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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吕望舒北京报
道 除夕夜，环境保护部党组书
记陈吉宁来到北京市环境保护
监测中心，看望、慰问节日期间
坚守岗位的监测人员，并向他
们致以新春祝福。

陈吉宁现场观看了空气质
量监测质保质控实验室和大气
综合观测实验室，详细了解了
北 京 市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网 络 情
况，空气质量现状、特征和趋
势，特别是烟花爆竹燃放对空
气质量的影响等。

他说，除夕之夜正是家家
户户团圆的时候，环境监测人
员坚守岗位，辛勤工作，保证了
首都空气质量准确监测、实时
发布，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向大
家拜年并表示慰问，希望在新
的一年里，通过大家的努力，继
续发挥环境监测工作耳目、尖
兵和基石的作用，持续做好技
术支撑，为环境质量改善和环
保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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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张平 崔万杰银川报
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建华，自治区政府主席刘
慧，政协主席齐同生近日分别专门对全
区环保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区各
级环保部门从严执行新《环境保护法》，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为建设开放富
裕和谐美丽宁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建华指出，当前，群众对良好环
境的期盼和要求越来越高，环保部门责
任重大。全区各级环保部门要牢固树

立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理
念，以对党和人民、子孙后代高度负责
的态度，全力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使宁
夏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空气更清
新。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正确处理
发展与环保的关系，严格项目环保准
入，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污染，要进一
步优化环评服务，开辟绿色通道，促进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要严格执行《宁夏
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推动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实现全覆盖，坚决守住生态红

线。要深入推进环境保护行动计划，打
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刘 慧 指 出 ，建 设 美 丽 宁 夏 责 任 重
大、使命光荣。要以新《环境保护法》实
施为契机，坚持服务发展和改善民生并
重，坚持改革创新和执法监管并举，坚
持解决突出问题和注重长远谋划相结
合，扎实推进环境保护行动计划。

齐同生指出，各级环保部门要真抓实
干，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切实保护好优美
环境这一宁夏最大优势和靓丽名片。

宁夏主要领导人对全区环保工作专门作出批示

从严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童克难北京报道 农历大年
二十九，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陈吉宁亲切
看望了老同志曲格平，向他致以诚挚问候
和新春祝福。

下 午 3 时 许 ，陈 吉 宁 来 到 曲 格 平 家
里。一进门，陈吉宁就紧握曲格平同志的
手说：“曲老，给您拜年了！祝愿您身体
健康，羊年吉祥如意！”曲格平十分高兴并
表示感谢。

陈吉宁说，在春节来临之际，我代表
环境保护部党组和部 领 导 来 看 望 您 ，向
您 拜 年 并 表 示 慰 问 。 您 是 我 国 环 境 保
护 事 业 发 展 的 开 拓 者 ，也 是 环 保 系 统
的老领导，感谢您为国家环保事业做出

的贡献，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和支持环保
事 业 的 发 展 。 我 们 要 在 您 和 老 一 辈 环
保 人 开 辟 的 事 业 基 础 上 ，勤 勉 务 实 地
工 作 ，竭 力 把 我 国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好 、
发展好。

曲格平对陈吉宁表示感谢。他说，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高 度 重 视 环 境 保 护 工
作，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事 业 五 位 一 体 的 总 体 布 局 。 在 看
到机遇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环境保护
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做好环保工作仍需
要付出巨大努力。他希望通过广大环保
战线同志们的不懈努力，推动环境保护事
业取得新的成绩。

陈吉宁亲切看望老同志

春 节 前 夕 ，
环境保护部党组
书记陈吉宁看望
曲格平同志，祝
他身体健康，节
日愉快。

本报记者
贾继恒摄

本报记者吕望舒北京报道 环
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近日向媒体发
布了 2015 年 1 月份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等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
状况。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1 月份，74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3.2% ～
100% 之 间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48.2% ，轻 度 污 染 天 数 比 例 为
25.6%，中 度 污 染 为 13.3%，重 度 污
染为 11.0%，严重污染为 1.9%。超
标天数中以 PM2.5 为 首 要 污 染 物 的
天数最多，其次是 PM10。昆明、惠
州 和 拉 萨 3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100% ，深 圳 、海 口 和 张 家 口
等 7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80%~100% 之 间 ，舟 山 、福 州 和 佛
山 等 20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50% ～80% 之 间 ，保 定 、武 汉 和 郑
州 等 44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不
足 50% 。 与 上 年 同 期 相 比 ，74 个
城 市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由 37.6%
上 升 为 48.2% ，升 高 10.6 个 百 分
点，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与上月相
比 ，74 个 城 市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降 低 10.7 个 百分点。按照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 评 价 ，1 月 份
空 气 质 量 相 对 较 差 的 前 10 位 城
市 分 别 是 保 定 、邢 台 、石 家 庄 、邯
郸 、郑 州 、衡 水 、沈 阳 、济 南 、哈 尔
滨 和 银 川 ；空 气 质 量 相 对 较好的
前 10 位城市分别是拉萨、海口、昆
明、惠州、厦门、舟山、张家口、福州、
深圳和中山。

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空气质
量达标天数比例在 3.2%～93.5%之
间，平均为 38.0%，低于 74 个城市平

均达标天数比例 10.2 个百分点；平
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62.0%，其中重
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15.4%，严重污
染天数比例为 7.7%，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数比例高于 74 个城市 10.2 个
百分点。超标天数中以 PM2.5 为首
要 污 染 物 的 天 数 最 多 ，其 次 是
PM10。与上年同期相比，京津冀区
域 13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
25.4%上升为 38.0%，升高 12.6 个百
分点，空气质量有所改善。6 项监
测 指 标 中 ，PM2.5、PM10、SO2 和 NO2

月 均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21.8%、21.6%、
27.1%、4.4%；CO 日均值平均超标
率下降 0.6 个百分点；O3日最大 8 小
时值平均超标率持平。与上月相
比，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平均达标
天数比例降低 8.8 个百分点，空气质
量 有 所 下 降 。 6 项 监 测 指 标 中 ，
PM2.5、PM10、SO2 和 NO2 月均浓度分
别 上 升 16.2%、8.4%、1.2%、12.1%；
CO 日均值平均超标率上升 1.5 个
百分点；O3 日最大 8 小时值平均超
标率持平。

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空气质
量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25.8% ～79.3%
之间，平均为 43.4%，低于 74 个城市
平均达标天数比例 4.8 个百分点；平
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56.6%，其中重
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10.9%，严重污
染天数比例为 0.4%，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数比例低于 74 个城市 1.6 个百
分点。超标天数中以 PM2.5 为首要
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是 PM10。
与上年同期相比，长三角区域 25 个
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升高 2.0 个
百分点，空气质量略有改善。6 项
监 测 指 标 中 ，PM2.5、PM10、SO2 和

NO2 月 均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13.7% 、
8.5%、10.5%、1.9%；CO 日均值平均
超标率和 O3日最大 8小时值平均超
标率持平。与上月相比，长三角区
域 25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降
低 15.4 个百分点，空气质量有所下
降。6 项监测指标中，PM2.5 和 PM10

月 均 浓 度 分 别 上 升 22.2% 、7.4% ，
SO2 和 NO2 月 均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17.1%、3.7%；CO 日均值平均超标
率和 O3日最大 8小时值平均超标率
持平。

珠三角区域 9 个城市空气质量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64.5% ～100% 之
间，平均为 80.6%，高于 74 个城市平
均达标天数比例 32.4 个百分点；平
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19.4%，未出现
重度及以上污染，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比例低于 74 个城市 12.9 个百
分点。超标天数中以 PM2.5 为首要
污染物的天数最 多 ，其 次 是 NO2。
与 上 年 同 期 相 比 ，珠 三 角 区 域 9
个 城 市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升 高
28.2 个 百 分 点 ，空 气 质 量 有 所 改
善。6 项监测指标中，PM2.5、PM10、
SO2 和 NO2 月 均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27.8%、24.8%、23.1%、16.1%；CO 日
均 值 平 均 超 标 率 持 平 ；O3 日 最 大
8 小时值平均超标率下降 1.0 个百
分点。与上月相比，珠三角区域 9
个 城 市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降 低
1.0 个 百 分 点 ，空 气 质 量 基 本 持
平。6 项监测指标中，PM2.5 和 NO2

月 均 浓 度 分 别 上 升 1.8% 、13.0% ，
PM10 月均浓度持平，SO2 月均浓度
下降 13.0%；CO 日均值平均超标率
持平；O3 日最大 8 小时值平均超标
率上升 2.2个百分点。

环境保护部发布2015年1月份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74城市平均达标天数近五成

◆本报记者史小静

“一个严重污染天气，需要几十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才能消
化掉。所以，各地对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工作一定要重视，一旦发
现有问题，尤其是在冬季，要立即采取措施，启动响应，想尽办法
把排放减下来。”这是近日在国务院例行政策吹风会上环境保护
部副部长翟青就污染治理问题对记者的回答。

无独有偶，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在近日召开的
首都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上也举例说，1 个重
污染天的 PM2.5 浓度相当于 10 个一级天的浓度，可谓“以一当
十”。因此必须紧紧抓住重污染天气治理这个关键点，进一
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重污染天的限行和停限产措施，当预
测 重 污 染 天 气 将 发 生 时 ，果 断 决 策 、提 前 部 署 ，坚 决 抑 制 空
气重污染的不利影响。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抗雾霾也是一样。在雾霾频发的
今天，对大气污染的提前干预显得尤为迫切。提前干预手段有
哪些？如何在干预力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我国对大气
污染的提前干预正在探索中。

去年 11 月 4 日下午，北京 APEC 会议空气质量保障形势告
急：根据京津冀及周边 6 省（区、市）环境监测部门最新的分析预
测，11 月 8 日至 11 月 11 日期间，北京或将遭遇雾霾。然而，11 月
8 日，北京市空气质量报告显示，除个别地区出现轻度污染外，
空气质量仍保持总体良好。

雾霾爽约并非意外，其背后是一系列提前动作的干预：11
月 7 日，停限产企业的名单由 141 家增加到 370 家，北京市燃煤
电厂 40%的燃煤机组停止运行。

类似的提前干预不止一例。
去年 9 月 7 日，南京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专家组公布的空气

保障数据显示，去年 8 月，南京人比平时少吸了 3764 吨的 PM10

和 1750 吨的 PM2.5。
这并非天公作美。南京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组组长表示，青奥

会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有过三次“危机”时刻。
赛事后期，大气扩散条件下降，青奥环境保障与应急中心发

出指令，要求南京、镇江、扬州、常州、无锡、泰州、淮安、马鞍山、
芜湖、滁州、宣城等地，进一步采取限产停产、工地停工等管控措
施。江苏省青奥环保工作小组也致函江苏省经信委、省电力公
司，在保障用电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控制南京及周边地区电厂
发电负荷，减少污染排放。

提前加强管控顺利化解了危机。
这充分说明，应对雾霾虽然任重道远，不可能一劳永逸，但

通过提前干预，采取得当的措施，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污染
程度和避免雾霾的。

诚然，提前应急并非长远之策，治理还要从根本出发。空气
质量的改善也不可能依靠工地永远停工、工厂永远限产、车辆永
远限行，这些非常规的措施只具有临时作用。

但我们可以做的，恰如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专家组成员、南
京大学教授王体健所说“是让青奥期间的许多治污举措以及蕴
藏其间的理念转化为常态，从而逐步改善空气质量”。青奥会空
气质量保障的成功经验就包括“临时抱佛脚式”的提前干预。

提前干预作用大：可减轻污染或避免雾霾

“出现重污染天气时，就像在一个密闭
的屋子里抽烟，即使抽烟的人减少，但是因
为没有扩散，屋子内的烟气浓度还会增加。
所以应当在预测到可能出现重污染时，尽早
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河北省环保厅
重污染天气应急与预警中心相关负责人的
一段话，道出了提前干预的重要性，也道出
了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的重要作用。

对雾霾采取提前干预，知晓“即将到来”
是前提和基础。

有资料显示，早在 1998 年，环境保护部
就会同中国气象局在 47 个城市进行了空气
质量预报工作。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环保、气象部门
要加强合作，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

基于此，同年 10 月中旬，环境保护部组
织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

角 3个大气监测预报预警中心。
同年 12 月，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做

好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和报送工
作的通知》，对“部分地区存在空气重污染预
警信息发布和报送不主动、不及时，应急措
施滞后”的现象进行了批评。

去年 11 月 21 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首
次发布了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 5 天中长期
预报。而长期以来，各地对空气质量的预报
多以 1~2天特别是以 1天为主。

去年 6 月上线的名为“矮马预报”的民
间预报网站称，预报周期可超过目前国内部
分城市官方预报最高的 3 日，达到 5 日。他
们曾提前 5 天预报了北京去年 10 月的一次
雾霾，但由于燃烧秸秆的缘故，实际的污染
情况比预报的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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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是基础：能够知晓“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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