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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白晓 宋弢
本报通讯员 刘宇家 李振东

近年来，青岛机场与空管、航空公司等驻
场单位建立了信息共享、协同管理的机场“大
运控”模式，应用包括大数据在内的信息化手
段，提高雷雨天气状态下的飞机放行效率，使
得青岛机场的运行品质始终保持在华东地区时
刻协调机场第1名。

日均起降航班近500架次

统计数据显示，1—7月份，青岛机场累计
完成航班起降10 . 26万架次，同比增长7 . 6%，
旅客吞吐量1310 . 91万人次，同比增长14 . 6%。
其中，7月，青岛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21 . 68
万人次、同比增长11 . 25%，航班起降1 . 66万架
次，同比增长4 . 51%。8月20日，青岛机场单日
吞吐量首次突破8万人次，创通航35周年以来
历史新高。

进入暑运客流高峰以来,青岛机场的日均
起降航班接近500架次，青岛机场通航城市98
个，国内80个，国际16个，地区2个。其中上
海、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旅游线路旅客增
长率高于国内平均旅客增速的13 . 9%，机场旅
客客座率已高达85%。

机场要为这些航班提供进离场飞行保障服
务、地面保障服务、旅客保障服务以及货邮保
障服务。在整个机场服务保障体系中，机场运
行指挥中心是最高一级指挥调度部门，相当于
机场运行的中枢神经。

“起飞之前，飞机会按照计划起飞时间在
跑道上排队等待起飞指令。雷雨天气时，机场
能见度大大降低，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飞机的
起降间隔会被拉大，航班的起飞时间会往后顺
延。”青岛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此外，每
条航路上的天气情况会有不同，因此不同航路
上的飞行间隔也不尽相同。大范围雷雨天气
时，航路间隔普遍加大，导致每架飞机要等待
更长的时间才能起飞。”

增设席位 减少等待

在雷雨天气要想保障机场的高效运行，机
场指挥中心要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迫切需要
提高资源利用率，青岛机场积极应对，增设
CDM（协同放行）席位，来减少阴雨天气旅
客机上等待时间，提高机坪资源利用率，并持
续提升机场运行品质。

协同放行（CDM）是指基于协同决策机
制的离场航空器放行工作，通过协同确保空中
交通流量最佳流入或通过相应区域而不超过限
制，尽可能提高机场跑道和空域资源的利用
率。

CDM系统就是一个空地航班协同放行平
台。据介绍，协同放行席位专门负责与空管部
门流量管理席协调放行时间，根据本场前序航
班的实际落地时间、出港航班的实时保障情况
等因素，对出港航班进行排序，从而干预本场
航班的放行顺序。

“协同放行席位的增设，不仅可以密切关
注航班保障过程，对保障时间进行有效预判，
还持续提升了本场的运行品质，对航班进行更
为合理的放行排序，从而更好地利用青岛空

域。”青岛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大数据提高航班保障效率

近年来，青岛机场积极与各驻场单位、空
管、航空公司建立信息共享、协同管理的机场
“大运控”模式。“大运控”系统运行以来，
在航班保障过程环节监管、机位预警、特情录
入、生产数据统计、航班计划制作等方面逐渐
显现出优越性。

经过不断改进，目前系统已实现进出港小

时数据、航空公司进出港数据、靠桥率、周转
率、机场放行正常率、非正常航班、机位停靠
等统计功能，为机场在宏观层面改善机场资源
分配、生产调配提供了指导数据。

“通过具体保障环节反馈而来的各项保障
数据的积累和分析，系统形成大数据，实现每
一个环节的时间可控，便于下一个保障环节的
及时启动，可以有效提高整个保障流程的紧凑
程度，提高航班在地面运行保障效率；在已经
明确规定每个环节保障时间标准的前提下，通
过各时间节点记录，可以十分清楚地比对各个
环节保障时间。从而更有效地提高航班保障效

率。”青岛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可以说
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运用精尖的技术与大
自然抢时间，让旅客能少一点等待，早一分钟
成行。”

此外，系统还可根据航信系统数据和空管
报文数据，自动比对航班信息，自动生成次日
航班计划。工作人员只需将外航、货航等航班
信息进行人工确认。根据前期对机位限制条件
的补充完善，同时以提高廊桥利用率为核心，
自动完成次日航班的机位分配，之后通过人为
调整即可投入使用。这一系列工作的自动化，
提高了阴雨天气放行效率。

□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宋弢
本报实习生 党悦

8月17日，针对岛城市民关注的污水处理
问题，青岛市开展“青岛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
建设进展”大家看活动，市人大代表、环保社
会监督员、环保热心人士等走进李村河污水处
理厂、麦岛污水处理厂，探访近年来城区内改
扩建规模大、效果显著的污水处理厂。

生态环保的“清洁工”

在李村河污水处理厂生物处理池里，有不
少黑色小圆柱在随水波翻滚。工作人员介绍，
那些都是“移动生物床”，微生物附着在上
面，污水要在这里反应19个小时，然后进入下
一个环节。

大量生活污水从排污管道流进污水处理
厂，经过层层过滤和沉淀，并经过生物池内微
生物除磷除氮，经过最后一步处理的污水已经
重新变得清澈透明。污水处理要经过格栅过
滤、多次沉淀、生物处理等一系列操作。

李村河污水处理厂是全市最大的污水处理
厂，目前承担着市北、李沧、崂山三区城市污
水处理任务。

李村河污水处理厂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厂
目前服务面积124平方公里，服务市民约80万
人，每天可生产超过20万吨的中水，其中有5
万吨用于园林绿化灌溉和城市景观河道的补充
水源。

“进入夏季以来，岛城居民生活用水量猛
增。李村河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是每天25
万吨，但今年5月份以来，日进厂污水量达27
万吨，最近岛城降雨量较大，最大污水处理量
超过每天31万吨，超过设计能力24%。”工作
人员介绍，支撑这一强大污水处理能力的关
键，是去年投入运营的李村河污水处理厂三期

日处理能力8万吨改扩建工程。
经过此次改扩建，李村河污水处理厂改良

更新了工艺技术，处理工艺稳定运行，出水水
质全部达到现行国家城市生活污水最高排放一
级A标准，极大缓解了整个市区的城市污水处
理压力。

废水产沼气用来发电

“麦岛污水处理厂在2008年奥帆赛期间发
挥了巨大处理能力，整个比赛期间没有超标污
水流入青岛前海，海域水质持续达标。”工作

人员介绍，麦岛污水处理厂于2007年7月建成
投产，日处理规模达14万立方米。

麦岛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设备运转现
场，污浊的生活污水从排污管道流进污水处理
厂，经过层层过滤和沉淀，并经生物池内微生
物除磷、除氮，最后流出的水，已经重新变得
清澈透明。

工作人员介绍，经过2013年进一步升级改
造，麦岛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已能达到一级A
标准，目前已建成完善的除臭系统，在预处理
段、污泥区、廊道等设置除臭管道，配置除臭
滤池，减少臭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麦岛污水处理厂运营以来，安全稳定运

行、达标排放。麦岛污水处理厂污泥进行中温
厌氧消化，实行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稳定
化、资源化，产生沼气用来发电，发电量占自
用电量的2/3，该项目是青岛污水处理厂的标
杆工程。

麦岛污水处理厂的服务区域西起青岛路，
东至石老人风景区，南临黄海，北靠崂山山脉，
西与团岛排水系统相接，北与海泊河排水系统
相邻，东西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1至3公里，总
面积约35平方公里。目前，该厂正进行新一轮
的升级改造，完成后，将是青岛市区第一座全
流程覆盖并进行除臭处理的污水处理厂。

大排水体系构建完成

在麦岛污水处理厂，有很多“大棚”，这
就是该厂已建设完善的除臭系统。由于处理厂
附近有学校、居民楼，麦岛污水处理厂在设计
时充分考虑到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该厂在预
处理段、污泥区、廊道等设置除臭管道，配置
除臭滤池，基本实现全覆盖。自商业运营以
来，除臭系统一直正常运行。

为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构筑良好
的城市水环境，建设“美丽青岛”，近年来，
青岛持续推进污水处理厂建设。自2013年以
来，青岛新建、扩建、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15
座，新增污水处理能力46万吨/日；新建、改
建排水管网800余公里，排查整治污染点源近
千处。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运行城市污水处理
厂23座，总处理能力达202万吨/日，建成排水
管网10210公里，排水泵站81座，总提升能力
为22 . 57立方米/秒，排水主干管基本贯通、支
管网基本完善，构建起“截污纳管、雨污分
流、厂网协调、泄洪顺畅”的大排水体系。

青岛市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
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建成运行城市污水处理厂23座，总处理能力达202万吨/日

岛城：污水处理成清流

雷雨天气，航班起飞“大数据”说了算

青岛机场“大运控”模式保障运行

□记 者 张忠德
通讯员 李涛 于芳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15日上午，青岛西海岸
新区长江路街道网格员李铭霞在日常巡查中
发现一路段违章停车现象严重，给行人出行
造成了严重影响，存在安全隐患，她立即开
启手机摄像头与扬声器，将现场情况通过画
面实时传送至新区网格指挥调度平台，平台
立即展开调度，交警部门及时前往现场处
置。

通过打造全区网格指挥调度平台，西海
岸实现“区社会治理网格信息中心—镇（街）社
会治理办公室—管区—网格员”四级实时指
挥调度、紧急预案处理、视频会议培训、网

格督查监控、每日信息上报等功能。
“以前网格员上报事件是通过文字和图

片的形式，处置时限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现
在遇到紧急突发性的事项，网格员可以直接
连线区社会治理中心，中心第一时间对区直
部门和所属街道实行指挥调度，及时处置现
场情况，大大缩短了处置时效。”西海岸新
区社会治理中心网格信息科相关负责人牟冰
冰说。

西海岸新区社会治理中心每日还会选取4
个时间段对网格员在线率、巡查轨迹进行统
计，不定时视频连线网格员查看在岗与履职
情况，如果发现网格员无故不在线、巡查轨
迹异常、未进入巡查状态、未穿着统一服

装、拒接视频连线的，均予以录入《社会治
理可视化指挥调度日督查单》，于第二个工
作日反馈至各镇街（管区），列入督查考核
范围。

网格员每天都会将24小时内的巡查情况
上报所属管区，由各镇街梳理、统计、总结
后通过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将情况报送至全区
网格化指挥调度平台。依托四级可视化指挥
调度系统，加强了各级各部门之间数据的互
联互通，形成完整、准确和极具时效性的民
生大数据，西海岸新区社会治理中心针对形
成的大数据加以分析研判，将更加有针对性
地提出策略、指挥调度，极大提高社会治理
的精确度和靶向性。

西海岸新区社会治理出新招

建立四级可视化实时指挥调度系统

李村河污水处理厂的工作人员演示污水由污变清的过程。

□记 者 肖芳
通讯员 尤志春 时满鑫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1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环境资源二审行
政案件。这是青岛中院环资庭继审理环资类刑事、
民事案件后审理的首起环资类行政案件。

据介绍，这是一起行为人不服环保机关行政处
罚及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的案件。某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6年10月对王某某经营的木器加工点进行调查，
认为王某某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建成投产木质
家具项目，含有喷漆工艺，该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
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而主体工程已正式投入生
产，依据相关规定，对王某某罚款20000元。王某
某向某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某市人民政府维
持原行政处罚决定。王某某以“并未造成污染”、
“系大学生创业、首违免罚”等为由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王某某的行为违反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某市
环境保护局的行政处罚正确且适当，某市人民政府
的行政复议亦无不当，判决驳回王某某的诉讼请
求。王某某不服提起上诉，青岛中院依法对该案公
开开庭审理，择日宣判。

去年5月30日，青岛中院成立了环境资源审判
庭，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
一”的归口审判模式，集中审理与环境资源相关的
一、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青岛中院环资庭审理

首起环资类行政案件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周欣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17日，青岛市城市管理局透

露，截至7月底，全市共依法查处和规范管理违法
露天烧烤经营行为12495处次，清理取缔违法露天
烧烤占路经营摊点7577处次，暂扣烧烤炉具1958
件、相关物品2588宗，立案326起、行政处罚10万余
元，有效遏制了露天烧烤违法行为。

青岛市开展的露天烧烤专项整治集中行动，着
力解决露天烧烤油烟污染、噪音扰民以及道路路面
和市容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对于流动烧烤摊点和
“野馄饨”摊点坚决取缔；从严查处占用车行道人
行道从事露天烧烤经营行为；店外烧烤经营必须使
用环保炉具，对屡治不改的坚决清理取缔，对违法
“钉子户”坚决顶格处罚，严打反复违法，震慑违
法行为。

青岛持续发力

整治露天烧烤

□记 者 张晓帆
通讯员 吕文波 刘亚南 报道

本报莱西讯 8月15日，莱西市政府透露，莱
西市7655户农村低保和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全部纳入
“一本通拨付系统”，该系统的上线运行，标志着
莱西低保资金实现了“申请、经济状况核对、审
核、审批、按月生成拨付单、财政拨付、银行清
分、银行发放数据返回”的全流程闭环运转和全
“数字化”管理，确保了低保业务审批认定科学有
据、资金发放准确及时。

之前低保资金的发放都是由镇街每月向社救科
报送《低保资金拨付明细表》，经审核后，递送给
银行，由银行进行发放，每个月只核对发放明细表
就需要一个周左右的时间。“一本通拨付系统”运行
后，低保资金拨付单由系统按月生成后，通过“青
岛民政全业务平台”直接发送到“一本通”拨付平
台，再由银行清分系统拨付到保障对象账户，既避
免了人工计算出现的误差，又提高了发放效率。

莱西农村低保资金

全“数字化”发放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8月16日，中国餐饮品

牌城市论坛暨拾味岛项目海
选启动会青岛站举行，来自
餐饮界和投资界的专家，共
同探讨如何响应“双创”号
召及餐饮行业的未来发展之
道。如何依托互联网，打造
全新的餐饮生态链。

餐饮品牌

城市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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