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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会商指出

北方大气污染扩散气象条件整体偏差
本报记者杜宣逸11月15日北京报道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和生态环境部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近日针对 2018 年 11 月后半
月到 2019 年 2 月气候趋势和大气污染扩散
气象条件组织了联合会商。

冬季气候趋势：大部地区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高

预 计 2018 年 11 月 后 半 月（11 月 16
日-30 日），全国气温呈西冷东暖分布。新
疆、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部等地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
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降水南多北少，江
南大部、华南大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
西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
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

预 计 2018-2019 年 冬 季（2018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但季节内冷暖波动较大，前冬相
对偏冷，后冬偏暖。新疆北部、黑龙江大部、
吉林东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黑龙江
东部气温偏低 1-2℃；全国其余地区气温接
近常年同期到偏高。降水呈南北多中间少，

东北、新疆北部、西北地区北部、江淮江南及
华南北部、西南地区西部降水偏多；西北地
区东部和华北西部降水偏少两成至五成。

秋冬季北方地区大气污染扩散气
象条件偏差

预计2018年11月后半月影响我国的冷空
气活动偏多，京津冀气温接近常年同期，降水
偏少两成至五成，大气污染扩散条件接近近十
年平均，较去年同期偏差。汾渭平原气温接近
常年同期，降水偏多一成至两成，大气污染扩
散条件接近近十年平均，较去年同期偏好。长
三角气温正常到偏高，降水偏多两成左右，大
气污染扩散条件接近近十年平均和去年同期。

预计 2018-2019 年冬季，极涡偏向西半
球，欧亚中高纬大气环流总体以纬向环流为
主，东亚冬季风偏弱，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弱，
我国北方地区静稳天气发生概率较高，污染
物扩散条件偏差。京津冀大气污染扩散条
件接近近十年平均，较去年偏差。汾渭平原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接近近十年平均，较去年
偏差。长三角大气污染扩散条件接近去年，
较近十年平均偏好。

中央督察 边督边改

本报记者张东风 刘立平 通讯员蔡笛长沙
报道 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进驻湖南
期间，湖南省 14 个市州党政负责人纷纷走上

“一线”，对群众密切关注的环境问题进行现场
核实，对问题整改进行现场督办，切实确保责任
落实到位。

市委书记督整改——
“必须真改，见行动见实效”

“环境保护整改必须真改，见行动见实效。”
近日，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深入
一线，随机抽取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期间群众反映投诉较多的“湖南联合餐厨垃圾
处理有限公司臭气扰民”问题，进行现场督办。

在走访企业车间、周边居民区和商户后，胡
衡华提出，企业要倒排时间、加班抢工，尽全力
将周边群众所受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他强
调，企业是落实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也是筑牢
环境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一定要增强社会责任
意识，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确保环境问题彻底整
改到位。

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
前不久采取不打招呼、轻车简从、直奔一线的方
式，深入湘潭市雨湖区、湘乡市等地，督导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信访件处置情况。曹炯
芳先后对企业生产气味扰民、采石场越界开采
等多个群众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进行了实地核
实。针对情况属实的问题，他表示，要落实好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做到问题
查清、整改到位、责任落实、群众满意。相关职
能部门要尽快协调处理，依法妥善处理群众合
法合理诉求。

11 月 13 日下午，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郑建新深入松木经开区调研民营企业
发展并督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 办 信 访 件 问
题 整 改 情 况 。 郑 建 新 实 地 察 看 并 详 细 了 解
了 有 关 企 业 在 环 境 保 护 及 污 染 防 治 方 面 的
建设情况，要求抓好环境污染问题的排查整
改。同时他强调，企业要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
的社会责任，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保护好环
境，自觉增强环保意识，守住环保底线，建好环
保设施，落实管控措施，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双赢。

“检测措施是否到位？”“整改方案是否精准
细致？”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近日带队深入永
定区部分涉渣土、粉尘、污水等治理项目现场，
对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现场督导。每到

一处，虢正贵都要对照台账找问题、看实效，并
详细了解问题的成因及解决问题的整改方案。
虢正贵提出，要严格按照反馈意见，对照问题，
制定具体整改措施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单位、整
改时限、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各有关部门要确
保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

市长抓整改——
明察暗访一个不少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常德市
委副书记、市长曹立军曾先后实地督导检查石
板滩矿坑污染整治、珊珀湖水污染综合治理等
工作。他在现场指出，对于重点、难点、攻坚克
难的工作，要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做到干部
在一线工作、领导在一线指挥、问题在一线解
决、能力在一线提升、绩效在一线考核、奖惩在
一线兑现，扎实抓好问题整改。

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仁督察期间曾
先后前往郴州北湖区宏源肉业和桂阳县宏升搅
拌站，对涉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项目
整改落实情况开展暗访并提出要求，要扎实做
好整改落实工作，确保整改到位。经现场确认，
宏源肉业目前全面停产整顿，正计划外迁；宏升
搅拌站采取了有效措施控制灰尘、降低噪声，同
时也启动了搬迁计划。

积极回应——
及时召开市委常委会，安排部署整改

11 月 14 日晚，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通报了
湖南首起典型案例——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
园云溪片区环境问题突出。

岳阳市 11 月 15 日召开市委常委会，安排部
署整改事项。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表
示，要牢记嘱托、坚定站位，政治立场一步都不
能退；要牢记教训、立即行动，问题整改一刻都
不能停；要牢记使命、彻底自查，环保任务一项
都不能丢；要牢记责任、严明纪律，问责追究一
次都不能软。会议决定，从即日开始全市就要
进入决战状态，要分秒必争、赶抢进度，从速从
快予以整改，最大限度地恢复水体原貌，所有未
达标废水严禁排入园区工业废水管网，确保在
最短的时间内销号交账。

为“督出实效，抓出成绩”，连日来，湖南多
个 市 州 党 政“ 一 把 手 ”进 工 厂 、下 矿 区 、查 水
域 、访 民 居 ，走 在 一 线 ，切 实 回 应 民 众 环保
诉求。

本报记者肖颖 普毛毛西安报道 陕西省生态
环境厅、陕西省核安全局近日正式挂牌，标志着
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开启了新征程，迈出
了 新 步 伐 。 陕 西 省 副 省 长 陈 国 强 和 陕 西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党 组 书 记 、厅 长 冯 振 东 共 同为省生态
环境厅揭牌。

陈国强强调，新的生态环境厅成立以后，要认
真履行新的职能，按照新的要求一如既往做好各
项工作。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和陕
西省改革要求，尽快完成职能转变，发挥“环保
铁军”的作用，严守政治规矩和廉政底线，把职
责履行到位。二是要深刻汲取秦岭北麓违规建
别墅问题的教训。在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上
狠下功夫，加快完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
制。三是要认真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配合保障工作。

新组建的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将原陕西省环保
厅的职责，以及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应对
气候变化和减排、南水北调工程项目区环境保护
职责，原省国土资源厅的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职
责，省水利厅的编制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管理
和流域水环境保护职责，原省农业厅的监督指导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职责等整合，作为陕西省政府
组成部门。

“ 伟 大 的 变
革——庆祝改革
开 放 40 周 年 大
型展览”日前在
北京国家博物馆
举行。展览设计
了关键抉择、壮
美篇章、历史巨
变、大国气象、面
向未来等主题展
区，充分展示 40
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发
生的伟大变迁。
图为观众在生态
保护展台参观。
本报记者邓佳摄

71个整改事项已完成70项

◆本报记者李贤义

“如不治理，30 年后，草海将会成为一片沼
泽，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颈鹤也将失去栖息之
地。”贵州草海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冯兴忠向中
央第五生态环保督察组汇报时说，现在的草
海，半湖碧波半湖草，每年飞来越冬的黑颈鹤
2000 多只，增强了周边群众的幸福感和自豪
感 ，提 升 了 当 地 党 委 和 政 府 的 公 信 力 和 权
威性。

威宁县草海海拔 2200
米左右，素有“高原明珠”之
称，是贵州省最大的天然淡
水 湖 。 从 上 世 纪 50 年 代
起，围湖造田、人口搬迁等
人类活动给草海带来了毁
灭性的破坏。人进湖退、人
来鸟飞，草海面临着“消失”
的严重威胁。

2017 年 4 月，中央第七
环保督察组指出，草海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存在违法建
设问题突出、县城总规划用
地突破保护区红线、水体环
境 受 严 重 污 染 等 八 方 面
问题。

由 此 ，围 绕 着 草 海 问
题 ，当 地 开 始 了 一 系 列 的
整治。

冯兴忠介绍说，水体富
营养化和水土流失是草海
面临的最突出问题。经过退
城还湖、退村还湖、退耕还
湖、治污净湖、造林涵湖“五
大工程”，目前八方面 71 个
整改事项已完成 70项。

由于历史规划和基础
设施滞后等原因，老城区的
污水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
管网收集。目前，老城区草
海 集 雨 区 雨 污 分 流 工 程

（22.2公里）建成。
污水直排曾是草海水

体污染治理面临的最突出
问题。目前，威宁县城草海
日处理 1 万吨污水处理厂、
环草海 19 个分散式污水处
理站建成投运。过去老城
区 每 天 近 8000 吨 城 市 污
水 、6000 吨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直排草海得以有效控制。

比污水处理更难的是
草 海 周 边 的 农 业 面 源 污
染。草海周边分布着很多
农 耕 地 ，被 雨 水 淋 刷 后 近
70%的 化 肥 和 农 药 流 入 草
海湿地，直接导致了水体富
营养化。目前，草海 6 万亩
退耕还湿还草工程完成，完
成水土流失治理 12.83 平方
公里。

开展草海周边生态敏感
区棚户区改造和移民搬迁工
程 ，目 前 已 拆 除 房 屋 5940
户，涉及人口约2.24万人，拆
除面积约68万平方米。

威宁县城垃圾收运系
统逐步完善，乡镇垃圾收运
体系已启动建设，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正在加快推
进，基本做到了村收集、镇
转运、县处理。

书记市长一线督战，现场办公破难题

记者从督察组信访受理室了解到，虽
然草海治理涉及大面积拆迁，但在“回头
看 ”期 间 ，迄 今 还 没 有 接 到 相 关 的 投 诉
举报。

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省长谌贻琴先
后深入草海环保问题整改点逐个核实整改
进展、逐个了解整改难点、逐个会商整改措
施，把草海治理列为贵州省环保整改的一
号工程。

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先后 3 次将市委
环保问题整改督战会搬到威宁开，市长张
集智亲自包保草海环保问题整改，先后多
次深入一线实地督战、现场办公。

为 限 时 整 改 到 位 ，威 宁 县 政 府 和
政 协 主 要 领 导 牵 头 组 织 拆 除 补 偿 谈
判 ，经 常 谈 到 凌 晨 ，10 天 内 拆 除 323
户 杨 湾 桥 一 级 保 护 区 内 原 住 民 房 ，15
天内完成前进商贸项目及位于草海保护
区 内 的 金 岭 蓝 湾 、养 生 基 地 房 地 产 开 发

项目拆除并覆土复绿。
在拆迁现场，面对成片的建筑垃圾，中

央第五生态环保督察组组长黄龙云提出，
要研究建筑垃圾再利用，不要形成二次污
染。拆迁一定要做到教育到位、补偿到位、
安 置 到 位 ，落 实“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宗 旨
要求。

张集智坦言，草海治理曾面临三难：由
于历史遗留问题多，下决心整改难；作为深
度贫困县，承担着非常艰巨的脱贫攻坚，筹
措资金难；治理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瓜
葛，关系协调难。

陪同督察组检查的贵州省领导说，草
海治理涉及的领域广、范围大、资金多、群
体复杂。通过中央环保督察，坚定了草海
治理的决心，由之前的部门行为上升为党
委政府主导的全民行动，解决了以前想解
决但解决不了的问题，办成了以前想办不
能办的事情。

草海正在恢复“明珠”气质

在威宁县城草海污水处理厂内记者了
解到，虽然出水水质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但污水处理后，并不直接外
排，而是先进入人工湿地，进一步吸附氮磷
后，作为补充水源注入草海。

11 月 10 日，记者现场看到，在阳光照
耀下，草海的粼粼波光倒映着朵朵白云，水
草摇曳，绿植成片，水鸟翩翩。

站在美丽怡人的草海岸边，黄龙云建
议，要把草海保护纳入贵州省人大的立法
规划，出台相关保护条例，进一步把草海治
理成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高原明珠”。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在草海督察期间，草海周边聚集了许
多村民。不少村民向记者表示，曾经的“贵
州最大的天然污水厂”没有了，草海现在变
清澈了。

中央环保督察解决了以前想解决但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今的草海——

天上能看鸟 水中能看草

污染容易治理难，草海整改已投入61亿元

环保投入有多少？资金来源有哪些？
运维成本是多少？这是黄龙云在贵州省下
沉 市（州）县 督 察 时 都 会 关 心 和 提 到 的
问题。

国家发改委批复的《贵州草海高原喀
斯特湖泊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规划》列出
了 107 亿元的资金，但项目资金争取周期
长、资金规模小、缺少大项目支撑已是一个
突出问题。

毕节市副市长蒋从跃介绍说，作为深
度贫困县，目前威宁县已筹集兑现约 61 亿
元，投入到草海整改和综合保护工程中。
下一步，将探索高原湿地经济发展模式，在
守住草海生态的同时，也为周边农户创造
更多经济效益。

陪同督察的地方领导告诉记者，虽然
草海治理给当地政府带来暂时的资金困
难，但化解了社会风险和生态风险。

本报记者刘蔚11月15日马来西亚古
晋报道“在应对空气污染方面，中国走在了
亚 洲 前 面 。”亚 洲 清 洁 空 气 中 心 执 行 总 监
Bjarne Pederson 在第十届更好的空气质量
大会（BAQ 大会）上说。

11 月 14 日-16 日在马来西亚古晋市举
行的 BAQ 大会，聚集了 50 多个国家 600 多
名参会者，包括全球顶尖的空气质量专家、
亚洲国家和城市政府管理部门官员、行业专
家 。 美 国 健 康 效 应 研 究 所 副 主 席 Robert
O’Keefe 在大会上表达了相近观点，他说：

“中国正成为清洁空气领域的引领者。中国
对空气污染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应，带来了巨
大的公众健康效益。”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理事贺克斌在会上说：

“自中国 2013 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以来，中国的空气质量有了大幅的改善。
74 个重点城市的 PM2.5 浓度在 5 年间下降了

34.7%，二氧化硫、PM10、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
分别下降了57.5%、32.2%、32.0% 、9.1% 。”

在亚洲，98%的城市无法达到世界卫生
组织的 PM2.5 指导值。此次 BAQ 大会正是
为了解决这一环境问题，推动亚洲国家和城
市采取更有效的行动。Bjarne Pederson 说：

“空气污染问题非常紧迫，我们必须团结协
作，开发新的解决方案、设计和方法，共同建
设一个更清洁、更环保、更健康的亚洲，以实
现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会议由亚洲清洁空气中心、马来西亚清
洁空气论坛协会、马来西亚国家资源与环境
部、马来西亚砂拉越州自然资源与环境委员
会共同举办，主题为“区域行动 全球变革”。

为期两天半的会议共有超过 40 个分论
坛。11 月 15 日，中国日论坛“中国清洁空气
之路”亮相 BAQ 大会。北京市、成都市等代
表在论坛上介绍了清洁空气行动经验，分享
了中国大气治理成果。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挂牌成立

湖南14市州党政“一把手”上一线
现场核实环境问题 现场督办问题整改

本报记者杜宣逸11月15日北京报道
11 月 12-15 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
原经历了一次大气重污染过程，生态环境部
第一时间向各有关省（市）下发预警提示信
息，要求各地根据空气质量预测预报情况及
时启动预警；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前往河
北省保定市，实地检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工作开展情况；290 个现场工作组在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指导各地开展重污染
天气应对工作。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
合中心及时组织环境、气象等领域专家开展
会商，对本次污染过程进行分析解读。

总体状况：前期区域南部污染较
重，后期北京成为区域污染辐合中心

此次污染过程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中
南部和河南北部区域，共 12 个城市日均浓
度达到重度污染水平，PM2.5 日均浓度最高
达 220 微克/立方米（北京和石家庄，14 日），
PM2.5 小时浓度最高达 289 微克/立方米（邢
台，13日13时）。北京市持续42个小时重度及
以上污染，11月 13日和 14日 PM2.5 日均浓度
分 别 为 180 微 克/立 方 米 和 220 微 克/立 方
米，PM2.5小时浓度最高达 261微克/立方米。

自 11 月 12 日开始，污染物最先从河南
省中北部和河北省南部多地迅速积累，在高
压系统后部作用下，污染带逐渐延山向北传

输，逐渐影响北京。13 日，在高压后部弱气
压场持续控制下，京津冀区域受逆温、高湿、
东南小风等不利条件影响，污染物进一步向
燕山—太行山前汇聚。北京市于 13 日 11 时
达到五级重度污染，之后继续缓慢上升。14
日白天，区域北部受低压系统控制，在西北
高东南低的“簸箕形”地形影响下，区域污染
在太行山和燕山山前累积，同时，湿度进一
步加大，二次转化加剧，北京市于 14 日 11 时
至 13 时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水平；15 日
凌晨开始，随着西北冷空气逐渐渗透，影响
京津冀区域，混合层抬升，湿度降低，空气质
量缓慢改善。北京市 15 日 8 时起空气质量
恢复为良。

截至 15 日 20 时，区域中北部大部分城
市空气质量恢复到优良，但受冷空气缓慢南
移造成的污染传输影响，南部部分城市依然
维持中至重度污染。

总体来看，这次区域过程，前期区域南
部污染较重，中期太行山前石家庄—保定—
北京一线浓度较高，后期北京成为区域污染
辐合中心、污染较重，污染带甚至一度到达
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市。在缓解过程中，
冷空气由北至南缓慢移动，污染带向南推
移，南部地区空气质量将受污染回流影响有
所加重。

下转三版

专家解读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12日至15日重污染过程

第十届“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召开
专家认为中国正成为清洁空气领域的引领者

本报记者牛秋鹏11月15日北京报道 截至
11 月 15 日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 和 汾 渭 平 原 39
个 城 市 启 动 重 污 染 天 气 应 急 响 应 。 随 着 空 气
质量的变化，各地陆续解除或调整重污染天气
预警。

11 月 15 日，2018-2019 年 蓝 天 保 卫 战 重 点
区 域 强 化 监 督 工 作 组 共 检 查 启 动 重 污 染 天 气
应 急 响 应 城 市 1785 家 企 业（点 位），发 现 有 48
家 企 业（点 位）未 严 格 执 行 重 污 染 天 气 应 急 响
应要求。

生 态 环 境 部 将 继 续 跟 进各城市预警情况，
调度工作组采取日查、夜查结合的方式，督促各地
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

问题汇总表详见今日六版

生态环境部通报2018-2019年蓝天保卫战
重点区域强化监督重污染天气应对检查情况

打赢蓝天保卫战 强化监督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