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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地处淮沭沂泗流域下游，既面临近岸海域和入海河流水

质仍不容乐观的现状，又面临沿海片区经济快速崛起给近岸海域

生态环境带来的挑战，水环境安全形势仍然严峻。为全面贯彻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国家、省、市“水十条”的要求，打好水污

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我市地表水、入海河流及近岸海域水环

境质量，结合我市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制定本

行动计划(城镇及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执行连云港市城乡建设

局编制的《连云港市城乡污水处理三年行动方案》，不在本行动

计划范围内；其中工业集聚区依托乡镇及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情

况在本行动计划中一并考虑)。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国、

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水污染防治工作战略布局，以保护和改善地

表水和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为核心，持续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推

进全市水污染防治，为我市“高质发展、后发先至”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落实“水十条”

要求，充分与国家、地方相关规划衔接，合理部署规划任务。发

挥多部门综合优势，加强组织协调，明确部门责任，强化目标要

求，各部门、县区之间统筹协调，确保任务措施切实有效。 

（三）适用期限和范围。行动计划适用期限为 2018-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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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动计划主要针对连云港市范围内工业集聚区（含周边拓展区

范围，以下同）、农业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水和初期雨水收集处理。 

二、主要目标 

工业：2018 年底前，所有已自建或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

工业集聚区，全部完成集聚区范围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城镇污

水处理厂主管网建设，实现区内雨污水管网全覆盖，区内所有企

业和生活污水实现集中处理达标排放，所有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排口均安装 COD、氨氮、总磷、总氮在线监控设施；无集中处

理设施的工业聚集区，2018 年底前完成自建污水处理设施主体

工程及聚集区所有雨污分流管网建设，2019 年 6 月前正常运行。

2019 年底前所有各级各类工业集聚区全部实现区内污水收集集

中处理达标排放，逾期未完成的，一律暂停审批或核准其增加水

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实施各工业聚集区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

造，2020 年底前所有园区自建或依托的污水处理设施全部达到

一级 A 排放标准。 

畜禽养殖业及农业农村面源：全市禁养区范围内无畜禽养殖

场存在，2018 年底前全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治理率达 80%以上，

2019 年底前达 90%以上，2020 年底前所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治

理率达 100%。实施农业氮磷拦截工程，降低面源污染。 

初期雨水： 2020 年底前，市县城区初期雨水收集处理率达

40%以上。 

三、工业污水收集处理任务 

（一）工业聚集区污水处理现状与缺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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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现有 10 个省级以上工业集聚区，基本能实现污水集中

处理，但只有徐圩新区、赣榆经济开发区、灌南化工园区、连云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4 个园区有自建的污水处理设施，其它 6 个

工业集聚区均依托城市污水处理厂。园区普遍存在污水管网不完

善、主管网不畅通、雨污混接错接等问题，开发区中心区、连云

经济开发区、海州开发区、灌云经济开发区、赣榆海洋经济开发

区等 5 个园区问题相对较多，园区内部分企业污水直排或通过雨

水口排河，部分村庄、居民污水直排。 

7个通过市级及以上规划环评审批园区中，灌云临港产业区、

赣榆柘汪临港产业区、金山镇镇区工业园区、海州湾产业区（一

期）、东海山左口工业集中区、新浦工业园 6 个园区建有集中式

工业污水处理厂，除新浦工业园外，其它各园区内管网较完善，

基本实现清污分流；灌南经济开发区污水依托县城两个污水处理

厂。 

其它 32 个县区及以下工业园区中，云台产业园、赣榆塑料

加工区 2 个园区有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另有 9 个园区依托已建城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尚有 21 个园区未实现污水集中处理。 

各县区（管委会）现有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1、开发区： 

现状：开发区现有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1 个国家级工业集

聚区，含有开发区中心区、出口加工区、江宁工业城、临港产业

区和大浦工业区 5 个分园，其中开发区中心区、出口加工区、江

宁工业城污水依托墟沟污水处理厂处理（4 万吨/日，城市），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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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产业区污水由自建的同济水务临港污水处理厂处理（原西北组

团污水处理厂，4.8 万吨/日，工业），大浦工业区污水依托恒隆

水务大浦工业区污水处理厂（4.8 万吨/日，城市）处理。各污水

处理厂目前运转正常，出水执行一级 A 标准。另有开发区内有

猴嘴工业园 1 个乡镇工业集聚区，无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问题及缺口分析：目前区域污水管网基本全覆盖，但开发区

中心区雨污分流不完善，排淡河沿线部分雨水井水质超标严重，

大浦副河沿线存在污水通过雨水口外排情况，导致水体仍有黑臭

现象，需加快管网排查与完善。墟沟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常处理水

量为 3.6 万吨/日，基本满足目前处理水量要求，但负荷已达 90%，

不能满足连云城区及区域园区后续发展要求，需要扩大区域污水

处理能力，建议开发区中心区自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同时接纳

邻近出口加工区、江宁工业城污水。同济水务临港污水处理厂处

理进水量低，平均不到 1 万吨/日，负荷仅为设计能力的 20%左

右，需继续完善接管范围内雨污分流管网并不断扩大接管范围，

做到应接尽接，同时结合猴嘴镇旧城改造，一方面加快猴嘴工业

园企业拆迁，另一方面将猴嘴、朝阳、中云及开发区花果山大道

两侧片区污水接入同济水务临港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高新区 

现状：高新区现有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 个国家级工

业集聚区及云台产业园 1 个乡镇级园区，高新区内企业集中在原

宋跳高新区内，污水依托恒隆水务大浦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4.8 万吨/日，工业）。恒隆水务处理大浦工业区、高新区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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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生活污水，日常处理水量为 4.1 万/日，运转正常，出水执行

一级 A 标准。云台产业园由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200 吨/日，

乡镇），同时接入云台农场生活污水，运行基本正常。 

问题及缺口分析：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基本实现全覆盖，东盐

河沿线花果山街道部分村庄生活污水及大浦副河沿线部分工业

污水未经处理进入东盐河和大浦副河。随着高新区发展及区域城

市污水截流管网建设，恒隆水务污水处理能力有待扩大。 

3、徐圩新区 

现状：现有徐圩新区（包括板桥工业园）1 个省级园区，自

建有徐圩污水处理厂（3 万吨/日，工业）、东港污水处理厂（5

万吨/日，工业）、板桥污水处理厂（一期一部，0.75 万吨/日，

工业），园区污水管网实现全覆盖，污水能集中处理，板桥污水

处理厂执一级 B 标准，徐圩、东港污水厂执行一级 A 标准。另

东辛农场场部驻地有 10 多家企业，无集中污水处理设施。 

问题及缺口分析：东港污水处理厂投运后，徐圩污水处理厂

服务范围内入住企业少，污水排放量少，现状不具备运行的条件，

待条件具备后进行升级改造。板桥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被认定

为设置不合理排口，需进行整治，从大板跳闸下排海，另污水厂

出水执行一级 B 标准，需对污水厂进行提标改造并适时扩建，

出水达到一级 A 标准。东港污水处理厂为工业污水处理厂，建

议达标尾水通过湿地净化，减少污染物排放。东辛农场场部驻地

无集中污水处理设施，需结合场生活污水处理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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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连云区  

现状：现有连云经济开发区 1 个省级工业集聚区，园区污水

依托墟沟污水处理厂处理（另板桥工业园属徐圩新区规划一部

分，情况已列入徐圩新区）。 

问题及缺口分析：连云经济开发区污水管网不完善，部分污

水排入小排淡河，造成小排淡河水体污染，指标超标，对排淡河

大板跳闸水质造成一定影响。 

5、海州区 

现状：现有各级各类工业集聚区 7 个，包括海州经济开发区

1 个省级园区，新浦工业园 1 个市级园区，海州宁海工贸园、板

浦工业园、锦屏镇酒店工业园、洪门工业园和浦南镇太平工业园

5 个乡镇级工业园。海州经济开发区污水依托城南污水处理厂处

理（2 万吨/日，城市），新浦工业园污水由自建的浦南污水处理

厂处理（0.5 万吨/日，工业），洪门工业园依托浦南污水处理厂，

宁海、板浦、锦屏、浦南等 4 个乡镇工业园目前未实现污水集中

处理。 

问题及缺口分析：海州经济开发区污水管网不完善，区内大

量村庄居民污水直排水体；城南污水处理厂日均处理水量达 2.04

万吨，超负荷运行，急需扩建；新浦工业园管网不完善，洪门工

业园接管泵站运行不正常，污水处理厂日常进水量不足处理能力

的 50%（0.2 万吨）；宁海、板浦、锦屏、浦南太平 4 个工业园

污水管网不完善，无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宁海、板浦、锦屏 3 个

园区需自建污水设施或接管城镇集中式污水厂处理。浦南太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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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园区，目前企业全部停产，按要求进行重新规划整合，适时完

成整治或取缔，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到位前园区企业不得恢复生

产。 

6、赣榆区 

现状：现有各级各类工业集聚区 11 个，包括赣榆经济开发

区、赣榆海洋经济开发 2 个省级园区，赣榆海州湾生物科技园区、

赣榆柘汪临港产业区、赣榆金山镇镇区工业园区 3 个市级园区，

墩尚工业集聚区、沙河工业集聚区、青口工业集聚区、班庄工业

集聚区、城头工业集聚区、城西工业集聚区 6 个乡镇级工业园。

赣榆经济开发区、海洋经济开发区 2 个园区污水依托力洁污水处

理厂处理（一、二期共 4 万吨/日，工业），海州湾科技园、柘

汪临港产业区、金山镇工业园、班庄、城头工业集聚区 5 个园区

均有自建的工业污水处理设施，青口工业集聚区依托老刘河污水

处理站(1000 吨/日，乡镇) ，墩尚、沙河、城西等 3 个乡镇园区

未实现污水集中处理。 

问题及缺口分析：赣榆经济开发区、海洋经济开发区、青口

工业区管网不完善，部分企业污水未实现集中处理；通海污水处

理厂尾水排口被认定为非法排口，年底前需结合城区新城污水处

理厂异地新建项目完成整治；金山镇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老旧，处

理能力不足，需提标改造；墩尚、沙河、城西 3 个工业园污水管

网不完善，无集中污水处理设施，需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或接管。 

7、东海县 

现状：现有各级各类工业集聚区 11 个，包括东海经济开发



— 8 — 

区（西区）1 个省级园区，山左口工业集聚区 1 个市级园区，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海经济开发区东区 2 个县级园区及黄川、

白塔埠、房山、桃林、平明、青湖、石湖 7 个乡镇级园区。东海

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 个园区污水依托西湖污水处

理厂处理（2 万吨/日，城市），东海经济开发区（东区）依托城

东污水处理厂处理（1 万吨/日，城市），山左口工业区自建污水

处理设施（0.5 万吨/日，工业），白塔埠、青湖镇工业集聚区依

托乡镇污水处理厂，其它黄川、房山、桃林、平明、石湖 5 个乡

镇园区未实现污水集中处理。 

问题及缺口分析：园区依托的西湖污水处理厂已满负荷运

行，加快扩建县城区污水处理能力，建议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自建污水处理设施；东海经济开发区（东区）污水管网不完善，

近半企业未接管，需加快园区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拟自建污水处

理设施；黄川、房山、桃林、平明、石湖 5 个工业园污水管网不

完善，无集中污水处理设施，需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或接管。 

8、灌云县 

现状：现有各级各类工业集聚区 9 个，包括灌云经济开发区

1 个省级园区，灌云临港产业区 1 个市级园区，伊山镇灌云城北

科技园、灌云县北部新城（下车镇）2 个县级园区及南岗、杨集、

同兴、小伊、龙苴 4 个乡镇级园区。灌云经济开发区、伊山镇灌

云城北科技园 2 个园区依托南风污水处理厂处理（2.5 万吨/日，

城市）；灌云临港产业区由自建胜海污水处理厂处理（2 万吨/

日，工业）；龙苴镇工业集中区拟依托龙苴镇污水处理厂处理（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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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日，乡镇），但乡镇污水厂未正式运行，灌云县北部新城

（下车镇）及南岗、杨集、同兴、小伊工业园 5 个园区管网不完

善，无集中处理设施。 

问题及缺口分析：灌云经济开发区、伊山镇灌云城北科技园

管网不完善，部分污水未集中处理，开发区拟自建污水处理设

施；，灌云临港产业区接管及污水排放标准偏低，需提标改造；

龙苴镇工业集中区依托的乡镇污水处理厂主管网不通过，5 个无

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园区，需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或接管。 

9、灌南县 

现状：现有各级各类工业集聚区 4 个，包括连云港化工产业

园区 1 个省级园区，灌南经济开发区 1 个市级园区和灌南沿海产

业中小企业园（田楼）、百碌镇工业集中区 2 个县级及以下园区。

连云港化工产业园污水由自建中新污水处理厂处理（2.25 万吨/

日，工业），灌南经济开发区依托城东（1.5 万吨/日，城市）、

西海污水处理厂（2.0 万吨/日，城市）处理，其他 2 个县级及以

下园区管网不完善，无集中处理设施。 

问题及缺口分析：化工园区出水标准偏低，需提高园区接管

标准，对园区污水设施进行提标改造，提高出水标准，达一级 A；

灌南经济开发区管网不完善，水质较复杂，开发区应自建污水处

理设施；2 个未能实现集中污水的园区急需自建污水设施或接管

依托乡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重点建设任务 

2018-2020 年全市园区及工业企业污水治理方面将重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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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局限于）以下几方面任务： 

①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全覆盖。新建、升级的工业

集聚区应同步规划、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或利用现有的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具备脱氮除磷工艺，并安装自

动在线监控装置。对开发区猴嘴工业园，徐圩新区东辛农场场部

驻地，海州区宁海、板浦、锦屏、浦南 4 个工业园区，赣榆区墩

尚、沙河、城西 3 个工业园、东海黄川、房山、桃林、平明、石

湖 5 个工业园，灌云县北部新城（下车镇）及南岗、杨集、同兴、

小伊 5 个工业园，灌南沿海产业中小企业园（田楼）、百碌镇工

业集中区共 21 个不能实现污水集中处理的园区，根据园区定位

及入驻企业情况，因地制宜采取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或接入邻近乡

镇污水企业厂等措施尽快实现污水集中处理。采取接入污水处理

厂的园区 2018 年底前完成接入管网建设，实现污水集中处理；

采取自建污水处理设施的园区，2018 年底前完成污水处理厂主

体工程及园区污水管网建设，2019 年 6 月前正式运行。结合区

域污水处理要求，加快赣榆新城污水处理厂新建项目（6.5 万吨/

天）、开发区中心区污水处理厂（1 万吨/天）、灌云经济开发区

污水处理设施（1 万吨/天）、灌南经济开发区东区污水处理厂（1.5

万吨/日）、东海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 万吨/天）污水处理厂，

城南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2.0 万吨/日）、恒隆水务二期（5 万

吨/天）扩建项目建设，确保出水达到一级 A 标准，提升区域污

水综合处理能力，提高分类处理水平。2019 年底前，全市范围

内所有工业园区及其拓展区应按规定全部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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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逾期未完成的，一律暂停审批或核准其

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并依照有关规定撤销其园区资

格。 

②工业集聚区雨污水分流管网建设。加强园区雨污水管网及

各园区管道贯通情况排查，清掏、疏通、对接、完善园区雨污分

流管网，封堵不规范排口，重点关注排查雨污水乱接或从雨水口

偷排污水情况，重点推进开发区中心区、大浦工业区、连云经济

开发区、海州经济开发区、赣榆经济开发区（南片区）、海洋经

济开发区、青口工业区管网、赣榆海洋经济开发区、东海经济开

发区（东区）、灌云经济开发区、灌南经济开发区等工业集聚区

管网完善建设工程，确保 2018 年底前污水管网全覆盖，园区内

企业及村庄居民全部实现污水集中处理。 

③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落实《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

（环办水体函〔2017〕430 号）等要求，对全市范围内尚未达到

一级 A 排放标准的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及园区所依托的城镇污水

处理厂全面实施提标改造（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任务已列入

《连云港市城乡污水处理三年提升行动方案》，本方案不再详

述）。重点推进灌云胜海污水处理厂、灌南中新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金山镇金源水务有限公司（1.5 万吨/天）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出水达到一级 A 标准。对建设时间早、设备陈旧、不能稳

定运行达标的徐圩新区污水处理厂（3 万吨/天）、赣榆柘汪园区

云通水务有限公司（2 万吨/天，主要为总氮指标）实施升级改造，

确保出水稳定达到一级 A 标准。 



— 12 — 

④加强氮、磷污染治理。落实《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氮磷污

染防治的通知》（环水体〔2018〕16 号）相关要求，强化固定

污染源氮磷污染防治，以重点行业企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氮磷排放达标整治为突破口，推进各污水处理设

施脱磷脱氮。重点行业主要包括：屠宰及肉类加工、淀粉及淀粉

制品制造、乳制品、调味品、发酵制品、酒、饮料、纺织、皮革、

造纸、基础化学原料制造、肥料、农药、医药、汽车制造、电子

等。结合排污许可证实施，重点行业企业开展总氮总磷自行监测、

记录台账、报送监测结果并向社会公开。重点行业的重点排污单

位，应按照《关于加快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

控工作的通知》（环办环监〔2017〕61 号）要求，于 2018 年 6

月底前安装含总氮和总磷指标的自动在线监控设备并与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联网。涉磷企业通过生产工艺和处理设施改造，提高

磷回收率，对含磷固体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保障

废水达标排放。推动氮肥、合成氨等行业生产和治理工艺提升，

进一步提高氨或尿素回收。提高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等行业

水循环利用率，强化末端脱氮除磷处理。有条件的排污单位，在

污水排放口后或支流汇入干流、河流入湖等位置，因地制宜建设

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进一步减少入河湖的氮磷总量。 

⑤强化企业废水处理设施环境监管。2018 年底前造纸、印

染、化工等企业必须自行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或接入工业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所有化工企业必须完成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改造，化

工企业清下水排口必须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和由监管部门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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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排放阀，清下水必须经监测达标后方可排放。集聚区内的工

业废水必须经预处理达到有关接管标准要求后，方可进入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并按要求在企业总排口及园区集中处理设施尾水排

放口安装在线监控装置。灌云、灌南两化工园区加强园区内企业

污水预处理设施的监管，推进企业预处理设施升级改造，提高园

区污水厂接管标准，加速化工园区整合提升力度。加强园区外各

分散企业的废水收集和处理，对规模较小的分散排污企业原则上

向园区集中，不能集中的企业，将废水就近接入污水处理厂进行

集中处理。根据行业标准、企业排污许可证等要求，以国控污染

源为重点，督促企业配套建设与污染物排放总量相匹配的水污染

防治措施，提高企业废水处理水平，确保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⑥提高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和中水回用率。加强污水处理

厂尾水利用设施建设，重点推进徐圩新区再生水厂（一期工程，

3000 吨/天）建设，确保 2019 年底前建成投运，配套出台相应鼓

励政策，加强科技攻关和示范工程，提高尾水利用率。以造纸、

化工等重污染企业为重点，推进 “十大”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

列入苏环办〔2017〕266 号文中的 16 家企业，2018 年底前全部

完成清洁化改造任务，定期对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工业企业实施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对上述行业的新

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实行污染物等量置换或减量置换，严格控制

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总量。针对企业综合污水，鼓励开展中水回用

工程，提高重点行业中水回用率，采用倒逼机制，加大中水回用

力度，严格控制年度控水指标，重点企业制定水量倒排计划。 



— 14 — 

⑦加强石化基地水污染防治。预计 2020 年底前石化基地建

设投产，石化基地在建设投产运行过程中，应在以下方面着力加

强水污染防治： 

Ⅰ、对基地污水实行集中收集处理。采用完全雨污分流的排

水体制，集中建设东港污水处理厂。企业污水在厂区内预处理达

到接管标准后方可输送至基地东港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放。 

Ⅱ、严控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质。石化基地企业污水接管至

东港污水处理厂严格执行国家和江苏省有关间接排放标准。东港

污水处理厂出水严格按环评批复和排污许可证中排放控制要求

执行。 

Ⅲ、优化分类收集分质处理措施。石油化工行业的废水水质

不稳定，组成复杂，并含有毒性物质或抑制性物质，会造成污水

处理厂的生化装置遭受不同程度的未知来水冲击。因此，排入污

水处理厂的进水水质除满足浓度要求外，还应进行进水的毒性测

试和可生化性测试，考查进水水质对生化单元的冲击性。 

Ⅳ、强化污水的再生利用。根据《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达标

尾水排海营养盐削减技术方案》（示范区发[2017]139 号），2025

年东港污水处理厂尾水（15 万 m
3
/d）达标后全部进入再生水厂，

再生水厂设计产水率 70%，4.5 万 m
3
/d  RO 浓水经高盐废水处

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入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利用湿地对尾水中

的 CODCr、NH3-N、TN、TP等进行净化和削减。2030年，东港

污水处理厂尾水增至 20 万 m
3
/d，再生水厂设计产水率增至

75%。项目建设中按要求配套建设再生水厂、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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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 

Ⅴ、提高监测、监控手段。基地内企业投产前需在排口安装

流量和 CODCr、NH3-N、TN、TP 等主要污染物、特征污染物在

线监测系统，杜绝企业为减少成本混入淡水或海水降低污染物浓

度；提高特征污染物的在线连续监测能力；企业清净下水排口必

须设监控系统，不得随意排放。污水处理厂和再生水厂排放口均

设连续在线监控系统。 

⑧增强港区污染防治能力。推进沿海、内河港口、码头、装

卸站、船舶修造厂废水治理与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推进船舶生

活污水、洗舱水、残废油、含油污水等污染物的码头前沿船岸直

接对接的接收设施建设。港口、码头建设配套的污水存储、垃圾

以及固体废物散装货物残余接收暂存设施，完善区域污水管网、

垃圾转运服务体系，提高含油污水、化学品洗舱水等接收处置能

力及污染事故应急能力。目前沿海港口码头配套设施基本到位，

重点推建设滞后的内河港口码头污染治理设施。港口、码头接收

的含油污水、化学品洗舱水要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造成二次污

染。徐圩港区在建设和部分港区投产运行过程中，应同步建设船

舶舱底油污水、油船及化学品船洗舱水、船舶压舱水、船舶生活

污水污染防治措施、陆域生活污水、生产废水、雨水及污水回用

等方面着力加强水污染防治。 

⑨尽快完成入河入海排污口综合整治。进一步开展入河排污

口、入海排污口、入海水流排查，根据排查结果，确定非法和不

合理排污口的清理整治清单并实施整治，2018 年年底前完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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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部认定的墟沟市政排口、板桥污水处理厂排口两个不合理排口

及赣榆通海污水处理厂排口 1 个非法排口整治工作，2019 年上

半年完成所有入河、入海排污口整治工作。同时，合理设置近岸

海域排污口，关停取消主体港区附近企业、生活排污口；不再增

设扩散条件不利的东西连岛与南北大堤围成的半封闭水域、垺子

河口以及污染较严重的灌河口、临洪河口附近水域排污。在有条

件的地区，根据环境影响评估结论，积极稳妥的推进废水深海排

放工程，科学选择和确定深海排污口的位置。 

三、畜禽养殖业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任务 

（一）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函》（苏环

函〔2016〕163 号）要求，2016 年我市加大力度推进畜禽养殖禁

养区划定工作，2016 年年底前全市各县区基本完成畜禽养殖禁

养区划定工作，并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禁养区全部 607 家

规模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任务。2017 年完成 284 家养殖区治量

任务，至 2017 年底，全市已治理完成规模畜禽养殖场 1354 家，

完成总治理率的 70.7%。 

至 2018 年 3 月，全市 2071 家畜禽规模养殖场已有 1452 家

完成治理任务完成，尚有 619 家未完成治理。各县区治理率分别

为：东海县畜禽规模养殖场 1014 个，完成治理 672 个，治理率

66.3%，未治理数 342 个；灌云县畜禽规模养殖场 253 个，完成

治理 175 个，治理率 69.2%，未治理数 78 个；灌南县畜禽规模

养殖场 391 个，完成治理 308 个，治理率 78.8%，未治理数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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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赣榆区畜禽规模养殖场 349 个，完成治理 270 个，治理率

77.4%，未治理数 79 个；海州区畜禽规模养殖场 34 个，完成治

理 23 个，治理率 67.6%，未治理数 11 个；徐圩新区畜禽规模养

殖场 28 个，完成治理 2 个，治理率 7. %，未治理数 26 个；高新

区畜禽规模养殖场 2 个，完成治理 2 个，治理率 100%；连云区

境内无畜禽规模养殖场。 

全市农业面源污染仍较严重，汛期受农田回归水影响，水质

恶化，造成水质超标。 

（二）主要任务 

“水十条”要求针对畜禽养殖量大，养殖废水没有得到及时有

效的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污染物处理不彻底等带来的环境问题，

设置严格畜禽养殖环境管理，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加强畜禽

生态养殖技术推广应用和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 3 类工

程。主要治理任务如下： 

①严格畜禽养殖管理。巩固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成

果，确保禁养区内不复养。对禁养区外养殖场进行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分区管理，严格落实各县（区）畜禽养殖发展和污染防

治规划和各县（区）、乡镇畜禽养殖总量控制要求，建立动态管

理台账。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小区）的养殖规模要与

周边消纳土地量匹配，并完善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设

施。现有畜禽养殖场（小区）要根据环境承载能力和周边土地消

纳能力，配套建设完善雨污分流、粪便污水处理或资源化利用设

施。对周边消纳土地充足的，要采取“种养结合、生态还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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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边消纳土地不足的，要通过养殖粪污深度处理降低还田利用

的负荷压力，养殖粪污深度处理后仍然超过土地消纳能力的畜禽

养殖场（小区），要实施减产缩能或关停。 

②推进规模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据统计，全市非禁养区内

共有 2071 家规模畜禽养殖场。按 2018 年底前全市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治理率达 80%以上、2019 年底前达 90%以上、2020 年底前

达所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治理率达 100%目标要求，排定年度需

要治理养殖场数量，全市 2018 年 4-12 月及 2019、2020 年治理

养殖场数量不得低于 206 个，3 年时间完成剩余 619 个未完成治

理的养殖场治理任务，确保 2020 年底前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治理

率达 100%。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小区）需全步同步

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并确保 “三同时”到位。2020 年以后，关闭

取缔所有无污染治理设施的养殖场。按规定开展总氮总磷自行监

测、记录台账、报送监测结果并向社会公开，按排污许可证的规

定定期上报氮磷达标情况及相关监测数据。2018 年 6 月底前，

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畜禽养殖场污水处理设施（如有）安装含总

氮和（或）总磷指标的自动在线监控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联网。 

③加强畜禽生态养殖技术推广应用。推广生态养殖，鼓励规

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大户投入，以奖代补，积极推广畜禽清洁养殖

技术，大力推广科学饲养，提高饲料利用效率，减少浪费，从源

头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新、改建养殖场推广漏缝地面-粪尿分离-

雨污分离-免冲洗-减排放养殖模式；有条件的养殖场推广应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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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酵内垫料零排放模式及场外垫料零排放模式。 

④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推广农牧结合综合利用型

生态治理模式，加大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力度，

鼓励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实施有机肥生产利用工程，就地处理和合

理消纳产生的畜禽粪便和废水。继续做好各种实用型沼气工程，

实施粪污无害化处理还田灌溉利用，积极推进其他方式的畜禽粪

便资源化利用。加大对小型、分散式、特色养殖污染治理，采取

自建分散式处理设施及建设村庄集中粪污处理利用设施，对分散

式养殖废弃物进行处理利用，避免粪便和养殖生产污水直排入

河。 

⑤实施氮磷拦截及生态净化工程。优先在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和无公害食品基地内普及节水灌溉技术，到 2020 年节水灌溉

技术在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内普及率达 90%以上。在有条件

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内逐步推广生态拦截工程，采用水生植物群

落、格栅和透水坝等方式，在现有沟、塘、窖基础上建设生态沟

渠、污水净化塘、地表径流集蓄池等设施，净化农田排水及地表

径流。到 2020 年，生态田埂技术、生态拦截沟技术、生态护岸

技术等在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内普及率提高到 30%以上。通

过建设生态拦截沟、湿地净化等工程措施，以及提高化肥利用率

等途径，减少污染物排放。在具备条件的河口区域开展湿地建设，

减少面源污染物入海量。 

四、初期雨水收集处理 

（一）初期雨水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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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初期，雨水溶解了空气中的大量酸性气体、汽车尾气、

工厂废气等污染性气体，降落地面后，又由于冲刷屋面、沥青混

凝土道路等，使得前期雨水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质，前期雨水的

污染程度较高，甚至超出普通城市污水的污染程度。经雨水管直

排入河道，给水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我市目前相关工作

尚未开展。 

（二）主要任务 

国务院 2015 年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城镇新

区建设均实行雨污分流，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进初期雨水收集、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为贯彻落实相关要求，应着力推进雨污分流管

网建设，推进市县城区现有合流制排水系统应加快实施雨污分流

改造，城镇新区建设均应实行雨污分流，避免雨污合流溢流造成

的水体污染。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逐步推进初期雨水收集、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建设初期雨水调蓄池、泵站或专门的初期雨

水处理设施，加强初期雨水处理，规划用地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

的新建建筑同步建设雨水收集利用系统，重点推进徐圩新区、海

州玉带河片区两个海绵城市示范区建设。 

五、重点工程项目 

根据水十条考核要求及水环境质量改善要求，确定

2018-2020 年重点组织实施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提标改造（含依

托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园区雨污水管网建设、畜禽养殖治理

和初期雨水收集等污水污染防治工程，共计 95 项，拟投入资金

约 80.83 亿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5%B8%E6%80%A7%E6%B0%94%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BD%E8%BD%A6%E5%B0%BE%E6%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A8%E6%B0%B4%E7%AE%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7%8E%AF%E5%A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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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程项目清单详见附表。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各级地方政府是实施本方案的主

体，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

总责，要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责任单

位、进度要求，落实资金、用地等建设条件，精心组织实施，确

保按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二）落实排污单位主体责任。各类排污单位要严格执行环

保法律法规和制度，加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开展自

行监测，落实治污减排、环境风险防范等责任。中央企业、国有

企业、省属企业和市属重点企业要带头落实，工业集聚区内的企

业要探索建立环保自律机制。 

（三）加大资金投入、拓宽资金渠道。建立政府、企业、社

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坚持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

参与的原则，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拓宽融资

渠道，落实项目建设资金，大力推进 PPP 项目建设。充分发挥

环保投资公司的平台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参与环

保产业和环境治理。发展绿色信贷，优化完善企业环境行为信用

评价体系。特别是落实县级及以下园区依托、自建的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和运行费用，确保建成的各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发挥

效益。 

（四）强化监督管理、加强信息公开。加强日常督察和执法

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全面从严的监管执法理念，坚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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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严、检查严、惩处严、督查严，加强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各级环保部门、建设部门和企业要及

时公开园区、企业污染物排放、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等信息，定

期公布任务进度和完成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对于不达标企业名

单向社会公告，按《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五）严格目标任务考核、推进计划实施。市政府与各县（区）

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级各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分解落实目

标任务并纳入年度考核。加强督查推进，建立季度报告制度，及

时跟踪调度项目进展情况，县级主管部门于每季度初 10 个工作

日内将上季度进展情况报送市级主管部门，对逾期未完成的建设

任务的区域，适时启用“区域限批”。 

 

附件：1. 全市范围内各类工业集聚区污水收集处理情况汇总表 

2. 连云港市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情况汇总表 

3.  2018-2020 重点污水收集处理工程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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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市范围内各类工业集聚区污水收集处理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工业区名称 园区企业及排水情况 

集中处

理类别 

集中处理设施

名称及规模 

日均处理

水量及排

放标准 

集中收集处理情况及存在

问题 
措施及建议 

园区级

别 

所在

行政

区域 

1 

连 云

港 经

济 技

术开 

开发区

中心区 

平 均 日 排 水 量

1400-2000 吨 

依托 

墟沟污水处理

厂，  4 万吨 /

天，一级 A 标

准 

3.6 万吨 /

天，一级A

标准 

目前污水厂处理能力能满

足区域处理要求。目前区域

污水管网基本覆盖，但排淡

河沿线发现部分雨水井水

质超标严重，开发区中心区

清污分流不完善，存在部分

污水通过雨水口排放情况 

加快雨污水管网排查，

完善区域雨污水管网，

确保污水全部接管处

理。开发区中心区与江

宁工业城建议自建1万

吨污水处理设施 

国家级

园 区

（规模

以上企

业 109

家） 

开 发

区 

出口加

工区 

平均日用水量 55 吨，

排水量 12 吨 

江宁工

业城 

平均日用水量

2000-4000 吨，排水量

1850-3670 

临港产

业区 

平均日排水量 760-840

吨 
自建 

同济水务临港

污水处理厂，

4.8 万吨/天 

0.9 万吨 /

天，一级A

标准 

进水量少 
加快管网建设，实现截

流管网覆盖范围 

大浦工

业区 

平均日排水量

3200-4300 吨 
依托 

恒隆水务大浦

工业区污水处

理厂， 4.8 万

吨/天 

4.1 万吨 /

天，一级A

标准 

工业区内基本实现管网全

覆盖，污水厂运行基本正

常，但大浦副河及区内部分

河流黑臭 

加强大浦副河及区内

各河流沿线管网排查

及污水截流；加快恒隆

水务扩建；对大浦闸附

近企业拆迁 

2 猴嘴工业园 

入驻企业 10 家，有 8

家停产拟拆迁，目前只

有 2 家企业生产，基本

不排放工业污水。 

无   

无集中处理设施。猴嘴街道

正在面临拆迁，停产的企业

正等拆迁。 

加快企业拆迁，完善区

域管网 

县级及

以下 

开 发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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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业区名称 园区企业及排水情况 

集中处

理类别 

集中处理设施

名称及规模 

日均处理

水量及排

放标准 

集中收集处理情况及存在

问题 
措施及建议 

园区级

别 

所在

行政

区域 

3 
连云港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园区内有规模以上企

业 18 家，区内废水含

生活污水排放量约2万

吨/天，工业用水量 0.56

万吨，工业排水量 0.55

万吨/天 

依托 

恒隆水务大浦

工业区污水处

理厂， 4.8 万

吨/天） 

4.1 万吨 /

天，一级A

标准 

工业区内基本实现管网全

覆盖，企业污水全部接管。

因恒隆水务接纳海宁大道

以北高新区范围内生活工

业污水，该污水厂目前已基

本满负荷，随着高新区发

展，处理能力难以满足区域

发展要求 

加快恒隆水务二期5万

吨/天扩建 

国家级

园区 

高 新

区 

4 
高新区云台产

业园 
3 家企业，水量少 自建 

云台产业园污

水处理站，200

吨/天 

150 吨/天 
产业园体量小，与云台农场

合用，基本正常运转 
 

县级及

以下 

高 新

区 

5 

徐圩新区（包

括 板 桥 工 业

园） 

规模以上企业 10 家，

徐圩园区企业平均日

用水量 9.58 万吨，排水

量 2.3 万吨/天、板桥工

业园现有企业40余家，

日均排水量 0.5 万吨 

自建 

徐圩污水处理厂

（3万吨/天）、东

港污水处理厂（5

万吨/天）、板桥

污 水 处 理 厂

（7500吨/天） 

东 港 2.3

万吨/天，

板桥 0.45

万吨/天；

一级 A 标

准 

满足园区污水处理要求，区

域污水管网基本全覆盖，但

徐圩污水处理厂因工艺简

单，目前停运拟进行升级改

造。板桥污水处理厂执行一

级 B 标准 

加快徐圩污水处理厂

改造进展；加快板桥污

水厂尾水排放口整治，

对污水厂进行提标改

造并适时扩建，出水达

一级 A 标准 

省级园

区 

徐 圩

新区 

6 
东辛农场场部

驻地 

入驻工业企业9家，另有

几家粮仓及1家医院。日

均用水量600吨，排水量

440吨，因部分企业停产

减产，目前实际排水量

50吨左右 

无   
企业污水自行处理外排，无

集中污水管网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或

考虑园区废水以食品

加工为主，结合东辛农

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要求，建设集中污水处

理设施及配套管网 

县级及

以下 

徐 圩

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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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业区名称 园区企业及排水情况 

集中处

理类别 

集中处理设施

名称及规模 

日均处理

水量及排

放标准 

集中收集处理情况及存在

问题 
措施及建议 

园区级

别 

所在

行政

区域 

7 
连云经济开发

区 

区内企业 30 多家，规模

以上企业 10 家，日常排

水量约2000吨/天 

依托 
墟沟污水处理

厂， 4 万吨/天 

3.6 万吨 /

天，一级A 

污水管网不完善，主管网不贯

通，部分企业污水未能接入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直接排入

北排淡河，造成北排淡河水质

严重污染并影响排淡河大板

跳闸水质。 

加快退二进三进程，完

善区内雨污水管网，对

部分污染严重企业进

行关闭搬迁。 

省级园

区 

连 云

区 

8 
海州经济开发

区 

规模以上企业 12 家，

主要涉水企业 15 家，

用水量 1300 吨/天，污

水量约 1040 吨/天 

依托 
城南污水处理

厂，2 万吨/天 

2.04 万吨/

天，一级A 

污水厂运行正常，但已满负

荷运转，区域污水管网不完

善，朐凤路等园区老旧道路

未覆盖的污水管网，区内大

量村庄居民生活污水未接

管，直接排入周边龙尾河、

西盐河等水体 

完善园区内雨污管网

建设，加快推进园区内

居民生活污水接管和

集中处理。加快城南污

水处理厂扩建 

省级园

区 

海 州

区 

9 新浦工业园 

有企业104家，规模以上

企业 23 家，日均用水量

0.35 万吨，排水量 0.2 万

吨 

自建 

浦南污水处理

厂，处理能力

0.5 万吨/天 

0.2 万吨 /

天，一级A 

污水厂投入运行，目前进水

量少每天只有2000吨左右，

运行不太正常，区域污水管

网不完善 

完善区域雨污水管网，

尽快完成新浦工业园

西区污水主管网项目 

市级园

区 

海 州

区 

10 宁海工贸园 
有 8 家左右企业，水量

小，排水量约 20 吨/天 
无   

未集中处理，园区管网不完

善，拟接入城南污水处理

厂，目前主管网尚未建设 

加快接入城南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县级及

以下 

海 州

区 

11 板浦工业园 
有 6 家企业，排水量约

100 吨/天 
无   

无集中处理设施，园区管网

不完善 

加快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及配套管网建设 

县级及

以下 

海 州

区 

12 
锦屏镇酒店工

业园 

有 20 家左右企业，水

量 200-500 吨/天 
无   

未实现污水集中处理，拟接入

锦屏镇污水处理厂（500吨/天）

处理，主网管未接通，污水管

网建设中，污水厂未运行 

加快园区雨污分流及

主管网建设，2018 年 6

月污水厂运行 

县级及

以下 

海 州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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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业区名称 园区企业及排水情况 

集中处

理类别 

集中处理设施

名称及规模 

日均处理

水量及排

放标准 

集中收集处理情况及存在

问题 
措施及建议 

园区级

别 

所在

行政

区域 

13 洪门工业园 
只有几家企业，水量

小，约 30 吨/天 
依托 浦南污处理厂 同上 

由新浦工业园管委会统一管

理，园区污水管接入浦南污处

理厂，泵站不能正常运行 

加强监管和维护，确保

泵站正常运转 

县级及

以下 

海 州

区 

14 
浦南镇太平工

业园 

为村级园区，排水量约

100 吨/天，目前企业全

部停产 

无   

无集中污水处理，村级园区，

目前企业全部停产，要求重新

按规划进行整合整治 

对园区进行整合，整治

或取缔，集中处理设施

建设前所有企业不得

生产 

县级及

以下 

海 州

区 

15 
赣榆经济开发

区 

企业总数 168 家，规模

以上企业 59 家，主要

排水企业 7 家，日用水

量 1.2 万吨，日排水量

1.16 万吨 

自建 

力洁污水处理

厂, 一期 2 万

吨/天，二期 2

万吨/天 

一期 0.85

万吨/天，

二 期 1.8

万吨/天，

一级 A 

污水厂运行正常，朱稽河南

岸片区污水管网不完善，部

分企业污水未集中处理。新

城污水处理厂拟异地选址

新建，进展缓慢，目前尚处

于前期。 

加快朱稽河南岸园区

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及

河流沿线污水截流，加

快新城污水厂新厂建

设进度 

省级园

区 

赣 榆

区 

16 
江苏省赣榆海

洋经济开发 

园区内企业 20 家，其

中规模以上企业15家，

日均用水量 400 吨，排

水量 160 吨/天 

依托 
力洁污水处理

厂 
 

区内污水管网不完善，有近

半约 10 家企业污水未实现

集中处理，自行处理排入外

环境 

加快园区内配套雨污

分流管网建设 

省级园

区 

赣 榆

区 

17 
赣榆海州湾生

物科技园区 

企业总数 22 家，规模

以上企业 16 家，平均

日用水量 1.37 万吨，排

水量 0.96 万吨 

自建 

通海污水处理

厂，处理能力 2

万吨/天 

1 万吨，一

级 A 

通海污水处理厂污水排口

被认定为非法排污口，要求

今年底前需要完成整治，出

水色度、COD、总氮等时有

超标 

加快尾水排口整治，年

底前完成 

市级园

区 

赣 榆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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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级

别 

所在

行政

区域 

18 
赣榆柘汪临港

产业区 

企业总数 26 家，规模

以上企业 17 家，平均

日用水量 1.5 万吨，排

水量 0.33 万吨 

自建 

云通水务有限

公司，处理能

力 2 万吨/天 

0.7 万 吨

（ 尾 水

90% 回 用

于镔钢），

一级 A 

污水厂运行正常，但总氮有

时超标，基本实现管网全覆

盖，区内企业污水全部接

管，能力满足区内企业处理

要求 

加强监管，确保达标排

放，继续实施污水厂技

术改造 

市级园

区 

赣 榆

区 

19 
赣榆金山镇镇

区工业园区 

有 14 家企业 ，重点涉

水企业 5 家，日均用水

量 0.5 万吨，排水量

0.46 万吨。目前仅 2 家

海藻公司生产 2/3 产

能，污水量 0.3 万吨。 

自建 

金山污水处理

厂，处理能力

1.5 万吨/天 

0.3 万吨 /

天，二级 

区域污水管网基本覆盖，但

污水厂设备老旧，处理能力

不足，实际日处理能力约

0.3 万吨，污水处理厂运行

不正常，污水执行二级标

准，需加快提标改造。 

加快污水提标改造，加

快建设1万吨污水处理

厂扩建项目 

市级园

区 

赣 榆

区 

20 
墩尚工业集聚

区 

入住企业少，不正常，

基本不排生产废水 
无   

未实现集中处理，拟依托洁

达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城镇

污水处理厂，主管网不通，

污水厂未正常运转 

加快主管网建设，确保

污水能接入并正常运

转 

县级及

以下 

赣 榆

区 

21 
沙河工业集聚

区 

入住企业少，不正常，

只有少量生活污水 
无   

未实现集中处理，拟依托沙

河镇污水处理厂，主管网不

通，污水厂未正常运转 

加快主管网建设，确保

污水能接入并正常运

转 

县级及

以下 

赣 榆

区 

22 
青口工业集聚
区 

企业多停产倒毕，涉水

企业少，主要生活污

水，水量小 

依托 

老刘河污水处

理站，1000 吨/

日，一级 A 

 

依托老刘河污分步式污水

处理站，园区雨污分流管网

不完善  

加快园区雨污水管网

建设，加强监管，确保

污水站正常运转 

县级及

以下 

赣 榆

区 

23 
班庄工业集聚
区 

塑料加工集聚区，塑料

加工废水 
自建 

园区废水处理

站 2000 吨/日 
600 吨/日 

企业自建废水处理设施，各

生产线租户废水由其集中

处理，能基本满足要求 

加强监管，确保污水厂

正常运转 

县级及

以下 

赣 榆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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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24 
城头工业集聚
区工 

塑料加工集聚区，塑料

加工废水 
自建 

园区废水处理

站 2000 吨/日 
600 吨/日 

企业自建废水处理设施，各

生产线租户废水由其集中

处理，能基本满足要求 

加强监管，确保污水厂

正常运转 

县级及

以下 

赣 榆

区 

25 
城西工业集聚

区 

企业少，企业多停产倒

闭，生产不正常，水量

少 

无   

未实现集中处理，拟依托城

西 500 吨/日城镇污水处理

厂，主管网不通，污水厂未

正运行。 

加快园区分流管网及

主管网建设，确保污水

能接入并正常运转 

县级及

以下 

赣 榆

区 

26 
东海经济开发

区（西区） 

西区有企业 27 家，规

模以上企业 20 家，用

水量 0.43 万吨，日常排

水量 0.1 万吨 

依托 
西湖污水处理

厂， 2 万吨/天 

西湖 1.96

万吨/天，

一级 A 

西区污水管网基本覆盖，目

前运行正常，污水厂基本满

负荷运转 

加快城东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1 万吨/天）

建设进度。 

省级园

区 

东 海

县 

27 
东海山左口工

业集中区 

只有几家企业，水量

1000 吨/左右 
自建 

山左口乡污水

处理厂，现有

处理规模为0.5

万吨/天 

0.39 万吨/

天，一级 B 

污水厂建成运行，区域污水

管网建设不健全，尾水不能

稳定达标排放。 

完善管网建设，加强监

管 

市级园

区 

东 海

县 

28 

江苏东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

区 

有企业 140 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 42 家，平

均用水量 0.64 万吨，日

常排水量 0.4 万吨 

依托 

西湖污水处理

厂，处理能力 2

万吨/天 

西湖 1.96

万吨/天，

一级 A 

西区污水管网基本覆盖，污

水厂目前运行正常，但已近

满负荷 

扩建污水厂，加快城东

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1 万吨/天）建设进

度。建议自建污水处理

设施。 

县级及

以下 

东海

县 

29 
东海经济开发

区（东区） 

企业 220 家，规模以上

企业 48 家，日均排水

量约 200 吨 

依托 

城东污水处理

厂，设计处理

能力 1 万吨/天 

0.83 万吨/

天，一级A 

城东污水厂运行基本正常，

但配套的污水管网不健全，

园区管网未全覆盖，有近半

企业污水未接管处理 

完善园区清污分流管

网，拟建设经济开发区

东区污水处理厂（1.5

万吨/天） 

县级及

以下 

东海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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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黄川镇工业集

中区 

有 4 家企业，规模以上

企业 1 家，涉水企业数

量少 

无   无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加快集中污水处理设

施及配套管网建设 

县级及

以下 

东海

县 

31 
白塔埠镇工业

集中区 

有 35 家企业，规模以

上企业 21 家，有涉水

企业 6 家，日用水量 50

吨，排水量约 30 吨 

依托 

东海县白塔埠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0.15 万吨

/天 

0.04 万吨/

天，一级 B 
 加强监管 

县级及

以下 

东海

县 

32 
房山镇工业集

中区 

有 31 家企业，规模以

上 23 家 
无   无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加快管网建设及配套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县级及

以下 

东海

县 

33 
桃林镇工业集

中区 

园区主导行业车轮生

产，日均排水量 25 吨 
无   无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加快管网建设及配套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县级及

以下 

东海

县 

34 
平明镇盛平中

小企业园 

有 44 家企业，规模以

上企业 35 家日，均用

水量 0.21 万吨，排水量

0.19 万吨 

无   

无集中处理设施，拟接平明

镇污水处理厂，接入污水管

网的管道正在建设中 

加快接入主管网建设 
县级及

以下 

东海

县 

35 
青湖镇工业集

中区 

有 12 家企业，规模以

上企业 12 家，服装加

工业为主涉水企业茉

织华，日用水量 32 吨，

排水量 15 吨 

依托 

青湖镇污水处

理，0.15 万吨/

天 

0.012 万

吨/天，一

级 B 

 
加强监管，确保污水厂

正常运转 

县级及

以下 

东海

县 

36 
石湖乡中小企

业园 

总建筑面积43200平方

米，拥有8栋标准厂房，

基本处于招商阶段 

无   未实现污水集中处理 

加快园区雨污水管网

及配套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建设 

县级及

以下 

东海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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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灌云经济开发

区 

规模以上企业 21 家，

主要涉水企业 28 家，

平均用水量 2000 吨/

天，污水量 1600 吨/天 

依托 

南风污水处理

厂，一期为 1.5

万吨/天，已停

运，二期为 2.5

万吨/天 

2.13 万吨/

天，一级A 

污水厂正常运行，负荷较

高，开发区内污水管网基本

覆盖，但尚不完善，存在部

分清污管网乱接，部分企业

污水未集中处理情况 

加强管网排查，完善园

区清污分流管网，加快

园区自建污水处理设

施（1 万吨/天）进度，

出水达到一级 A 

省级园

区 

灌云

县 

38 
灌云临港产业

区 

企业数 143 家，规模以

上企业 128 家，主要涉

水企业 86 家，平均日

用水量 0.87 万吨，排水

量 0.66 万吨 

自建 

连云港胜海污

水处理厂（提

升改造后总能

力 2 万吨/天） 

0.66 万吨/

天，综排

二级 

污水厂已运行，能力满足现

有企业处理要求，园区雨污

分流管网已全覆盖，污水通

过明管接入污水处理厂，但

部分企业存在通过暗管偷

排情况，污水处理厂尾水不

能稳定达标，有时存在超标

情况。排放标准偏低 

加大园区关停整合力

度，提高园区企业预处

理污水接管标准，对园

区污水厂进行提标改

造，出水达到一级 A 

市级园

区 

灌云

县 

39 
伊山镇灌云城

北科技园 

入驻企业 9 家，日用水

量 120 吨，排水量 200

吨 

依托 
南风污水处理

厂,2.5 万吨/天 

2.13 万吨/

天，一级A 

园区雨污分流管网不完善，

污水接入南风污水厂处理 

加快园区雨污分流管

网建设 

县级及

以下 

灌云

县 

40 
灌云县北部新

城（下车镇） 

入驻企业 3 家，日用水

量、排水量 18 吨 
无   

未实现集中处理，拟依托下

车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接入

管网没有建成，企业所有污

水无法进入到污水处理厂，

下车镇污水厂执行一级 B

标准且未运行 

加快园区雨污分流管

网建设，加快下车镇污

水处理厂投运并进行

升级改造，达到一级 A

标准 

县级及

以下 

灌云

县 

41 
南岗乡工业园

区 

入驻企业 2 家，日用水

量 3 吨，排水量 1 吨 
无   

2 家企业污水直排；园区无

收集处理设施 

加快园区雨污水管网

及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建设并进行升级改造，

达到一级 A 标准 

县级及

以下 

灌云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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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杨集工业集中

区 

入驻企业 7 家，日用水

量 100 吨，排水量 80

吨 

无   

目前园区污水未实现集中

处理，已建管网二十余公

里，拟接入杨集镇污水处理

厂，接入主管网在建，污水

厂执行一级 B 标准且未运

行 

加快园区接入管网建

设，加快杨集污水处理

厂投运并进行升级改

造，达到一级 A 标准 

县级及

以下 

灌云

县 

43 
同兴马沟工业

集中区 

入驻企业 5 家，日用水

量 10 吨，排水量 5 吨 
无   

未实现集中处理，拟接入同

兴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目前

配套管网不完善，污水厂执

行一级 B 标准且未运行 

加快园区接入管网建

设，加快污水处理厂投

运并进行升级改造，达

到一级 A 标准 

县级及

以下 

灌云

县 

44 
小伊工业集中

区 

入驻企业 3 家，日用水

量 2 吨，排水量 1 吨 
无   

未实现集中处理，拟依托小

伊乡后场污水处理厂，目前

园区管网到位，但暂未与污

水处理厂接通，污水厂执行

一级 B 标准 

加快园区接入管网建

设，加快污水处理厂投

运并进行升级改造，达

到一级 A 标准 

县级及

以下 

灌云

县 

45 
龙苴镇工业集

中区 

入驻企业 1 家，日用水

量、排水量约 0.05 万吨 
依托 

龙苴镇污水处

理厂，0.2 万吨 
0，一级 B 

依托龙苴镇污水处理厂，污

水厂运行不正常，执行一级

B 标准 

加快污水处理厂投运

并进行升级改造，达到

一级 A 标准 

县级及

以下 

灌云

县 

46 
连云港化工产

业园区 

规模以上企业 79 家，

平均排水量 1.1 万吨/

天 

自建 

连云港中新污

水处理有限公

司，总 2.25 万

吨/天 

1.1 万吨 /

天，化工

标准一级 

区内按雨污分流建设雨污

水管网，污水采用明管输

送，污水管网全覆盖，污水

处理能力能满足园区企业

处理要求。排放标准偏低 

提高园区接管标准，加

强园区分质预处理设

施建设，对园区污水设

施进行提标改造，提高

出水标准，达一级 A 

省级园

区 

灌南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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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业区名称 园区企业及排水情况 

集中处

理类别 

集中处理设施

名称及规模 

日均处理

水量及排

放标准 

集中收集处理情况及存在

问题 
措施及建议 

园区级

别 

所在

行政

区域 

47 

灌南经济开发

区（含城东工

业集中区） 

有企业 100 家，规模以

上企业 41 家，日均用

水量 0.4 万吨，排水量

0.35 万吨 

依托 

城东污水处理

厂（处理能力

1.5 万吨/天）、

灌南海西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

（2.0 万 t/d） 

城东 1.3，

海西 1.4，

一级 A 

两个污水厂运行基本正常，

区域污水管网不完善，部分

企业污水未接管和集中处

理。开发区污水复杂，依托

城市污水处理厂不合适，自

建 

完善管网；建议设开发

区自建工业污水处理

厂（1 万吨/天），出水

达一级 A 标准 

市级园

区 
 

48 

灌南沿海产业

中 小 企 业 园

（田楼） 

有规模以上企业 3 家，

日常用水量排水量约 3

吨/天 

无   
未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就近

排放沟渠。 

加快园区雨污水管网

及配套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建设。 

灌南沿

海产业

中小企

业园

（田

楼） 

灌南

县 

49 
百碌镇工业集

中区 

有企业 7 家，日用水量

约60吨，排水量约5-10

吨 

无   
未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就近

排放沟渠。 

加快园区雨污水管网

及配套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建设。 

百碌镇

工业集

中区 

灌南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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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连云港市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情况汇总表 

 

县（市、

区） 

畜禽规模养殖场数量（个） 
通过治理检查认定的畜禽规模养殖场数

量（个） 

已通过治理检查认定的养殖场存栏量（头、

只、羽） 

治理率

（%） 

未治理

养殖场

数量

（个） 

生猪 
奶

牛 

肉

牛 

肉

禽 

蛋

禽 
合计 生猪 

奶

牛 

肉

牛 

肉

禽 
蛋禽 合计 生猪 奶牛 

肉

牛 
肉禽 蛋禽     

东海县 756 1 11 177 69 1014 558 0 3 81 30 672 348138 0 694 923900 805400 66.3  342 

灌云县 224 2 1 4 22 253 163 2 0 1 9 175 177663 668 0 100000 164500 69.2  78 

灌南县 373 0 0 0 18 391 297 0 0 0 11 308 86833 0 0 0 206500 78.8  83 

赣榆区 205 1 1 91 51 349 181 1 1 51 36 270 95621 490 100 1142400 707000 77.4  79 

海州区 20 2 0 4 8 34 13 2 0 3 5 23 5000 750 0 120000 58000 67.6  11 

徐圩新区 19 6 1 2 0 28 0 2 0 0 0 2 0 5500 0 0 0 7.1  26 

高新区 0 0 0 0 2 2 0 0 0 0 2 2 0 0 0 0 25000 100.0  0 

合计 1597 12 14 278 170 2071 1212 7 4 136 93 1452 713255 7408 794 2286300 1966400 70.1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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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2020 重点污水收集处理工程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责任单位 建设时间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进展情

况 

项目估算
总 投 资
（万元） 

一 

集中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及提标改造项
目 

      

1 
大浦工业区污水处
理厂扩建工程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8-2020 
扩建恒隆水务污水处理设施，增加设计处理能力 2.6 万
吨/日，出水执行一级 A 标准。 

前期 6000 

2 
开发区中心区污水
处理厂建设工程 

开发区中心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7-2019 

在开发区中心区建设 1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厂一座，
处理开发区中心区及邻近的江宁工业城、出口加工区
污水，出水执行一级 A 标准。 

未启动 3000 

3* 
徐圩污水处理厂升
级转型改造工程 

徐圩新区 徐圩新区 
待条件具备
后升级改造 

技改内容调整成针对 PTA 废水单组系统改造，规模为
1.5 万吨/日，尾水执行一级 A 标准。 

前期 5800 

4* 
东辛农场农村生活
污水控制工程 

徐圩新区东辛
农场 

徐圩新区管
委会 

2017-2019.6 

东辛农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污水管网建
设，同时接管驻地工业企业废水，尾水执行一级 A 标
准。2018 年底前主体工程完成，2019 年 6 月建成投运。 

前期 5000 

5* 
城南污水处理厂二
期工程 

海州开发区 
市城建集团，
市建设局 

2018-2019 
扩建治理设施，新增污水处理量约 2 万吨/日，出水执
行一级 A 标准。 

前期 18600 

6 
宁海工贸园污水接

管工程 

海州区宁海街
道 

海州区政府 2018.12 
加快接入城南污水处理厂主管网、泵站建设，2018 年

年底前建成。 
在建 500 

7 
板浦工业园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项目 
海州区板浦镇 海州区政府 2018-2019.6 

自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实现污水集

中处理，出水执行一级 A 标准，2018 年底前完成主体

工程，2019 年 6 月建成投运。 

未启动 2000 

8 
锦屏镇酒店工业园

污水接管工程 
海州区锦屏镇 海州区政府 2018.12 

加快园区雨污分流及主管网、泵站建设，2018 年底前

实现污水集中处理。 
在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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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责任单位 建设时间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进展情

况 

项目估算
总 投 资
（万元） 

9 
浦南镇太平工业园

综合整治 
海州区浦南镇 海州区政府 2018-2020 

对太平工业园按区域规划要求进行整合，实施园区整

治或取缔，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前园区涉水企业全

部停产。 

在建 2000 

10* 
新城污水处理厂新
建项目 

赣榆区 赣榆区政府 2018-2019.6 

近期建设规模 6.5 万吨/日，配套建设污水管网及泵站
等，出水达到一级 A 标准，建成后拆除老新城及力洁
一期污水厂。2018 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19 年
6 月底前建成投运。 

前期 29000 

11 

金山镇金源水务有
限公司提标改造工
程 

赣榆区金山镇 赣榆区政府 2018-2019 

对原有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1 万吨/日）进行提标改
造 ， 排 放 标 准 由 GB8978-1996 一 级 提 高 到
GB18918-2002 的一级 A。同时完善镇区污水管网
5KM。 

前期 3980 

12 
化工废水治理及中
水回用工程 

赣榆区海头镇 赣榆区政府 2018 

完成江苏金茂源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废水减排再提
标及中水回用工程。建设 20000 吨/日高浓度有机污水
提标改造工程和中水回用系统。 

在建 4000 

13 
赣榆柘汪临港产业

区升级改造 
赣榆区柘汪镇 赣榆区政府 2018-2019 

继续对园区的云通水务有限公司现有 2 万吨/天污水处

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提高脱氮能力，确保尾水稳定

达一级 A 要求。 

在建 300 

14 
墩尚工业集聚区污

水接管工程 
赣榆区墩尚镇 赣榆区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墩尚污水处理厂
主管网、泵站建设，2018 年度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
集中处理。 

未启动 200 

15 
沙河工业集聚区污

水接管工程 
赣榆区沙河镇 赣榆区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沙河城镇污水
处理厂主管网、泵站建设，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
区污水集中处理。 

未启动 200 

16 
城西工业集聚区污

水接管工程 
赣榆区城西镇 赣榆区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城西镇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
中处理。 

未启动 300 

17* 
东海城东污水处理
厂二期工程 

东海县城 东海县政府 2017-2018 规模 1 万吨/日，排放标准一级 A，2018 年建成投运。 前期 2100 

18 

东海经济开发区东

区污水处理厂建设

项目 

东海县城 东海县政府 2018 建设 1.5 万吨/日处理规模，出水达一级 A 标准。 
在建（设备
安装）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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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责任单位 建设时间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进展情

况 

项目估算
总 投 资
（万元） 

19 

东海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项目 

东海牛山街道 东海县政府 2018-2019.6 
规模 1 万吨/日，排放标准一级 A，2018 年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2019 年 6 月运行。 

未启动 4000 

20 

东海县循环经济产

业园污水处理厂项

目 

东海县 东海县政府 2018.12 1000 吨/天，出水达到一级 A。 前期 4000 

21 
黄川镇工业集中区
污水接管工程 

东海县黄川镇 东海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黄川镇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
中处理。 

未启动 200 

22 
房山镇工业集中区

污水接管工程 
东海县房山镇 东海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房山镇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
中处理。 

未启动 200 

23 
桃林镇工业集中区

污水接管工程 
东海县桃林镇 东海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桃林镇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
中处理。 

未启动 200 

24 
平明镇盛平中小企

业园污水接管工程 
东海县平明镇 东海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平明镇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
中处理。 

未启动 200 

25 
石湖乡中小企业园

区污水管网项目 
东海县石湖乡 东海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石湖乡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在石湖乡中小企业园区内牛桃路沿
线及 323 省道附近，敷设污水管网，采用 dn200HDPE

管。项目敷设污水管网总长 3405m 2018 年底前建成，
实现园区污水集中处理。 

前期 216 

26* 

东海县乡镇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及管
网完善工程 

东海县 东海县政府 2018 
对 17 个执行一级B 标准的现有各乡镇污水处理厂进行
提标改造，确保出水稳定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未启动 2000 

27 
灌云经济开发区污
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灌云县城 灌云县政府 2018.12 
新建 1 万吨/日处理能力，尾水执行一级 A 标准，2018

年建成投运。 
在建 6998 

28 
胜海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 

灌云县燕尾港 灌云县政府 2018-2020 
对胜海污水处理厂现有 2 万吨处理设施进行提标改造，
加强污水分质处理，提高出水标准，达一级 A。 

未启动 10000 

29* 
南风污水处理厂三
期建设 

灌云县城 灌云县政府 2018.12 
三期 2.5 万吨污水处理厂一座，尾水执行一级 A 标准，
2018 年建成投运。 

在建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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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责任单位 建设时间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进展情

况 

项目估算
总 投 资
（万元） 

30 
南岗乡工业园区污
水接管工程 

灌云县南岗乡 灌云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南岗乡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
中处理。 

在建 200 

31 
杨集工业集中区污
水接管工程 

灌云县杨集镇 灌云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杨集镇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
中处理。 

在建 300 

32 
同兴马沟工业集中
区污水接管工程 

灌云县同兴镇 灌云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同兴镇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
中处理。 

在建 200 

33 
小伊工业集中区污
水接管工程 

灌云县小伊乡 灌云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小伊乡污水处理厂
主管网建设， 2018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中处理。 

在建 50 

34* 

灌云县乡镇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及管
网完善工程 

灌云县 灌云县政府 2018.12 
对 10 个执行一级B 标准的现有各乡镇污水处理厂进行
提标改造，确保出水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未启动 1250 

35 
灌南经济开发区污
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灌南县城 灌南县政府 2018-2019.6 

针对灌南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水质，建设 1 万吨/天工
业污水厂一座，尾水达到一级 A 标准。2018 年完成主
体工程建设，2019 年建成投运。 

未启动 5000 

36 
连云港中新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 

灌南县堆沟港 灌南县政府 2018-2020 
对中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现有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全面
提升改造，提高污水接管标准，出水达到一级 A 标准。 

在建 10000 

37 

灌南沿海产业中小

企业园（田楼）污水

接管工程 

灌南县田楼 灌南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田楼镇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
中处理，尾水达到一级 A 标准。 

在建 200 

38 
百碌镇工业集中区

污水接管工程 
灌南县百碌镇 灌南县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百碌镇污水处
理厂主管网建设， 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污水集
中处理，尾水达到一级 A 标准。 

在建 200 

39 
墟沟市政排口污水
处理工程 

连云区墟沟街
道 

连云区政府 2018.9 
对墟沟市政污水排口收集的废水进行处理，建设分散
式污水处理站，规模 1000 吨/天。 

在建 400 

40 
板桥污水处理厂提
标扩建项目 

连云区板桥工
业园 

连云区政府 2018-2020 

对板桥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并扩建，处理能力由
目前 7500 吨/天扩至 2.45 万吨/天，出水达到一级 A 标
准。 

未启动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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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责任单位 建设时间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进展情

况 

项目估算
总 投 资
（万元） 

41 
连云港徐圩新区再
生水厂一期工程 

徐圩新区 徐圩新区 2018-2020 

工程采用“超滤—反渗透—回用水池”的处理流程，项目
实施后可减少徐圩新区新鲜水取用量，同时进一步改
善东港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使排向自然水体的水质
优于一级 A 标准。建设内容为尾水 1 万吨/天（一期工
程 3000 吨/天），循环冷却水排水 3 万吨/天。 

前期 88994 

42 

东港污水处理厂尾
水人工生态湿地净
化工程 

徐圩新区 徐圩新区 2018-2020 

湿地设计处理达标尾水 2025 年为 4.5 万 m
3
/d，2030 年

为 6.0 万 m
3
/d。为防止超标尾水进入河道，分别在复堆

河（陬山路南侧）、南复堆河（港前大道西侧）和南
复堆河（港前大道东侧入海口）各新建一座临时节制
闸。本工程主要接纳东港污水厂处理达到一级 A 的废
水，经本工程净化后再进行深海排放。 

前期 13000 

二 园区污水管网建设       

1 

排淡河沿线（开发区

段）雨污管网排查及

整治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8 

对猴嘴及以下段排淡河沿线、开发区中心区、出口加
工区、江宁工业城的雨污管网进行排查修缮，整治雨
污混接及暗管情况，对沿线污水排口进行截流，确保
污水管网通畅污水能集中处理。 

在建 200 

2 
大浦副河沿线雨污
管网排查及整治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8 

对大浦副河（开发区段）沿线、大浦工业区内雨污管
网进行排查修缮，整治雨污混接及暗管情况，对沿线
污水排口进行截流，确保污水管网通畅污水能集中处
理。 

在建 100 

3 
310 及二农片区污水
截流整治工程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8-2019 

新建 DN400 管道 520 米，分别接入南环路、大浦路污
水管；同时疏通排水沟渠，对大浦闸附近企业进行清
理整治，拆除。 

在建 195 

4 

33 号污水泵站检修
改造及污水管网贯
通工程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8 设备检修，上游管线疏通、完善。 在建 50 

5 
33 号泵站改建及上
游管道贯通工程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8-2019 
新光路与东方大道管道连接，DN400 管道，长 120 米；
33 号泵站外线管道，对接 DN630 管道，长 90 米。 

在建 135 

6 

猴嘴街道雨污分流
及收集管网建设工
程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6-2020 

结合旧城改造、创卫工程、低洼片区改造等项目改造
猴嘴镇区、猴嘴工业区管网，建设雨污管网 10km（包
括入户管网、收集支管和收集干管）污水，泵站 2 座。 

在建 800 

7 
新建道路配套污水
管网建设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8-2019 配套污水管道总长 2 公里。 在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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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区排水管网疏通、
完善、维护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8-2019 
排查、清掏、疏通、对接完善、截污纳管、封堵不规
范排口等。 

在建 330 

9 
污水管道 CCTV 检
测维护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8-2019 机器人管线排查，长度 50 公里。 在建 150 

10 
临港东片区污水管
网疏通完善工程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8-2019 全线贯通管道，片区企业污水改管接入。 在建 100 

11 
片区企业雨污分流
接管工程 

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
会 

2017-2018.1

2 

2017 年 12 月前完成设置检测井、接管；2018 年 12 月
前完成片区企业全部覆盖。 

在建 100 

12 雨污分流改造 高新区  
高新区管委
会、市建设局 

2017-2018 
对南城及花果山街道外所有居住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
进行排查，完善雨污分流。 

在建 2000 

13 
大浦副河管网完善
工程 

高新区 
高新区管委
会 

2017-2018 

建设经二路、猴嘴七路以及港城大道污水管线，建设
24#泵站，完善区域内污水管网。对大浦副河（高新区
段）沿线雨污管网进行排查修缮，整治雨污混接及暗
管情况，对沿线污水排口进行截流，确保污水管网通
畅污水能集中处理。 

在建 740 

14 雨污分流改造 连云开发区 连云区政府 2018-2019 
排查工业区各企业污水排放点，将污水完全接入市政
污水管网。 

在建 300 

15 

排淡河周边市政污
水管道完善以及排
污口截流工程 

连云区 连云区政府 2017-2018.6 

铺设 D300-D500 污水管道 3.5 公里，建设排口截流设
施，对连云开发区污水截流管网进行排查疏通，确保
污水截流处理。 

在建 300 

16 

排淡河沿线（连云区

段）雨污管网排查及

整治 

连云区 连云区政府 2018 

对排淡河连云段沿线、小排淡河沿线特别是连云开发
区境内的雨污管网进行排查修缮，整治雨污混接及暗
管情况，对沿线污水排口进行截流，确保污水管网通
畅污水能集中处理。 

在建 200 

17 

226 省道新光路连云
区段（云山街道）污
水管道完善工程 

连云区 连云区政府 2017~2018 
新建 D400-D800 污水管道 2.3 公里，疏通现状管道 3.0

公里。 
在建 220 

18 
新光路 44 号污水泵
站新建工程 

连云区 连云区政府 2018-2019 完成 1.3 万 m³/天污水提升泵站新建一座。 在建 400 

19 
海州开发区村庄污
水管网建设工程 

海州开发区 海州区政府 2018 
实施许庄、范庄、黑风口等村庄污水管网建设工程，
完成与主管网连接运行。 

在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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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海州工业园经二路、
支三路污水管网建
设 

海州区 海州区政府 2018 
新增经二路、支三路约 1.0 公里污水管网铺设、污水井
安装。 

在建 300 

21 

迎宾大道沿线主、支
线管网配套完善（宁
海工业园段） 

海州开发区 海州区政府 
2017-2018.1

2 

实施海州开发区烧香河南片，迎宾大道沿线主、支线
约 5KM污水管网配套，完成园区所有企业污水全收集，
接入城南污水处理厂。 

在建（迎宾
大道 3 公里
主管完成

80%，宁海
段前期） 

2000 

22 
迎宾大道西延二期
配套管网 

海州区 海州区政府 2018-2019 年 新建道路雨污水管网 3.3 公里。 在建 300 

23 
新浦工业园西区污

水主管网项目 

海州新浦工业

园 
海州区政府 2017-2018 

新建完善西区污水管管网，企业污水全部接管，收集
进入浦南污水处理厂。 

在建 3000 

24 

海州区镇街工业集
聚区水环境建设项
目 

海州区浦南镇、
锦屏镇 

板浦镇 

海州区政府 2018-2019 

浦南镇（太平工业园）、锦屏镇（酒店工业园）、板浦
镇（板浦工业园）等工业集聚区加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
配套，推进污水收集处理，加强环境违法查处力度。 

在建 2000 

25 雨污分流改造 海州开发区 海州区政府 2018-2020 排查园区内企事业单位污水情况，接入污水管网。 在建 200 

26 
赣榆经济开发区南

片区管网完善工程 
赣榆县城 赣榆区 2018.12 

新建完善开发区特别是南片区污水管管网，企业污水

全部接管。 
在建 1000 

27 

江苏省赣榆海洋经

济开发管网完善工

程 

赣榆县城 赣榆区 2018.12 
新建、完善开发区特别是南片区雨、污水管网，企业

污水全部接管。 
在建 1000 

28 
通海污水处理厂尾
水排放口整治 

赣榆区海头镇 赣榆区政府 2018.12 

通海污水处理厂污水排口被环保部认定为非法排污
口，拟将通海污水厂尾水通过接入拟新建新城污水处
理厂尾水排放通道一并排放。2018 年底前完成整治。 

前期 200 

29 
青口工业集聚区污
水管网建设项目 

赣榆区青口镇 赣榆区政府 2018.12 

加快工业集聚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接入老牛河分步式
污水处理站主管网建设，在青口工业集聚区内新建铺
设污水收集管网 3 公里。2018 年底前建成，实现园区
污水集中处理。 

未启动 300 

30 
金山镇南部工业园
区污水管网工程 

金山镇 赣榆区政府 2017-2020 
对金山镇南部工业园区排污企业进行管网全覆盖，提
高园区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收集率。 

在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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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东海经济开发区（东
区）管网完善工程 

东海县 东海县政府 2018.12 
加快开发区东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及泵站建设，2018 年
底前建成，实现园区管网全覆盖及所有污水集中处理。 

在建 1000 

32 
东海山左口工业集
中区 

东海县山左口
乡 

东海县政府 2018.12 
2018 年底前完善园区内雨污分流管网建设，确保工业
区内污水全部集中处理。 

未启动 100 

33 
灌云经济开发区管
网完善工程 

灌云县城 灌云县政府 2018.12 
2018 年底前完成园区管网排查及园区内雨污分流管网
建设，确保工业区内污水全部纳管集中处理。 

在建 500 

34 
化工园区污水管网
建设 

灌云县 灌云县政府 2018-2019 10 公里管网建设项目 前期 3200 

35 
伊山镇灌云城北科
技园管网完善工程 

灌云县城 灌云县政府 2018.12 
2018 年底前完成园区管网排查及园区内雨污分流管网
建设，确保工业区内污水全部纳管集中处理。 

在建 400 

36 
南风污水处理厂尾
水泵站改造工程 

灌云县 灌云县政府 2018-2019 尾水泵站升级改造 前期 50 

37 
经济开发区管网项
目 

灌南县 灌南县政府 2018-2019 完善灌南经济开发区管网建设 

在建（管廊
土建基本结

束） 

1000 

38 
农业园区污水管网
建设项目 

灌南县 灌南县政府 2018-2019 
建设 DN200 主管道 6000m，DN150 次管道 2800m，检
查井 220 座。 

在建 566 

39 
徐圩新区地下综合
管廊一期工程 

徐圩新区 
徐圩新区管
委会 

2018-2019 年 

全长约 15.3 公里，（江苏大道东西两侧约 8.4km，环
保二路南约 1.3km，西安路东侧综合管廊约 3.0km，方
洋路北约 2.6km，）含土建、安装、智能化、控制中心 

在建（已完
成主体结构
5.2 公里） 

194000 

40 
精细化工园区公共
管廊二期工程 

徐圩新区 
徐圩新区管
委会 

2018-2019 年 

全长 7.4 公里，有虹洋热电北门沿内部消防环路，跨
228 国道至石化九路、石化三道至德邦化工、万博丰、
鹏程新材料。 

前期 21000 

41 
连云港徐圩新区达
标尾水排海工程 

徐圩新区 徐圩新区 2018-2020 

工程主要由提升泵站、陆域管道、海域管道和扩散器
等四个部分组成，提升泵站设计规模为 11.83 万立方/

天，排海管道总长约 20.63 公里，管道直径为 1.4 米，
其中陆域排海管道长约 3.87 公里，海域管道长约 16.76

公里。 

前期（海洋
环评获批） 

126800 

42 
板桥污水处理厂排
口整治 

连云区 连云区政府 2018.12 
按要求对板桥污水处理厂设置不合理排口进行整治，
尾水从大板跳闸下入海并满足排海要求。 

前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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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涉氟酸洗石英砂企
业综合整治 

安峰镇、房山
镇、平明镇、张
湾乡 

东海县环保
局、安监局、
公安局、规划
局、国土局 

2017-2018 

1、完成安峰镇、房山镇、平明镇、张湾乡存在环境违
法违规问题的石英类企业整治，加强含氟废水处理。2、
加强酸洗石英砂集中区规范化建设。酸洗石英砂企业
一律进入规划的酸洗石英砂集中区。在房山开展酸洗
石英砂集中区建设工程，打造一批规划合理、管控得
当、环保高效的酸洗石英砂集中区，分别在安房山镇
林疃东区、林疃西区、芝麻村等地方建设酸洗石英砂
集中区。 

日常（常态
化工作） 

5500 

三 
畜禽养殖和面源治
理 

      

1 
东海县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污染治理 

东海县境内 
东海县政府，
市农委 

2018.4-2020 

对没完成治理任务的 342 个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治理，

确保全县所有养殖场（现口径 1014 个）2019 年治量率

达 90%以上，2020 年底前全部完成治理任务 

在建 17100 

2 
灌云县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污染治理 

灌云县境内 
灌云县政府，
市农委 

2018.4-2020 

对没完成治理任务的 78 个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治理，

确保全县所有 253 个养殖场 2019 年治量率达 90%以

上，2020 年底前全部完成治理任务 

在建 3900 

3 
灌南县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污染治理 

灌南县境内 
灌南县政府，
市农委 

2018.4-2020 

对没完成治理任务的 83 个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治理，

确保全县所有养殖场（现口径 391 个）2019 年治量率

达 90%以上，2020 年底前全部完成治理任务 

在建 4150 

4 
赣榆区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污染治理 

赣榆区境内 
赣榆区政府，
市农委 

2018.4-2020 

对没完成治理任务的 79 个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治理，

确保全县所有养殖场（现口径 349 个）2019 年治量率

达 90%以上，2020 年底前全部完成治理任务 

在建 3950 

5 
海州区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污染治理 

海州区境内 
海州区政府，
市农委 

2018.4-2020 

对没完成治理任务的 11 个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治理，

确保全县所有养殖场（现口径 34 个）2019 年治量率达

90%以上，2020 年底前全部完成治理任务 

在建 550 

6 
徐圩新区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污染治理 

徐圩新区境内 
徐圩新区管
委会，市农委 

2018.4-2020 

对没完成治理任务的 26 个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治理，
确保全县所有养殖场（现口径 28 个）2019 年治量率达
90%以上，2020 年底前全部完成治理任务 

在建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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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面源氮磷流失生态

拦截沟渠塘工程 
全市境内 

东海、灌云、
灌南县、赣
榆、海州区政
府，市农委、
水利 

2018-2020 

实施面源氮磷流失生态拦截沟渠塘工程示范区建设，

采用生态田埂技术、生态沟渠技术、旱地系统生态隔

离带技术、生态型湿地处理技术以及农区自然塘池缓

冲与截留技术对径流进行侵蚀控制可以减少表土及氮

磷污染物的流失，东海、灌云、灌南县、赣榆区 10 万

亩以上，海州区 5 万亩以上 

未启动 50000 

四 初期雨水收集处理       

1 
徐圩新区核心区海
绵城市示范区建设 

徐圩新区境内 

徐圩新区管
委会，市建设
局 

2017-2019 

按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徐圩新区核心区建设四大类
试点项目，分别为：河道水生态修复及绿廊整治、地
块源头 LID 系统建设、道路交通 LID 系统建设、公
园绿地 LID 系统建设 

在建 35394 

2 
海州玉带河片区城
市示范区建设 

徐圩新区境内 
海州区政府，
市建设局 

2017-2019 
按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实现区块内河道整治、道路改
造、地块开发、绿地建设和管道改造 

在建 51250 

3 初期雨水收集处理 市县城区 
市建设局、各
县区政府 

2018-2020 

对市县实现雨污分流的地区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
建设初期雨水调蓄池或专门的初期雨水处理设施，
2020 年 40%地区实现初期雨水收集处理 

未启动 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