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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京郊城乡接合
部的“小散乱污”一直是环境治理
难点，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京
郊积极排查污染源，转方式调结
构，呈现出新气象。

为了减轻大气污染，留民营
村 下 大 力 气 治 理 散 煤 、秸 秆 焚
烧 ，村 里 从 起 初 一 家 一 户 的 沼
气 池 ，到 如 今 七 村 联 供 的 沼 气
工程，家家户户用上了清洁干净
的沼气。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沼气池
就在村民的房子底下，生活污水
排放到池子里边后，通过村里的
地下污水管道，集中到村里的沼
气服务站，村民们冬天取暖、洗澡
都靠沼气。

留民营村还建设了高温沼气
发酵池和中温沼气发酵池，每年
可产沼气 30万立方米。

长子营镇留民营村沼气站站
长李春海介绍说，沼气站就是把
养殖业的粪便拉过来以后，经过

沼气发酵，把源头的粪便污染问
题解决了，同时粪便有机物产生
沼气供应村民做饭，冬季供应取
暖，现在的产气规模可供应 7 村
1700 户，核算人口将近 6000 人。

留民营村还对餐厅加强了管
理。留民营村老年餐厅负责人张
东才说，村里的餐厅严格按照环
保要求配了抽油烟机，油烟不会
往外排。

据环保专业人士介绍，城乡
近郊的分散型生活污染源单个排
放不突出，总量却积少成多。生
活污染源不同于工厂高空排放的
烟囱，它低排居多，位于呼吸带，
对健康的危害不容轻视。因此，
治理是一场攻坚战。

记者从北京市政府了解到，
今年年底前，北京南部的大兴、丰
台、房山、通州 4 区，将再次打响
治理分散型生活源污染的攻坚
战，因地制宜把污染源转化为清
洁能源。 朱晓彤

因地制宜把污染源转化为清洁能源

京郊擦亮首都环保名片

地理环境无先天之利，产业结构无后天之优

大同靠实干拭去“煤都黑”

本报记者季英德济宁报道
山东省济宁市大力开展建筑渣土
专项治理，进一步规范建筑渣土
管理工作，改善空气质量。

济宁市坚持抓源头，加强政
策宣传；控途中，加强数字化监
控；严查处，加强动态巡查；促长
效，加强量化考核。

济宁市相关部门深入各处建
筑施工工地进行政策宣传和业务
指导，督促施工工地履行相关责
任。对 14 家渣土运输公司集中
统一安装 GPS 定位系统，实现 24
小时监控；利用数字化环卫智能
管理平台，对渣土车辆的运输时
间、运输路线设立预警装置，实现
全时段、全区域实时监控，有效解
决运输车辆乱排滥倒问题。同
时，加大对非核准备案车辆的排
查力度，对未登记备案、未加装
GPS 定位系统和未进行密闭改装
的车辆坚决取消运输资格。

济宁市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

度，采取白天日常巡查、夜间检查
和错时督查等方式，加大渣土管
理巡查力度。按照“严查重罚”的
原则，重点查处运输车辆沿途撒
漏、乱排滥倒、污损号牌、超载超
速、未密闭运输和疲劳驾驶等违
法违规行为。

济宁市将市民反映强、问题
突出的工地作为整治重点和突破
口，重点盯靠，严 禁 超 载 、未 密
闭 、手 续 不 全 的 渣 土 车 辆 驶 出
工 地 。 严 格 落 实 开 工 前 验 收 、
建 筑 渣 土 处 置 手 续 前 置 、建 筑
渣 土 运 输 单 位 及 车 辆 登 记 备
案 、运 输 车 辆 密 闭 化 改 装 等 各
项 制 度 ，按 照“ 六 个 百 分 之 百 ”
的 要 求，对建筑工地、运输车辆
进行考核。同时，建立健全考核
机制，制定考核细则，进行量化评
分，对未达到规定分值的施工单
位和运输车辆，责令其限期整改；
对屡教不改的，予以停工整顿和
取消渣土运输资格。

量化评分，达不到规定分值限期整改

济宁专项治理建筑渣土

本报讯 四川省广元市日前
打响黄标车淘汰攻坚战。

据统计，截至今年 2 月，广元
黄标车保有量为 3705 辆。按照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今年年
底前全市黄标车必须全部淘汰。
截 至 2 月 24 日 ，已 淘 汰 黄 标 车
330辆，占今年总任务的 10%。

2014 年 4 月，广元市政府印
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细则”明确提出，要加快黄标车
和老旧车辆淘汰进程。2015 年
底前全面开 展 市 主 城 区 黄 标 车
禁 行 工 作 ，相 关 部 门 对 黄 标 车
不予办理营运证、通行证，依法
查 处 违 反 禁 行 规 定 的 黄 标 车 。
建 立 黄 标 车 淘 汰 机 制，限制黄
标车转移登记，严格执行机动车
强制报废有关规定，加大对达到
强制报废条件的大型载客汽车、
重型货车的报废力度，建立报废

机 动 车 回 收 再 利 用 制 度 。 2015
年底前淘汰 2005 年以前注册运
营的黄标车。

黄标车淘汰工作在广元已开
展了两年，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强
制政策和补贴，工作难度较大。

“现在只能啃硬骨头，一辆一辆来
了。”广元市公安交警支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全市从现在开始将打
响黄标车淘汰攻坚战，全力完成
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据了解，交警部门在攻坚战
一开始就已锁定辖区全部待淘汰
黄标车，停止办理黄标车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等业务；对于名下仍
有未淘汰黄标车的车主，车管所
将停止办理相关业务。机动车检
测机构停止对黄标车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综合性能定期检验，停止
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张厚美

检测机构停发黄标车合格标志

广元年底淘汰全部黄标车

本报记者王双瑾 通讯员王
青 秦骥西安报道 陕西省蓝田县
近日发出了加强禁烧通告，将全
县所有区域列为露天禁烧区，打
好春季蓝天保卫战。

据了解，通告明确了全县所
有区域均严格禁止露天焚烧秸
秆、落叶、杂草、废旧物品、垃圾等
能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蓝田县向群众发放《蓝田县
关于秸秆垃圾禁烧告广大群众的
一封信》，并组织县、镇（街）、村、
组等多方力量，通过在村组宣传
栏张贴公告、利用广播反复宣传

《秸秆垃圾禁烧倡议书》、利用微
信微博等新媒体多样化宣讲秸秆
焚烧的危害和法律后果等，强化
宣传引导，打好禁烧“预防针”。

同时，蓝田县强化执法查处，
实现环保、农业、林业、城管等部
门联动，利用网格化监管模式，保
障上下信息联络畅通，及时掌握
各镇街巡查情况。加大对重点时
段、重点区域的执法巡查力度。
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还将通过长期严厉打击秸
秆、垃圾焚烧违法行为，推进禁烧

“持久战”，有效遏制焚烧秸秆、垃
圾的违法行为。

蓝田县政府已成立了联合督
查组，对各镇（街）禁烧情况进行
严格督查，对发现的问题迅速处
置并定期通报，并公开了举报电
话。对禁烧工作不力、出现多处
或大面积焚烧情况的，将由蓝田
县监察局实施责任追究。

筑好宣传执法督查三大防火墙

蓝田全域禁止露天焚烧

◆本报记者李景平 王璟
通讯员刘守文 赵丽

这个冬季，山西省大同市的
天被刷成了蓝格莹莹的“蓝”。

作为山西最北的煤炭资源城
市，大同环京津冀，连晋冀蒙，地
处晋北盆地，扩散并无优势，却一
举从雾霾中突围。2016 年,大同

市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优良天
数达到 314 天，超山西省政府下
达的目标任务 53 天；优良率达到
86%以上，高于省定目标近 15 个
百分点。空气质量之优，居山西
之首。

大同拥有了与过去“煤都黑”
完全不同的“大同蓝”。这是如何
实现的？

大同是我国重要的煤炭重化
工基地，境内含煤面积 632 平方
公里，累计探明储量 376 亿吨，是
我国能源工业的重要支柱，被称
为“煤都”。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
构来说，过去煤炭产业在全市工
业经济所占的份额超过 50％。

但是，“一煤独大”也给大同
环 境 造 成 了 巨 大 的 污 染 。 2005
年，大同曾因空气污染居全国第
三而被列为全国“黑三甲”城市。

“煤都黑”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形象
造成严重影响。当时，“云冈大佛
披黑裟”成为大同环境污染给全
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旗号抹黑的
真实写照，而当时大同老百姓最
奢侈的生活愿望是，一件白衬衫
从早穿到晚，衣领还是干干净净
的。

对于大同来说，要改善空气
质量，改变传统产业结构势在必
行。

大同市“将生态与环境质量
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展的约束性
要求”，用环境保护倒逼落后行
业进行调整，积极引导、推动传统
行业转方式调结构。

近些年来，大同市积极推进
产业错位发展。2010 年，大同市

三次产业比例为 5.2∶48.7∶46.1，
而 2015 年已经调整为 5.3∶41.8∶
52.9，三 产 超 二 产 11.1 个 百 分
点。非煤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 业 比 重 50.9%，同 比 上 升 13.6
个百分点；煤炭工业增加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比重 49.1%，同比下
降 13.6个百分点。

大同市以文化旅游产业为龙
头、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积极推
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
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化解落后
产能 375 万吨。实施传统优势产
业提质工程、现代服务业发展工
程、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工程、能源
产业创新工程、特色农业增效工
程，构建起具有鲜明特点、支撑多
元、布局合理、链条高端的现代产
业体系。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煤与非
煤产业同时做强。同煤 60 万吨
甲醇项目、晋北物流园区、大同
通用航空制造产业园、装配式绿
色建筑集成产业基地、大同熊猫
电站等一批优势产业项目强力
推进，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互
补充，互相促进，形成煤与非煤产
业同时做强，产业结构可持续化的
良性循环。

“煤都黑”让大佛披黑裟，调整
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由 于 煤 炭 资 源 丰 富 ，大 同
市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并不稀
奇 ，如 何 减 少 煤 炭 使 用 量 才 是
关键。

为减轻燃煤带来的污染，大
同市专门划定了 89 平方公里禁

燃区，区内严禁使用原煤，推广清
洁能源。多年来，大同市拆除燃
煤锅炉 3000 余台，减少燃煤量约
189 万吨，减排烟尘 9070 吨、二氧
化 硫 15120 吨 、氮 氧 化 物 6840
吨 。 发 展 热 电 联 产 集 中 供 热

集中供热和天然气覆盖率均超
九成，古城焕发新生机

大同市环境监测人员在迎宾大桥上进行环境质量监测。

大同市委、市政府合理确
定区域环境质量目标，大同市
环保局根据环境质量目标核算
相应的环境容量，确定大气污
染物的综合治理方案。

大同市建立科学系统的环
境监测体系，展开对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多种污染
物的协同控制。现在，大同市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现场端自
动监控设备安装率、验收率、比
对 考 核 率 均 达 100%。 52 家 污
染源国控企业均建立纸质和电
子档案，无人机执法、网格化执
法和污染源在线监控综合执法
手段强硬有力。

大 同 市 发 挥 市 县 联 网 机
制，在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形
成了网格化检查、流动式巡查、
区域性督查三级督查机制，条

块结合，动态监管污染源，通过
强化管理手段夯实区域联防基
础，确保工作不留死角。

大同市加强对燃煤电厂、
水泥厂脱硫、脱硝、除尘设施的
建设和管理。市区 7 个火电厂
共计 717 万千瓦机组达到新的
国家排放标准，国电大同发电
公司、漳泽电力集团同煤塔山
电厂、同煤集团同达热电公司、
大唐国际云冈热电公司的全部
或部分机组完成了超低排放改
造，水泥行业全部完成了脱硝
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粉尘防治设
施的提标改造工程。

实施山西漳电大唐塔山发
电有限公司#1、#2 等 5 家电力
企业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减排二氧化硫 17140 吨、氮氧化
物 7100 吨；实施广灵金隅水泥

有限公司等 3 家水泥企业脱硝
工程，减排氮氧化物 810吨。

VOCs 治 理 同 样 不 容 忽
视。按照《大同市重点行业挥
发 性 有 机 物 综 合 整 治 实 施 方
案》，12 家制药、表面喷涂、有机
化工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综合治理全面开展。大同
市 30 家重点企业清洁生产技术
改造，有 29 家实施清洁生产审
核中产生的 59 项中高费方案，
实施率 93.2%，超额完成省定目
标任务。

“十二五”末与“十二五”初
相比，大同市二氧化硫净减排
19.65%，超规划目标 121%；氮氧
化物净减排 21.92%，超规划目
标 32.84%；烟尘净减排 11.33%，
超规划目标 74.31%；粉尘净减
排 8.87%，超规划目标 10.88%。

大同市委、市政府深化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生态文
明建设制度化和法治化，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形成了“大同
蓝”的组织保障。

大 同 市 着 力 构 建 党 政 同
责、一岗双责、权责一致、齐抓
共管的工作机制。建立了环境
保护工作协同治污、联合执法、
应急联动三大机制，提高区域
联控实效。对各区（县）污染防
治工作的监测、监管、评估制定
统一规则。针对重点企业和行
业进行重点监控。

目前，全市所有区（县）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网基本形成，
摆脱以往“单打独斗”的模式，
寻求全市各主体的联防联控。
环保、公安、商务、财政、交通 5
部门联合推进淘汰黄标车和老
旧车工作，近两年共淘汰黄标
车及老旧车 30182 辆。大同市
环保与气象部门联合建立重污
染天气会商机制，运用气象预

报与重污染天 气 预 警 双 平 台 ，
开 展 重 污 染 天 气 会 商 ，并 依
据 会 商 结 果 进 行 空 气质量潜
势分析，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
措施。

去年，大同市虽然没有启
动重污染天气预警，但是却在
山西省调度令指导下，根据市
气象、环保空气质量会商情况，
开展全市不利气象条件应对工
作。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大同
市先后出动环境执法人员 500
余人（次），全部下沉至街道社
区 和 污 染 点 源 ，实 行 夜 查 、突
查、日查、巡查、督查“五查”措
施，共检查企业 300 家（次），下
达 行 政 处 罚 699 万 元 ，其 中 按
日计罚 290万元。

“ 大 同 蓝 ”也 是 大 同 社 会
各 界 和 广 大 群 众 共 同 守 护 的
绿 色 成 果 。 大 同 市 鼓 励 公 众
积 极 参 与 监 督 污 染 问 题 ，通
过 媒 体 曝 光 、定 期 通 报 、畅 通
举 报 渠 道 等 方 式 提 高 公 众 环

保参与度。
大同市还建立区域环境监

管机制。注重信息的公开化，
确保公开的信息准确、统一，并
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包括相
关 执 法 的 规 章 制 度 和 管 理 措
施，形成一致的执法标准和尺
度。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
公室定期公布燃煤锅炉处罚名
单、通报秸秆火点情况、环境违
法企业整治处罚情况等，接受
社会监督。

大同市出台环境污染有奖
举报办法，设立 500 万元的污染
举报奖励，实现“12345”政府热
线 、“12369”环 保 热 线 和

“12369”环 保 微 信“三 平 台 ”无
缝对接，每年受理调处环境信
访 2000 余件，件件有落实，案件
办结率和回访率均达到 100%。

在不懈的努力下，大同告
别 了“ 煤 都 黑 ”，迎 来 了“ 大 同
蓝”，连续几年在山西省地级市
空气质量排名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大同市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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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多污染因子，合理确定污染治理方案3

全民共努力，迎来“大同蓝”4

5780 万平方米，集中供热覆盖
率达到 99.7%。发展天然气用
户 68.4 万户，覆盖率达 98.7%。
新建建筑中大力推广可再生能
源，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达到
81%。

大 同 市 在 大 力 推 进 古 城
复 兴 的 同 时 ，着 力 解 决 古 城
平 房 户 燃 煤 污 染 问 题 。 古 城
内 原 有 平 房 居 民 4 万 户 ，年 产
生 二 氧 化 硫 1280 吨 、氮 氧 化
物 290 吨 、烟 尘 1920 吨 ，面 源
污染非常严重。

面对这一问题，大同市委、
市政府以政府补助、专项资金
支持和相关县区配套的方式，
每年冬季向古城内平房居民每
户免费发放一吨环保型煤，优

惠（成 本 价）提 供 两 吨 环 保 型
煤。2015 年~2016 年两年间，大
同市用于型煤补助的资金达到
2000 万 元 。 在 古 城 复 兴 过 程
中，这项惠民政策进一步扩大
至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有 2.2
万户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平房
居民从中受益。

据统计，大同市古城内平
房居民已由原来的 4 万户减少
至 1000 户，每年可减排二氧化
硫 1250 吨、氮氧化物 282 吨、烟
尘 1870 吨。大同市城中村和城
乡接合部 2.2 万户平房居民使
用型煤，每年减排二氧化硫 246
吨 、氮 氧 化 物 80 吨 、烟 尘 527
吨。

此外，为了有效改善用能

结构和人居环境，大同市还在
阳高县大泉山等村、浑源县荆
庄等村，实施共计 2050 户的“煤
改电”采暖电气化试点工程，项
目完成后预计每年可节约 0.64
万吨标煤，约折合 0.91 万吨原
煤，年减排二氧化硫 145.6 吨、
氮 氧 化 物 26.7 吨 、烟 尘 218.4
吨。

大同市还积极发展新能源
工业，新能源基地建设项目采
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
范基地一期 100 万千瓦项目已
成功并网。全市风力发电总装
机 165 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总计
155 万千瓦，分别占到山西省的
23%（724 万千瓦）和 53%（292 万
千瓦）。

上图

下图
大同市大力实施企业出城入园，现已建成七大工业园

区。图为塔山循环经济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