型”的角度共推出5条措施。

今日龙岗，既是“中国工业第一区”，也是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实现了经济高速
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双赢。

守护蓝天白云
绘就城区幸福底色

2023年 9月，一场名为“深圳蓝”自然课堂
暨生态氧吧绿色行活动在龙岗平湖生态园举
办。活动邀请专家为学生授课，科普大气污染
防治知识和生物多样性。

像这样将课堂搬进大自然，让学生在大自
然中学习环保科普知识的活动，如今已在龙岗
区常态化开展。龙岗区大气污染治理不是政
府唱“独角戏”，而是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的积
极性，形成各界共同参与的治理大舞台。

这其中，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是关键。位于
龙岗区平湖街道的钰湖电厂担负着平湖及周
边地区的调峰供电任务，虽然环保指标达标，
但依靠重油发电，产生的粉尘、氮氧化物、二
氧化碳影响之大，导致电厂成为了当地的“污
染大户”。

2010年，钰湖电厂开始了“油改气”的转型
尝试。在市、区、街道的支持和协调下，钰湖电
厂确定使用西气东输管线输气，筹集了上亿元
资金，在 2011年完成了油改气工程，同时完成
了两台燃气轮机低氮燃烧技术改造。2012年，
随着西气东输二线深圳段支干线贯通，钰湖电
厂成为了深圳最早用上“西气东输”的电厂。

“油改气”后的钰湖电厂机组达到了硫化物、粉
尘零排放，大大改善了片区大气环境。

交通移动污染源是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
难点。为将大气环境质量提升到国际先进水
平，深圳在加强柴油车尾气污染控制的同时，
加快了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龙岗区公交运营主要由深圳东部公交负
责。2017年，深圳东部公交以“混合租赁+车辆
回购”的模式率先开展纯电动车辆更新，全面
完成了5085台纯电动车辆的更新采购，每年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万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龙岗人更加青睐购置
新能源汽车，龙岗充换电配套设施也在日益完
善。2024年11月14日，壳牌全球首座“光储充
放”标杆旗舰项目——深圳龙岗海关大厦“光
储充放”一体超充示范站开业。项目配备 128
个充电设施，能满足不同类型新能源汽车的充
电需求。截至 12月 13日，全区累计建成超充
站157座，合计建成8.15万个充电设施。

城市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蓝天的捍卫者，
当前，垃圾分类成为龙岗人崇尚的绿色生活方
式之一。目前，龙岗区累计完成 155个投放点
的可回收物收集网框试点工作，不断完善龙岗
区试点智能回收箱数据化全链条模式。截至
2024年 11月 14日，生活垃圾九大分流分类体
系共减量生活垃圾约104.48万吨；1至10月，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9%。2019年12月，龙岗
能源生态园建成投产，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达
5100吨，充分实现了生活垃圾的“绿色重生”。

蓝天白云、绿树青山是龙岗居民对优美生
态环境的幸福期待。近年来，龙岗区持续推进
绿化覆盖、综合公园、主题公园和社区公园新
建和改造工作。放眼龙岗，已形成“森林（郊
野）公园—综合公园—社区公园”的三级公园
体系，299个公园星罗棋布，高达50.52%的绿化
覆盖率，让每一位龙岗人实现了推窗见绿、出
门入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