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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
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住建局近日
公开通报了去年下半年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扬尘防治工作考核情
况，考核分数最高的为元氏县，分
数最低的为平山县。

石家庄市住建局就去年下半
年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防治工
作，对辖区 13 个县（市、区）进行
了考核。通报称此次考核采取了
现场“扫大街”随机抽查的方式，
共检查在建工地 102 个，下发建
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督导通
知单 6份。

从考核总体情况看，参与考
核的各县（市）、区政府重视，所有
工地全部停工，扬尘治理效果较
好，考核分数比较高。元氏县、新
乐市、高邑县等地停工工地扬尘
治理标准较高；行唐县政府专门
投入资金，高标准落实远程监控
系统。从考核结果看，得分从高
到低排序依次为：元氏县、新乐
市、高邑县、行唐县、赞皇县、灵寿
县、赵县、无极县、深泽县、晋州
市、井陉矿区、井陉县、平山县。

通报同时指出了部分地区存

在的问题，如部分地区落实政策
僵化，部分县采取“一刀切”式落
实方式，把工地所有人清出场外，
致使停工工地日常保洁、扫水，垃
圾清理，密目网遮盖等得不到落
实。个别地区对扬尘治理认识不
到位，只重视有施工许可的建筑
工地，对无施工许可的建筑工地
的扬尘治理工作疏于管理，导致
无施工许可的建筑工地脏、乱、
差。此外，部分地区在治理扬尘
中标准不严、工作不细，考核组发
现部分工地存在围挡高度不够，
密目网破损严重未及时修补，道
路硬化不彻底，施工道路硬化宽
度、长度不足，导致车辆带泥行驶
等现象。

石家庄市对在本次考核中排
名末位的平山县处罚款 50 万元
并由石家庄市政府主管副市长对
县政府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对考
核排名第一的元氏县给予奖励
50 万元。此外，石家庄市住建局
还要求相关地方政府，对考核中
存在较大问题的在建工程停工整
改、顶格处罚，并对建设、施工、监
理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

石家庄给工地扬尘治理打分
末位被罚 50万元，约谈主管县领导

气象万千气象万千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济
南报道 山东省财政日前及时拨
付了 2017 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 2.96 亿元，加强大气污
染防治力度，支持各地以项目为
抓手加快推进大气环境质量改
善。

据了解，专项资金的分配按
照各市 2016 年 1~11 月空气质量
改善情况、2016 年度相关项目完
成率等因素切块下达，同时向济

南、淄博、聊城、德州、滨州等 5 个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适
当倾斜。

山东省要求，专项资金由各
市自主安排到规划内非电力行业
脱硝、脱硫、除尘项目，有环保手
续的各类炉、窑提标改造项目，城
市建成区和城乡结合部散煤整
治、机动车移动源等大气污染治
理项目，以项目为抓手加快推进
空气环境质量改善。

山东拨付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向京津冀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适当倾斜

本报记者闫艳苏州报道 江
苏省苏州市近日调整扩大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促进能源结构调整
优化。

扩大后的禁燃区范围为：吴
江 区 73.45 平 方 公 里 ，吴 中 区
32.51 平方公里，相城区 37.2 平方
公里，以及姑苏区、苏州工业园
区、苏州高新区全部行政区域范
围。

据苏州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
处长陈建宁介绍，调整扩大后的
高 污 染 燃 料 禁 燃 区 的 范 围 为
729.16 平方公里，比原来扩大了
将近一倍。

禁燃区内禁止销售高污染燃
料，除集中供热、电厂锅炉外，禁
止燃用高污染燃料，其中，每小时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部淘汰或实施清
洁能源替代；每小时 10～35 蒸吨

（含 35 蒸吨/小时）燃煤锅炉将按
照国家、省要求落实淘汰或实施
清洁能源替代；集中供热、电厂锅
炉将按照国家、省要求落实淘汰、
清洁能源替代或超低排放改造。
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
的设施。

苏州市要求在高污染燃料设
施淘汰或改用清洁能源之前，有
关单位和个人要采取措施，确保
排放的污染物达到国家规定的排
放 标 准 ，不 得 发 生 废 气 扰 民 现
象。对于违反相关规定，销售、燃
用高污染燃料，新建、扩建燃用高
污染燃料的设施，以及超标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将由环保、质监、
工商等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苏州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违反规定依法处理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贾得一中总务处的闫振刚正在调试新安装的
空气能热泵供暖系统。目前，临汾市区 86 台锅炉改造已完成 76 台。临
汾市煤改电工程春节前启动，目前建设好的空气源热泵系统可减少燃
煤 90吨。

本报记者邓佳摄

准确定位超标车辆 实时检测排放数据

机动车监管跨上大数据新平台
◆本报记者张楠

环 境 保 护 部 部 长 陈 吉 宁 近
日赴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
心 调 研 时 强 调 ，要 加 强 机 动 车
监 控 能 力 建 设 ，加 快 构 建 全 国
机 动 车 排 放 大 数 据 管 理 平 台 ，
提 升 监 管 技 术 水 平 ，创 新 监 管
方 式 方 法 ，严 厉 查 处 重 型 柴 油
车 等 超 标 排 放 车 辆 ，不 断 改 善
大气环境质量。

近些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

量迅速增加，截至 2016 年底，全
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2.9 亿辆，其中
汽车 1.94亿辆。

在大城市，机动车已经成为
重要的大气污染源，虽然淘汰黄
标车、老旧车工作一直在推进，但
是排放水平依然居高不下。现
在，一些小县城也开始出现堵车、
无处停车的现象。

这么多车怎么管？只有利用
大数据筛查，才能在不需要增加
过多人力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之前，在重污染天气期间，环
境保护部和北京市环保局联合开
展了路检抽测，结果表明，车龄
10 年以上车辆的超标率较高，运
行里程超过 30 万公里的出租汽
车排放超标率达到 80%~90%；重
型柴油车超标问题比较突出，部
分车辆车用尿素添加不到位，一
些车厂生产的新车也存在问题。

在京津冀地区，移动源污染
特别是重型柴油货车、营运汽油
车、老旧车、工程机械车排放已经
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这并
非京津冀地区独有的现象，而是
很多地方面临的共同问题。

对于机动车污染控制，目前
已经基本形成一套完善的监管方
式。能源基金会中国交通项目主
任龚慧明介绍，对于机动车环保
管理，在源头，按照《大气污染防
治法》规定，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生产、进口企业，应当向社会
公开其生产、进口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的环保信息，包括排
放检验信息和污染控制技术信
息，并对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准确
性、及时性、完整性负责。新车出
厂时进行检测，确保销售的都是
排放合格的车辆。出售之后，通
过年检排查车辆排放情况。而在
平时的行驶中，还有路检路查进

行日常监管。
这些手段在机动车日常监管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
着不尽如人意之处。以在用车年
检为例，环保部门委托社会化机
构建设运营，因为不同的检测机
构存在设备、人员技术、维护保养
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出现不同的
检测结果。有些还存在弄虚作假
问题，近两年来，关于机动车尾气
检测造假的报道时有出现。

再看路检，存在着较大的随机
性，难免出现漏网之鱼。而且路检
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还
可能给车辆正常通行带来不便。

可以说，机动车尾气污染防
治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但也
是一大难点。

怎么攻克这个难点？在大数
据时代，如何利用大数据监管高
污染车辆和超标车辆，成为机动
车治理的新思路。

加快构建全国机动车排放监
管平台和技术支撑体系，推进新
生产机动车信息公开和全国机动
车排放检验信息联网是一项刻不
容缓的工作。要充分利用道路遥
感监测等技术手段，逐步建立对
高排放车辆的全时段、全方位监
控网络，重点筛查超标排放严重
的柴油车、营运汽油车和老旧车。

传统监管手段费时费力
依靠大数据排查重污染车、超标车势在

必行

机动车成为不少地方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资料图片

北京市正在构建市区两级机
动车环境监管体系，全方位控制
移动源排放污染。而环境保护部
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正在建设全
国机动车环境监管平台。

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污监控
中心信息部主任白涛介绍了平台
的设想：利用机动车环境监管平
台，实现对机动车从生产到报废
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车辆出厂
到使用环节，都有完善的信息记
录。今后还希望能将报废环节的
信息也纳入平台，从生产立户到
报废销户，才是一个完整的链条。

“平台建设不是一步到位，而
是循序渐进的。近期希望可以通
过平台监管高排放车和超标车
辆，尽早列出黑名单。”白涛说。
2017 年底，全国所有省份实现机
动车环境监管信息三级联网，最
终信息上传到全国机动车环境监
管平台。根据这些信息，尽快分
析列出高排放车黑名单，让高污
染车监管更有针对性。

有了数据该怎么用？
白涛介绍说，对积累的数据

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共性问
题，然后倒查原因，让监管更有针
对性。

车 辆 超 标 排 放 不 是 一 次 性
的，而是常态化的。以大货车为
例，如果通过分析发现某一类车
经常出现首次年检上线检测不合
格，存在超标排放情况，就要分析
原因。查看车辆尾气排放关键零
部件是否完整并有效运行。如果
倒查原因确定是缺少排放控制关
键零部件，汽车制造企业涉嫌以
低排放阶段车冒充更高排放标准
的车辆出售，就要依法对车企进
行处罚。但是，如果车辆本身没
问题，而是车主未按规定使用，例
如未按要求添加尿素，则要追究
车主负责。

平台同样有助于对机动车尾
气检测机构的监管。如果同一车
型在全国多地检测均发现存在超
标问题，但在某地检测数据却显示

监管平台建设进展如何？
今年底各省份实现三级联网，信息共享，

精准监管

正常，可以有针对性地去实地查
看，核实检测机构是否存在设备、
技术问题，避免弄虚作假。

三级联网后，还可以及时
向地方反馈车辆异地超标排放
信息，促进地方的机动车污染
防治工作。平台为属地提供车
辆信息，属地提醒车主进行检

查维修，如果维修后检测合格，
则退出黑名单。

也就是说，利用平台，可以
让机动车日常管理工作更有针
对性。甚至可以根据数据，精
确地停驶某类车辆，让管理更
加精细化。

“大数据运用能够为政府

部门及时做出科学、精准的决
策提供技术支撑。”龚慧明有着
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过去，在
机动车污染防治方面，消费者
承担了较多的责任。充分运用
大数据，可以界定生产者、消费
者的责任，对最终的科学决策，
精准决策有很大帮助。

建立遥感监测系统是平台
建设的一部分。目前，正在以
京津冀地区为试点，推动遥感
监测点建设，主要用于机动车
筛查。如果试点效果良好，将
进一步在全国推广。今后要建
一张遥感监测大网，京津冀地
区只是网的一部分。

但是，问题又来了，遥感监
测容易受天气、道路等因素影
响，可能存在不准确的问题，这
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在龚慧明看来，确保数据
准确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布设多个不同点位，看多
个点位检测数据情况。车辆行
驶状态可能有差异，如果一个
点位出现超标可能是偶然，如
果多个点位数据相近，则意味
着车辆极有可能超标排放。二
是多数据来源，遥感实时检测
结 果 与 标 准 化 检 测 数 据 相 印
证，与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的
数据相结合，甚至和其他部委
机动车信息相结合，进一步提
高准确性。

白涛表示，平台建设不可能
一蹴而就，但也不能因为可能面

临的问题而停滞不前。“可以先查
严重超标的车辆，比如，先查冒黑
烟车、超标 5倍的车，然后根据筛
查情况，逐步收缩范围，就像逐渐
缩小筛子眼儿，更严格地筛查高
污染车、超标车辆。”

“处罚不是目的，最终还是
要减少机动车污染，因此，更重
要的是督促改正，实现车辆达
标排放。”白涛介绍，下一步计
划做执法平台，发送超标车辆
信息，督促属地对相应责任方
依法进行处罚，对超标车辆进
行治理，并反馈治理信息。

如何确保数据准确性？
多数据源验证，遥感实时检测与检测站上线检测相结合

全国机动车环境监管平台
未来可以做什么？白涛认为，
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公布年检
合格率或者不合格率排名，定
期给政府部门提供专业性分析
报告，让决策更加有针对性。

“目前，固定源监测网络已
经形成，但是移动源监测网络却
未形成。另外，非道路移动源造
成的大气污染不容忽视，但是在
这方面的监管还不够完善。今
后计划逐步建立全国移动源环
境监管平台，将非道路移动源等
纳入监管范围。”白涛说。

而龚慧明对机动车大数据
平台的期待更高。“实际上筛查
高污染车只是大数据应用的一
小部分，大数据在交通排放对
空气质量的影响、评估污染控
制措施效果、研究机动车排放
对人体健康产生哪些影响等方

面，都可以发挥作用。”
龚慧明认为，大数据的大，

一方面是数量巨大，另一方面是
影响巨大。大数据要发挥作用
首先要创造大量数据并开发利
用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
通过人力、依靠单个部门，数据量
是不能满足大数据需求的，需要
逐步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

龚慧明提出了对大数据未
来发展的几点看法。首先，数据
要产生作用，一定要开放供各个
群体进行多方面开发利用。当
各种数据越来越多时，应考虑是
否立法，比如数据法等，明确如
何保护隐私，怎样公开共享。在
龚慧明看来，凡是政府支持开展
的项目和研究，在不涉及保密的
情况下都应及时发布共享，因为
这利用的是公共资源，理应由公
众共享。涉及保密的可以依据

保密原则考虑解密时间、分享对
象、数据形式等逐步开放。

其次，当前数据采集、监管
设备方面，要考虑对未来变化
的适应性。目前的设备是针对
污染相对较重车辆的，当车辆
排放越来越清洁，排放标准不
断提高时，目前的设备是否还
能识别高污染车辆？对大数据
平 台 建 设 方 式 也 应 该 逐 步 完
善，考虑是采用政府建设的方
式，还是由第三方建设、政府监
管和购买服务的方式。

再次，当前数据更多是针
对道路移动源的，这只是大数
据的一个来源。未来应该建设
交通数据中心，把各类交通方
式、交通状况下的不同数据结
合起来，更好地开发利用大数
据平台，为大气污染防治发挥
更大的作用。

大数据平台发展路径在哪儿？
实现信息公开，扩大数据范围，提供决策参考

◆周兆木钟兆盈 应兆丹

过去，经过 320 国道浙江省
桐庐经济开发区路段，人们一眼
就看到一根高高的烟囱耸立在
蓝天下，如今这根高 47 米的烟
囱已经随着杭州笑雪服饰有限
公司废气处理间的改造消失不
见了。

桐庐大力推进燃煤锅炉淘
汰改造工作，积极开展“无燃煤
锅炉”乡镇、“无工业烟囱”乡镇、

“无散煤城区”创建活动，改善环
境质量。

燃煤锅炉整治让燃煤烟囱
集中厂区周边的群众告别了曾
经常见的“烟囱雨”。

“以前这个季节正是天天下
‘烟囱雨’的时候，燃煤烟囱集中
的厂区路都是湿漉漉的，走近运
行中的锅炉机组就能感到空中
不断有小水滴落下。”据桐庐县

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小
水滴就是排放燃煤锅炉废气产
生的“烟囱雨”，这种现象在冬天
尤为严重。由于水质呈弱酸性，

“烟囱雨”还会对周边环境产生
污染。现在，进入桐庐，烟囱口
连蒸汽都看不到，老百姓终于告
别了“烟囱雨”的日子。

2015 年开始，桐庐县对工业
锅炉废气排放实施更严格的标
准，全县工业锅炉尾气排放执行

《锅 炉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13271-2014》表 3 规 定 的 重
点区域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建成区要求更高，执行大气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燃气锅炉
标准。要求燃料锅炉必须安装
布袋除尘或水膜除尘设施。

2015 年底，桐庐全县范围内
完 成 燃 煤 锅 炉 淘 汰 改 造 339
台。同时，通过天然气、电等清
洁能源替代，推动锅炉改造，改
造后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排放必须符合排放标准，否则
企业就要被关停，涉嫌违法的责
任人还面临法律制裁。

2016 年 5 月，桐庐县政府组
织县经信局、县环保局、县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召开锅炉长效管
理协调工作会议，要求各部门各
司其职，切实抓好燃煤锅炉改造
后 续 监 管 ，加 大 检 查 和 执 法 力
度。

为鼓励支持企业实施淘汰
改造高污染燃料锅炉，2016 年 7
月，桐庐县专门研究制定《桐庐
县锅炉淘汰改造企业运营补助
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
相应补助，有效期两年。

根据《办法》，实施淘汰改造
高 污 染 燃 料 锅 炉 改 用 天 然 气 、
电、生物质颗粒、轻质柴油等清

洁能源的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经
部门审核通过并公示后，按照改
造 后 锅 炉 年 增 加 运 营 成 本 的
10%获得相应补助，改造为生物
质颗粒的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
2 万元/蒸吨，改造为天然气的补
助 标 准 最 高 不 超 过 4 万 元/蒸
吨 ，2017 年 将 按 照 上 述 标 准 的
50%给予补助。在环保、经信部
门抽查过程中，一旦有企业被发
现违法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在该
补助年度内将不能享受补助政
策。2016 年桐庐县预计锅炉运
营补助费用约 600万元。

燃煤锅炉整治带来了环境
效益。2016 年 1~11 月，桐庐县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合计 314 天，
优良率 94.0%，与 2015 年同期相
比优良天数增加 16 天；PM2.5 平
均浓度为 36 微克/立方米，较去
年同期下降 7 微克/立方米，下
降幅度为 16.3%。

“烟囱雨”不见了
桐庐淘汰改造燃煤锅炉，提升空气质量，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