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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科学研究作支撑，政
策的制定才有针对性。2017 年
以来，德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得
到进一步改善，在生态环境部
对“2+26”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目
标完成情况评估考核中，德州
市被评定为优秀。

2017 年 ，德 州 市 夺 得“ 蓝
繁”增加天数、PM10 改善幅度、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幅度及

省级生态补偿资金“四个全省第
一”。在全省 17市环保突出问题
综合整治攻坚行动综合评估中，
得分位居全省第二。争取国家、
省环保资金 4.51亿元，其中大气
资金2.38亿元。

今 年 1 月 ~6 月 ，德 州 市 大
气 4 项主要污染物全部实现同
比改善，改善幅度在全国 169 个
城市中位列第八，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2017 年 12 月 22 日，大气重

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2+26”城
市跟踪研究工作现场交流会在德
州成功召开。国家大气污染防治
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柴发合表
示，在德州召开现场会，是对德
州跟踪研究和政府结合途径做
法的认可，同时，也为全国开展
相关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本报讯 近年来，德州市环保
局主动适应环境保护的公共服务
属性，积极应对多元化、立体化、网
络化的新媒体发展趋势，在如何讲
好环保故事，实现与社会公众的良
性友好互动，推动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绿色化、低碳化等方面进
行了探索和创新。

讲好环保故事，凝聚治
污合力

为用好传统媒体，讲好基层
环保故事，德州市环保局在市级
媒体开辟专题专栏，加密报道频
次，对环保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及时报道。每月通报空气质
量数据及县市区排名，对典型环
境违法案件进行公开曝光。

德州市环保局把信息公开

作为推动污染治理的重要抓手，
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监督作
用，打好各类污染治理攻坚战。
利用“一台一报一网”等平台，结
合地方实际，及时做好各类问题
整 改 的 信 息 公 开 工 作 。 在“ 一
报”“一网”设立“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强化督查”专栏，每周四在
地方电视台新闻栏目安排一次
不少于 3分钟的专题报道。

围绕环保宣教工作，德州市
细分受众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
形式多样的环保宣传活动。编印

《向污染宣战的法律利器——详解
新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百问百
答》《60个家庭环保小妙招》等系列
科普读本，以简明易懂、图文并
茂的形式，对环保常识进行详细
解答。市县两级环保部门定期
开展环保宣传进机关、进学校、

进社区等“十进”活动。
德州市环保局积极探索环

境宣传的新途径、新方式，巩固
扩大环保宣传效果。联合团市
委、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城管执
法局等部门开展“小手拉大手，
共筑碧水蓝天”系列活动；联合
教育部门开展省级环境教育基
地创建和“生命之水”青少年科
普知识课堂活动；联合市社科联
开展环保主题亲子涂鸦系列活
动；与市邮政管理局、快递行业
协会联合开展“绿色快递、文明
生活”宣传，倡导市民抵制过度
包装，节约资源。全市环保宣传
的 大 众 性 、基 层 性 实 现 跨 越 提
升，德州环保故事的讲述者队伍
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广。

为提高公众参与热情，德州
市环保局邀请党校学员、群众代

表 、社 会 团 体 参 观 环 境 监 控 中
心，强化公众环境意识。组织开
展绿色骑行等活动，倡树绿色出
行、低碳生活新风尚。注重做好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的宣
传引导，推动公众以实际行动积
极参与应急减排。

打造科普平台，坚守舆
论阵地

德 州 市 环 保 局 将“ 互 联
网+”思维全面融入宣教工作，
搭建起以“一网双微”（即官方
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为主
体的新型宣传互动平台。开设

“ 坚 决 打 赢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攻 坚
战”、“环保一线”、“空气质量实
时报”等栏目，及时发布环保权
威信息、大气水环境质量和环保

工作动态。
为打造有影响力的宣教科

普平台，德州市环保局充分发挥
新媒体与受众零距离沟通的优
势及受众面广的特点，积极发布
环 保 科 普 常 识 ，开 设“ 有 所 不
知”、“大气污染防治百问百答”
等专题，回应群众关心的环境问
题，拓宽环保科普宣传的深度和
广度。

德州市环保局建立完善政
务 微 博 舆 情 处 置 机 制 ，限 期 处
理，及时回复，并形成舆情快报，
做到舆情信息件件有回应、事事
有结果，提高政务新媒体的传播
力与公信力，实现舆论氛围的有
力引导和营造。

在 2018 全国环境互联网会
议发布的中国环境政务新媒体
排行榜中，德州市环保局获得市
级最具影响力机构综合榜第六
名。德州市环保局官方微博“德
州环境”在此次评选中，连夺市
级最受认同、最具人气、活跃度
最高等多项殊荣。德州环境政
务微博粉丝逾 80 万，已成为宣
传工作、促进交流的重要平台，
品牌效应日益显现。 赵晶

应对媒体发展新趋势

德州打造环境宣教互动平台

党政同责引领 一市一策助力

德州环境治理向精准化迈进
◆本报通讯员赵晶

德州市委、市政府把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摆上全局工作
的重中之重位置，形成了“党委政
府统揽、分线作战”“谁分管、谁负
责”“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治理
大格局。

德州市委把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纳入各级党委（党组）中
心组学习重要内容，推动形成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出台了《德
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职 责》。 成 立 市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委 员 会 ，构 建 起
网 格 化 环 境 监 管 模 式 ，实 现 压
力 逐 级 传 导 。 出 台《德 州 市 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实施细则》《全市环境保护工
作责任清单》等文件，以鲜明的责
任担当、强有力的督察问效守住
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坏”
的红线。

针对德州市大气污染实际情
况，专家团队成立课题组，5 位驻
点组长轮流驻点，日常保持 8 人~
10 人，3 名~4 名博士常驻。德州
市环保局、市监测站、市气象局、
市经信委、市交警支队抽调精干
力量参与课题研究工作。

课题组在德州市深入开展源
解析、源清单调查，提出治尘、限
车、控煤等措施建议，针对流动重

点源和挥发性有机物实行“一行
一策”“一企一策”监管，在地方环
境管理决策中切实发挥了科技支
撑“一市一策”的作用。

同时，课题组向德州市无偿
提供价值 1000 多万元的 监 测 设
备 ，开 展 走 航 观 测 和 道 路 积 尘
负 荷 移 动 式 监 测 ，布 设 网 格化
传感器监测系统，建立大气污染
源基础数据库。在课题组的帮助
下，德州市的精细化分析能力、环
保科研力量、研究水平得到明显
提升。

针对德州的实际情况，课题
组坚持点面结合，精细化编制治
理方案，在上海交大编制完成污
染源清单的基础上，认真梳理重
点行业、重点企业问题，参与编制
科学务实的秋冬季攻坚方案及扬
尘污染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货运车限行等系列专项方案，推
动大气污染防治向精细化转变。

为强化监测数据应用，德州
市按照条块结合的原则，全面分
析站点数据、跟踪在线监控源排
放情况。妥善应对站点高值，落
实省控站点站长负责制，对站点
高值及时发布预警；严格监管排
放大户，通报错峰生产期间不正
常排放的企业；关注各区县的空
气质量数据，分析查找空气质量
管理问题。

为确保决策执行到位，课
题组全方位介入德州市大气污
染治理工作，全面解析大气污
染成因。

在日常工作中，课题组与
德州市建立会商机制，每日一
商、每周专报、逢重污染加密，
累计形成会商意见 104 期、专报
30期。

德州市开通会商意见呈报
绿色通道，通过政府办公室，以电
子邮件形式把每期会商意见当日
报送市政府主要领导和 4位分管
市长。建立完善“市长批办、专班
跟踪督导、县市区落实”的闭环
工作模式，确保每一条专家建
议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针对 2017 年度大气攻坚方
案中的 13 类 28 项措施，课题组
逐项跟踪问效，全面评估。德
州市政府秋冬季攻坚专班建立
逐项量化调度考核机制，推进
所有工作措施的高质量落实。
全 市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工 作 依 托

“一市一策”课题组研究成果，
实现了从了解和解决面上问题
向精细化治理的转变，进一步
明确了工作怎么干、工作重点
和主攻方向。

课题组及时将研究成果应
用于实践，为德州市提供了针
对性极强的工作指导，明确了

“怎么干好”的努力方向，使德
州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实现了

由感性到理性、由定性到定量、
由粗放到精细的转变。课题组
在治尘、柴油车尾气治理、重点
行业、VOCs治理方面的研究成
果，全部转化为德州市推进污
染治理的决策和行动。

在积极研究提供科技支撑
的同时，课题组努力培养当地
科研队伍，吸纳德州市环保局、
监测站、气象局等单位本地技
术人员，联合开展监测采样、重
污染过程分析和减排措施评估
等方式，共同开展相关研究工
作 。 通 过 技 术 培 训 和 参 与 研
究，德州当地技术人员能力得
到提升，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
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逐项跟踪问效 全面评估成果

科技支撑治气 夺取“四个第一”

本报讯 德州市政府日前
印发《德州市 2018 年水污染防
治 工 作 方 案》（以 下 简 称《方
案》），明确 2018 年水污染防治
目标和措施。

根据《方案》，德州市 2018
年水污染防治目标要求包括约
束性指标和考核指标。约束性
指标为：主要河流水质稳定达
到Ⅴ类水质要求（21 项指标）；
饮用水水质确保安全。考核指
标为：主要河流水质在 21 项指
标全面达标基础上，化学耗氧
量 、氨 氮 分 别 达 到 35mg/L 和
1.8mg/L，其中徒骇河达到或优
于地表水Ⅳ类标准；建成区黑

臭水体全面消除并保持稳定；
全市6个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水
质极差比例控制在33.3%以下。

《方案》明确，市、县人民政
府签订年度水污染防治目标责
任书，细化分解年度任务，将水
污染防治工作各项任务措施的
落实情况列为德州市政府环保
督查的重要内容，每月调度通
报各县（市、区）水污染防治工
作情况，向社会公开排名。

“实行每月调度通报排名，
目的在于传导工作压力，压实
属地管理责任，确保防治任务
落到实处。”德州市环保局副局
长尹秋贞说。 刘春霞

德州出台水污染防治方案
每月调度通报县市区排名

本报讯 为解决企业挥发
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问题，德
州市环保局直属分局日前邀请
专家对中心城区有机化工、印
刷、表面涂装等行业企业进行

“把脉问诊”，实现对 VOCs 排
放企业的精细化管理。

专家对中心城区相关企业
生产状况、治污设施运行情况
进行现场查看和采样监测，从
污染物集气装置的收集效果、

治污设施设置的合理性、排放
是否达标等方面，对企业进行
全面“体检”。针对集气罩收集
效果不理想、UV 光解设施内
部 活 性 炭 和 过 滤 棉 设 置 不 合
理、风机大小不适配等个性问
题，专家组一一提出解决方案。

目前，德州市环保局直属
分局已对辖区内存在问题的企
业下发整改通知，要求限期整
改，确保达标排放。 蔡庆伟

本报讯 今年以来，德州市
把做好污染源普查作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机遇和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前提基础，坚持
全市统筹、市县联动、全程质控
的原则，精心筹划、狠抓落实。

德州市成立了以分管副市
长为组长、市直 23 个部门负责
人为成员的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市政府印发实施方
案，明确普查工作的任务目标、
路线步骤。市县两级财政强化
普查经费保障。截至目前，市
县 两 级 财 政 已 落 实 普 查 经 费
1668 万元。

为确保普查数据质量，德
州市采用“省市县三级审核，全
程质控”的方式推进普查。县
级层面，技术人员跟进清查，提
供技术指导，在普查现场解决
具体问题，在录入环节解决初
筛问题，实现过程质控。市级
层面，集中技术力量对普查数
据进行全面复核，对发现问题当
天落实核定，强化后期质控。省
级层面，配合开展好省级抽查核
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通过现场清查、数据比对校
核，截至目前，德州市清查建库
工作已经全面完成。 刘淑菊

德州全面推进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省市县三级审核普查数据

本报讯 为深化水污染 治 理
与 水 生 态 修 复 ，德 州 市 陵 城 区
新建一处高标准开放式复合人
工 湿 地 公 园 。 目 前 ，湿 地 主 体
工 程 全 部 完 工 ，进 入 供 水 打 压
测试阶段。

据了解，人工湿地是陵城区
实施水污染防治工程项目之一，
位于陵城区第一污水处理厂东
侧，总投资 6800 万元，占地面积
约 200 亩，周长 5000 米，处理能力
可达 30000t/d。通过湿地河道中
的土壤、人工介质、植物、微生物

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协同作
用，对第一污水处理厂的排水进
行深度净化，形成一个完整的水
处理体系，确保出水水质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Ⅴ类标准。

在建设过程中，陵城区在人
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湿地景观
资源的基础上，以功能利用、湿地
教育、观光游玩为主题，设计了亲
水平台、栈桥、主题文化墙、儿童
乐园等旅游休闲设施，供居民休
闲观光并深入了解湿地运行，更
好地发挥湿地效应。 周媛媛

本报讯 为有效治理燃煤污
染，今年以来，德州市平原县坚持

“分类施治 不留死角”的原则，全
面深化燃煤锅炉治理，累计淘汰
520台10蒸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

平原县对 10 蒸吨及以下燃
煤锅炉全部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或
拆除取缔，淘汰取缔 520 台，共计
610 余蒸吨。加快燃煤机组和 10
蒸吨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进度，全县 35 台 10 蒸吨以上燃煤

锅炉全部完成节能环保提升改
造，实现锅炉超低排放和热效率
不低于 83%的“双达标”。

针对燃气锅炉，平原县大力
实施低氮燃烧改造，列入和未列
入市考核名单的燃气锅炉全部完
成改造任务。

下一步，平原县将加强燃煤
锅炉整治后续监管工作，确保整
治效果，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王美英

本报讯 德州市齐河县紧紧
围绕涉气企业点源治理，以重点
企业减排为目标，精准施策，严格
监管，督导工业企业完善环保治
理设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在 加 强 环 保 设 施 建 设 的 同
时，齐河县不断加大监管力度，确
保企业环保设备正常运行，达标
排放。今年以来，全县先后出动
环保执法人员 3000 余人次，检查
企业 700 家次，下达《责令改正环

境违法行为决定书》83 份，立案
处罚 23 起，向公安机关移交环境
违法案件 1 起，形成打击和震慑
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今年 1 月~6 月，齐河县 4 项
主 要 污 染 物 PM2.5、PM10、二 氧 化
硫、二氧化氮浓度同比分别改善
18.4%、14.2%、20.6%和 22.2%，全
县优良天数达到 104 天，同比增
加 17天。

刘学芹

陵城区人工湿地公园添新丁
净化排水水质，完善水处理体系

平原县重拳整治燃煤锅炉
淘汰 520台 10蒸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

提升治污能力，确保达标排放

齐河县强化涉气企业点源治理

精细化管理VOCs排放企业
专家把脉问诊，要求限期整改

山东省禹城市环保局日前启动“绿色浸童心”环保宣讲活动，宣讲员先后走进辖区内各幼儿园、“四点半课
堂”，为孩子们送去一堂堂生动的环保教育课，让绿色环保理念更加深入童心。 张磊摄

德州市武城县环保局日前联合县交通运输局、县交警大队，对
柴油车辆开展联合执法。图为执法人员对车辆进行现场检测。

纪洪磊 梁珊摄

山 东 省 德 州 市 委 、市 政 府 始
终保持绿色发展的定力，从思维、
路 径 、机 制 入 手 ，坚 持 科 学 治 污 、
综合施策，推动生态环境治理迈上

新台阶。
2017 年 10 月 ，针 对 京 津 冀 及 周

边地区的“2+26”城市大气污染比较
严重的情况，生态环境部成立 28 个跟
踪研究专家团队下沉地方开展工作，
对“2+26”城市进行驻点指导，为各地

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综合解决
方案。

在 德 州 市 委 、市 政 府 大 力 支 持
下 ，2017 年 8 月 德 州 市“ 一 市 一 策 ”
课 题 组 正 式 成 立 。 在 防 治 大 气 污
染 的 过 程 中 ，专 家 团 队 与 德 州 市 深

度 融 合 、密 切 配 合 ，通 过“ 包 产 到
户 ”的 跟 踪 研 究 机 制 ，掌 握 防 治
工 作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提 出“ 一 市
一 策 ”的 综 合 解 决 方 案 ，有 力 推
动 了 全 市 环 境 质 量 的 持 续 改
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