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方案》明确了组织领导、科技支撑、公众参
与和目标考核在内的四项保障措施。将土壤污染综
合防治先行区建设考核纳入新区绩效考核体系，考
核结果作为各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
的重要参考。

明确四项保障，先行区建设纳入绩效考核

实施土壤环境分区管理

打造“健康土壤”先行区

开展集中排查整治行动

2 管控重点区域污染风险

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3 有序推进“无废雄安”建设

1

雄安新区“健康土壤”
先行区建设十项重点任务

到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年

到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年 先行区土壤环境监
测体系建立健全，土壤环

境质量得到初步改善，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
面管控，“智慧土壤”全面建成，“健康土壤”
先行区初步建立。

到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2035年 先行区土壤环境质量
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

性循环，土壤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健康土壤”先
行区全面建立。

启动区和起步区土
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

控；先行区土壤环境监管机制基本建立，完
成一批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典型示范工程
和现有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问题突出区
域和在产企业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智
慧土壤”基本建成，实现“一张图”管理。

强化工业污染源头治理
4 有效切断土壤污染来源

严格新区环境准入管理

5 切实防范新增土壤污染

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
6 保障农业生产土壤环境安全

实行建设用地风险管控
7 促进土壤资源永续利用

完善土壤环境监控网络

8 全面推进“智慧土壤”建设

创新土壤环境管理体制机制

9 探索“雄安先行”模式

构建区域协同联动体系

保障区域土壤环境安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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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王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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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三项原则，探索“健康土壤”管控模式

近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实验小学组织学生走进郧阳区城关镇污水处理厂，让学生在
活动中共同学习，增强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图为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正为学生们讲解污水
处理流程，普及污水处理净化等相关科普知识。 薛乐生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李妮斯

“研究提出 VOCs管理政策体系，加快研发在线监测仪
器设备，提高精准度。”

“突出强化重点区域秋冬季攻坚行动、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攻坚战、工业炉窑治理专项行动、VOCs专项整治方案四
大行动。”

“坚持发展高新产业、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来进一步调
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使得整体污染排放降低。”……

在近日于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臭氧
污染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来自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对全国大气臭氧污
染防治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臭氧污染呈现以城市群为中心、向周边
地区蔓延的态势

“ 目 前 ，我 国 重 点 区 域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已 取 得 初 步 成
效，细颗粒物污染持续改善，然而大气臭氧污染问题逐
渐显现，不仅浓度水平持续上升，而且呈现出以城市群
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蔓延的态势，逐渐成为阻碍我国城
市和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瓶颈问题之一。”暨南大
学 环 境 与 气 候 研 究 院 教 授 郑 君 瑜 在 介 绍 专 委 会 成 立 的
背景时说。

据了解，专委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远航发起申请并
担任主任委员，成员包括刘文清、贺克斌、贺泓、王金南 4 位
工程院院士，22 位来自各大研究院、高校的相关领域专家
学者，以及 24个合作单位。

“与‘张牙舞爪’的雾霾相比，臭氧要‘低调’得多，悄
悄地隐藏在万里晴空中，却成为近几年夏天众多城市的
大气环境污染元凶。其实，人体在室内环境中的臭氧暴
露量往往要大于室外环境，室内臭氧暴露量占每日臭氧
总暴露量的 43%-76％，因此室内环境中臭氧浓度分布对
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危害要额外重视。”来自火箭军后勤
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院士侯立安说。目前常用的臭氧净化
方法包括活性炭吸附法、催化分解法等，前者简单方便，
但活性炭需要经常更换或活化，后者分解效率高，长期稳
定但成本高。

“大气臭氧污染防治需要凝聚多方
智慧和力量，坚持科学技术引领，提升臭
氧形成和传输的理论、技术和管理创新
能力，加强针对行业、城市和区域的集成
与示范，推动城市和区域臭氧污染控制
由科学走向实践。”张远航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提前关注和行动，成都去
年臭氧污染天数减少了16天

“成都这几年在臭氧污染防控方面
做了非常积极的探索。”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柴发合肯定了成都近几
年的臭氧污染防治工作，成都尽管受到
不利的地理和气象条件限制，但胜在对
臭氧污染问题关注早，并采取了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措施，因此在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的情况下，臭氧污染浓度反而逐年
下 降 ，2018 年 臭 氧 污 染 天 数 减 少 了
16 天。

据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成都早在 5 年前就开始着手臭氧污
染防控工作。2014 年，成都市利用罐采
样的方法，首次在城区和郊区观测了 56
种组分 VOCs 浓度。2015 年，成都市通
过实地调研、文献资料收集，对国内外主
要城市臭氧防治经验进行梳理，着手开

展成都市臭氧污染防控研究。
2016 年，成都市首次开展大气臭氧

污 染 特 征 、生 成 机 制 、VOCs 网 格 化 观
测、防控措施定量评估等系统研究，实现
了科学研究与管理需求有机结合。2017
年，成都市率先开展夏季臭氧污染专项
防治行动，对 VOCs 和 NOx 重点排放行
业 制 定 减 排 计 划 ，并 实 现 了 区 域 协 同
减排。

2018 年，成都市夏季臭氧污染防控
逐渐转向对高活性物种管控，并基本形
成了一套从外场观测、机理机制研究到
防控策略制定、成效评估，具有成都特色
的 臭 氧 污 染 科 学 防 控 技 术 方 法 体 系 。
2019 年，成都市臭氧污染防治行动仍在
继续，3 月份已基本完成方案编制。除
此之外，成都还配套展开非道路移动机
械监督管理、在用柴油车监督抽检、加油
站油气回收专项检测等系列污染防治手
段，严控臭氧污染。

“在全国臭氧污染防控的关键时期，
选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是希望成都的
臭氧污染防控能趟出一条路子来，为全
国其他区域提供模范借鉴，让地方政府
部门及科研机构了解国内臭氧防控的整
体形势和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张远
航说。

宜春袁河总磷污染治理取得成效
中心城区生活污水分段截污治理“功不可没”

本报讯 总磷是河流较难治理的污
染物之一，而江西省宜春市袁河总磷污
染治理这两年取得了明显成效，水质由
开 始 的 劣 Ⅴ 类 提 升 到 了 Ⅲ 类 ，甚 至 Ⅱ
类。其中，宜春市中心城区生活污水分
段式截污治理模式起到了功不可没的
作用。

袁河是宜春市中心城区的母亲河和
饮用水水源，也是赣江支流，最后汇入鄱
阳湖、长江，总长 279 公里，城区内河长
25.66公里。

2015 年至 2017 年，宜春袁河洋江断
面年均值虽然一直达标，但总磷年均浓
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分别为 0.101 毫克/
升、0.148 毫克/升和 0.195 毫克/升，直逼
Ⅲ类水质临界值（0.2 毫克/升），洋江断
面水质情况更不理想，特别是 2017 年 6
月份水质为劣Ⅴ类，7 月水质为Ⅴ类。
近年来，由于断面超标被列为环保督察
反馈问题之一。

为解决袁河洋江断面水质恶化问
题，宜春市加大调研排查力度，邀请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院专家对中心城区生活污
水问题进行“把脉确诊”，针对中心城区
城南片区、明月山片区、经开区保利市
场、袁州区周边乡镇 14 平方公里区域内

约 4 万吨雨污水混流排入袁河的问题，
提出“分段截污、分段治污”的快速应急
处理办法。投入 1.12 亿元新建 20 座分
段式污水处理站，日处理量达 4.45 万吨，
其中最小单元日处理能力 20 吨，最大单
元日处理能力 35000 吨。目前所有分段
式污水处理站均已投入运行。

监测数据表明，分段式污水处理站
出水大部分可以稳定达到《城镇污水处
理 厂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一 级 A 标 准 。
2018 年 袁 河 洋 江 断 面 总 磷 年 均 浓 度
0.142 毫 克/升 ，较 2017 年 下 降 27.18%；
截至 2019 年 2 月，洋江断面总磷浓度由
最 高 时 期 0.195 毫 克/升 降 至 0.1 毫 克/
升，基本达到Ⅱ级水质标准。

与此同时，宜春市加大治本之策，正
积极完善中心城区城南、城北管网建设，
合计新、扩建 9 万吨/日集中式污水处理
能力，全部执行一级 A 标准。待集中式
污水处理设施配套建设到位后，再将分
段式污水处理设备迁移至有需要的地方
重复使用。这一做法既能在环保基础设
施完善之前有效解决污水治理问题，又
能充分利用治污设备节省经费开支，目
前已在宜春市多地进行推广。

张林霞 杨博邓超

在40个乡镇、街道布设141个监测点

常州首次全面公布降尘监测数据
本报讯 江苏省常州市近日在

《常 州 日 报》头 版 发 布 了 2019 年
1-2月常州市城区 40 个乡镇、街道
降尘监测结果。这是常州市降尘
监测信息首次全面公开，也标志着
降尘量考核已全面纳入常州市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吴琪明告
诉记者，降尘即自然降落于地面的
空气颗粒物，其粒径多在 10 微米
以上，可以产生更小的颗粒物，成
为环境空气中各类二次反应的载
体，因此，减少降尘是蓝天保卫战
的重要一环。降尘量还能直接反
映城市扬尘管理做得怎么样，从这
次发布的监测结果看，即便在同一
城市，不同区域降尘量也存在巨大
差异，这充分反映出市内不同区域

的扬尘管理水平差异。监测并发
布这些数据，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程
度的提升很有帮助。

常州市从 2018 年开展大气污
染攻坚行动以来，高度重视降尘量
指标的监测和控制工作，在全市
40 个乡镇、街道布设了 141 个降尘
监 测 点 ，平 均 每 个 乡 镇 、街 道 有
3-4 个监测点位，基本实现了城区
范围降尘监测全覆盖。

这次在地方主要媒体公布降尘
监测数据，一方面是进一步明确地
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通
过公众监督，倒逼地方找出问题，制
定相应的对策，切实提高扬尘污染
防治水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
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有效提升大家
的环境保护意识。 汤佳峰 李苑

“健康土壤”先行区怎么建？
雄安新区将坚持三项原则，部署十大任务，明确四项保障

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党政办公室近日印发《雄安新区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方

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提出，雄安新区将强化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污染防控和企业拆除活动全过

程监管，加快整治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推进“智慧土壤”建设，开展重点区域试点示范，探索建立具有

雄安特色的“健康土壤”先行区，促进土壤资源永续利用。

“在生态环境部和河北省
政府支持下，雄安新区已优先
开展了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
查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环
境调查、‘散乱污’企业排查、固
体废物堆存场所排查等工作，
初步掌握了土壤环境风险及分
布情况。”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环
境监察专员、雄安新区生态环
境局局长曹海波介绍说，总体
来看，雄安新区土壤环境质量
较好，局部地区存在污染。

曹海波介绍说，立足雄安
新区实际和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实际，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
生 态 环 境 部 环 境 规 划 院 启 动

《建设方案》编制工作，经过多

轮次征求意见，数易其稿，最终
形成《建设方案》。

记 者 从《建 设 方 案》中 看
到，雄安新区土壤污染综合防
治先行区建设将遵循 3 项基本
原则：

保 护 优 先 ，防 控 新 增 污
染。通过建立土壤环境准入负
面清单等方式，强化环境准入
和日常监管，严格落实现状调
查 、总 量 控 制 、达 标 排 放 。 同
时，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
有效切断土壤污染来源，切实
防范新增土壤污染。

分类施策，实行精细化管
理。将先行区划分为清洁区、
风险区、污染区，实行土壤环境

分区精细化管理。对风险区，
集中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
整治，管控重点区域土壤环境
风险；对污染区，优先开展风险
管控或治理与修复，降低农产
品超标风险，管控再开发利用
污染地块环境风险，探索区域

“健康土壤”管控模式。
夯 实 基 础 ，创 新 管 理 模

式。强化雄安新区土壤环境长
效监管机制建立，设立土壤环
境管理专门机构，推进“智慧土
壤”建设，提升土壤环境监管监
测能力，探索建立污染地块联
合监管、土壤污染防治项目规
范化管理、土壤保护生态补偿、
投融资创新等机制。

部署十大任务，有序推进“无废雄安”建设

在明确建设思路和总体原
则基础上，《建设方案》就雄安
新区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
建设部署了十大方面 32 项重点
任务。

“这十大任务中，有些工作
雄安新区已经着手展开，比如
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
新区已经就历史遗存的制鞋业
下脚料、钢渣铝灰等工业固废
开 展 了 清 运 处 置 工 作 。 截 至
2018 年底，安新县共清理制鞋
业下脚料、废线皮子等工业固
废 33 万吨。”曹海波介绍说，在
强 化 工 业 污 染 源 头 治 理 上 ，
2018 年，新区三县新排查整治

“散乱污”企业 1433 家，有效切
断了土壤污染来源。

打造“健康土壤”先行区，

《建设方案》提出，新区将建立
土壤环境分区管理制度，实施
土壤环境“一张图”管理，探索

“健康土壤”防治模式。
雄 安 新 区 将 突 出 重 点 区

域，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建
立在产和关闭搬迁历史遗留污
染源整治清单；根据排查结果，
开展污染源整治。

有 序 推 进“ 无 废 雄 安 ”建
设，《建设方案》提出，优化雄安
新区固体废物管理体制机制，
探索新区固体废物全程管理模
式；开展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排
查整治；严格危险废物规范化
处置管理；建立城乡生活垃圾
分类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体系，强化建筑垃圾管理制
度建设，完善废弃农膜回收机

制；建设高标准垃圾处理和综
合利用设施。

强化工业污染源头治理，
新 区 将 全 面 整 治“ 散 乱 污 ”企
业，实施严格的重金属污染源
监管，督促企业开展土壤环境
监测，严格监管重点行业企业
拆除活动。

防范新增土壤污染，新区
将合理确定产业发展结构和规
模，制定土壤环境准入负面清
单，细化禁止类和限制类产业
的管控要求，建立重污染企业
退出机制。

此外，《建设方案》就推进
“智慧土壤”建设、创新土壤环
境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协
同联动体系等重点任务做了部
署。

本报讯 安徽省亳州市生态环
境局近日联合市公安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商务局深入开展重型柴油
货车入户抽测。

联合执法组在亳州市中药材物
流配送中心，随机抽取8辆重型柴油
货车进行了抽测，其中2辆检测结果
超标，6辆柴油货车尾气排放合格。

据悉，此次亳州市入户监督抽
测的场所为全市市区物流园、工业
园、货物集散地、公交站场等车辆
停放集中的重点场所，以及物流货
运、工矿企业、长途客运、维修等重
点单位，按“双随机”模式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监督抽测。

为体现预防为主、服务便民的

宗旨，亳州市对于日常监督抽测中
首次超标车辆不予处罚，责令车主
进行维修，维修后检测达标排放的
车辆方能上路行驶；对于维修后复
检再次超标车辆，将移交公安部门
依法予以处罚。相关单位及广大
柴油货车车主应全力配合入户监
督抽测工作，强化货车的日常养
护，确保尾气达标排放。

针对 2 辆检测结果超标柴油
货车，市公安交警部门已责令车主
对其机动车进行维修后到机动车
环检机构进行复检，对复检结果依
然超标的，将依据《大气污染防治
法》对车主处以 20 元以上 200 元以
下罚款。 潘骞 贾靖

亳州开展重型柴油货车入户抽测
复检超标将对车主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对重点地区实施远红外监控系统全覆盖

大庆秸秆监控升级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大庆报道 让

胡路区是黑龙江省大庆市生态环境局
的重点包保县区，为切实做好秸秆焚烧
污染防治工作，市生态环境局全面打造
秸秆监控升级版，实现让胡路区秸秆禁
烧远红外监控系统全覆盖。

系统采用烟雾智能识别和红外热
成像技术，实现 3-6 公里覆盖半径，21
个点位 24 小时对约 1000 平方公里的农
田区域进行视频监控。当系统识别到
监控范围内疑似秸秆燃烧的位置，就会
通过短信将检测到的疑似火点信息发
送至相关人员手机，只需点击链接即可
查看疑似火点的图像、准确定位，网格
员能够及时赶往现场灭火处理并反馈
处理情况。

相比以前网格人员 24 小时轮班值
守、巡逻，看见浓烟滚滚才能发现秸秆
焚烧的情况，现在足不出户即可全天
候、全角度观测所属区域有无疑似焚烧
点，并且第一时间接收警告信息，更加
及时、准确。系统借助高空视野广、易
识别的特点，在焚烧范围还很微小的情
况下就能及时报警，为秸秆禁烧工作节
省了人力、物力，解决了时间和空间上
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系统不仅能够实时监控，同时具有
强大的存储功能 ，能 对 秸 秆 禁 烧 火 点
发生过程做好监控记录，方便相关部
门事后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追责及
处罚，解决了以往追究责任取证难的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