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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给河道做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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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 年 11月 10日 10:00
地点：山东潍坊市滨海区

◆本报记者陈妍凌

“有蓝天，心情就很好啊！”国家大气污染防治
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
长柴发合笑着说。

柴发合有很多“第一”的头衔——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大气环境领域首席科学家，主持编制首个

“两控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计划，担任我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技术组组长，率先提出突破
行政区划、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区域联防联控
理论……

作为大气环境学科带头人，他的大量创新性研
究成果，已转化为我国大气环境保护的标准、技术
指南、方案、规划和管理办法等，推动着区域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

专业上的前瞻者：
长期系统研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大气污染

外界常常认为，我国对 PM2.5的关注和研究，是
从 2011 年美国驻华使馆公布自测的北京 PM2.5数据
后开始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柴发合说，国内一批科研
人员很早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比如，2000
年，他带领团队，首次从化学组分、边界层结构、污
染与气象条件的关系等角度，对北京 PM2.5 污染进
行了系统分析，解释北京 PM2.5 污染的时空分布特
征和影响因素。

本世纪初，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消费量增
长迅猛，高耗能企业数量增加。尽管一些城市开展
了空气污染治理，但那时全社会对此的认识程度和
重视程度都远不如当下，“我们的管控力度没有跟
上污染发展的速度，当时心里着急啊。”柴发合说，
他和同事们化焦急为行动，不断研究跟进。

2007 年，柴发合牵头在环科院建起了大气环
境观测超级站，提供了研究北京地区大气复合污染
及其演变特征的科学实验平台，在北京奥运空气质
量保障和相关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 年，柴发合承担了“典型地区大气灰霾特
征与控制途径预研究”项目，弄清了区域 PM2.5污染

特征和来源，项目建议演化为原环境保护部《清洁
空气研究计划》，他作为这项环保系统最大的大气
环境科研专项计划的副总师积极推动实施。

京津冀及周边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
域，也成为柴发合及其团队长期研究的主战场。随
后几年，他先后主持《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支撑技术研发与应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深化
大气污染控制中长期规划》等项目研究。

2017 年 9 月以来，作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
联合中心副主任，柴发合正在与我国科学家团队一
起进行大气重污染成因和治理攻关项目研究，进一
步揭示区域重污染来源的成因，为精准治霾和空气
质量的持续改善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扛着压力的专家：
以科研成果支撑法律法规和标准

制定

柴发合常常提起 2013 年 1 月，那是我国 74 个
主要城市开展 PM2.5 例行监测的第一个月，也是污
染极为严重的一个月。北京出现了 5 次重度污染
过程，京津冀 13 个城市 PM2.5 小时平均浓度达到
430 微克/立方米，全国多座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爆
表”。当时，他心情沉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
加强大气污染治理。

同年，柴发合作为核心专家，参与制定《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在目标
设定、措施拟定、可行性论证评估和实施方面发挥
了关键作用。“大气十条”中提到，到 2017 年，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
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
度控制在 60微克/立方米左右。

这在当时被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达成的。以
当时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
每年大约 1.5%-2%的下降速度来看，若要实现“大
气十条”设定的目标，管控方面需要比以往多下 3
倍-5 倍的力气。柴发合详细测算了氮氧化物、粉
尘等主要污染物的可削减空间后认为，我们确实有
潜力，但“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才能做到”。

下转二版

论文写在大地上 成果“映”在蓝天里
——记大气环境科学家柴发合

本报记者孙秀英海口报道 海南
省省长、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沈晓明日前主持
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和省委要
求，不折不扣推动落实难点问题整改。

会议听取了海南省落实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工作进展，以及案件查办
和责任追究情况汇报，查摆了整改工
作存在的问题，并就下一阶段工作进
行了研究部署。

沈晓明强调，要坚决贯彻省委部
署，加快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
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工作，全省上下必须高度

重视抓好整改工作。
沈晓明指出，要不折不扣地按照

方案抓好整改。要勇于担当、攻坚克
难、动真碰硬，不打折扣地推动难点
问题整改，不能推三阻四、搁置问题、
绕道而行。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要
求，应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统筹抓
好整改落实，决不允许列入整改方案
的任务不了了之，更不允许出现整改

“烂尾”、整改工作半途而废。
沈晓明表示，要改进和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注意督查和指导相结合，
督查与问责相结合。减少责任层级，
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工作协同，加快
推进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率。

海南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决不允许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烂尾”

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补短板补短板

打好打胜攻坚战打好打胜攻坚战

◆本报记者吴玉萍

国 家 统 计 局 前 不 久 公 布 31 省 份
2018 年 GDP 数 据 ，甘 肃 GDP 增 速 从
2017 年的 3.6%上升到 2018 年的 6.3%，提
高了 2.7个百分点。

在经济指标强劲追赶的同时，甘肃
省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2018 年全
省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为 4.29，同比下降
2.1%。剔除沙尘影响后，全省空气质量
平均优良天数比率为 91.2%，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 9.2 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浓度均
值较 2015 年下降 19%，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 12 个百分点。全省 38 个国家考核断
面中，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断面 36 个，地
表水水质优良比例为 94.7%，全域无劣
Ⅴ类水体。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雷思维说：
“省级层面上的绿色发展崛起战略同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契合，使甘肃省
生态环保迈入发力夯实新阶段。”

把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
的生态环保放在心上抓在
手里

甘肃省省长唐仁健在审订年度政府
工作报告时，特别加了一句“定战略、出
政策、上项目都务必坚守生态环保红线
底线”。去年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坚
定不移走绿色发展崛起之路，将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基础
性、底线性任务高位推进。

一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
会议、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推进领
导小组会议等 32 次，先后 16 次深入祁连
山生态环境问题现场、各类自然保护地
和重点生态环保项目建设一线实地指导
调 研 ，主 要 领 导 和 分 管 领 导 作 出 批 示

471次。
市民朱先生感叹：“省里对生态环境

保护这是真重视，把与人民群众息息相
关的事放在心上、抓在手里。”

在高位推动下，相关措施也相继出
台。《甘肃省污染防治攻坚方案》确定 31
个专项行动方案，省生态环境厅单独或
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出台 14 个配套方案，
以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攻坚战役为主
线，持续改革创新。各市州、各有关部门
及时出台相关工作方案和指导性文件，
采取有力措施推动重点攻坚任务落实。

2018 年 ，甘 肃 淘 汰 整 治 燃 煤 锅 炉
3160 台 13081 蒸吨，清洁取暖完成改造
近 40 万户，施工场地落实“六个百分百”
抑尘措施合格率 95.2%，淘汰各类老旧
车 4.3 万辆；2018 年之前批准的 35 个省
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中有 34 个建成了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推进 34 个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试点项目实施；白银东大沟
重金属治理等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此外，还对中铝兰州分公司大修渣
倾倒问题、武威污水处理厂和永昌供热
公司超标排放等问题挂牌督办。同时，
实现省级环保督察全覆盖，有力推动重
点任务的落实，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得到
进一步遏制。

人到现场、眼见为实、手
触为真，扑下身子实实在在
做事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专业性强，对
一 些 技 术 性 和 深 层 次 问 题 点 不 到“ 穴
位”，就发现不了问题，提不出有效对策，
具体工作就会落不到实处。

2018 年 9 月初，雷思维赴市州专题
调研，对一家企业的解毒生产线存有疑
虑。调研结束后，雷思维一方面查阅相
关资料，一方面召集专家咨询。在自己

学懂弄清之后，再次实地监查，发现这一
项目在工程建设、工序运行、项目管理方
面都存在漏洞，监测人员采集解毒后土
样带回检测。

根据监查事实和检测结果，甘肃省
生态环境厅向当地政府下发整改通知
函。因为“点穴”精准，涉事企业整改态
度积极，地方政府监督过程中有的放矢。

“这件事情让我们深受教育。”甘肃
省环境监察局司翔峰说，“领导专业精进
的精神、认真尽责的态度、一查到底的作
风，成为大家自觉看齐的标准。”

如今，人到现场、眼见为实、手触为
真，扑下身子实实在在做事，成为甘肃省
环境执法监察遵循的基本工作原则。

2018 年，甘肃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
委督查室、省政府督查室联合开展明察
暗访，对全省整改情况进行了 14 轮现场
督导检查，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问题
进行了 3 轮专项督查。同时，逐项对照
整改方案中要求落实的措施，督促各项
任务有效落实。

截至目前，中央环保督察提出的 62
项整改任务中，已完成 51 项，2020 年的
10 项整改问题正在按年度时序稳步推
进；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 346 个，已经整
改 334 个，完成率 96.5%；“绿盾”专项行
动自查发现的 1845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1736 个，完成率 94.1%。

在“严”“实”“细”上下功
夫，坚定不移当好绿水青山
“守护神”

2018 年，甘肃省组织修订《工业企
业环境保护标准化建设基本规范》，在
458 家工业企业开展环保标准化建设暨
环境信用评价。

目前，通过修订、出台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甘肃省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

制度、标准和机制逐步健全。通过建立
污染源基本信息数据库，完成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阶段性任务和农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等，全省污染防治攻坚的
底数更加清楚。

全年妥善处置平凉市泾川县“4·9”
柴油泄漏事件等 5 起突发环境事件；省
市县均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项预
案 ，完 成 备 案 企 业 2575 家 ，备 案 率 达
99%。

另外，兰州市强化信息化技防手段，
武威市开展城区大气颗粒物源解析研
究，提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水平。生态
环境部门加强与气象、交通运输、应急
管理、水利等部门联动，甘南与四川阿
坝、庆阳与陕西咸阳、平凉与宁夏固原
建立起了跨省应急联动机制。兰州市
在境内流域上下游组建了环境应急物
资 库 ，庆 阳 市 加 强 与 长 庆 油 田 公 司 应
急 救 援 协 作 、预 防 和 应 对 跨 省 界 突 发
环境事件，为全省应急能力提升进行了
有效探索。

唐仁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甘肃代表团开放日上强调，要提升甘肃
经济发展的含绿量、含新量和含金量。
下大力气利用五年的时间，在源头上调
结构，使甘肃省生态产业占到产业的半
壁江山。

生态环境部门在这一产业转型中，
还有硬骨头要啃。雷思维表示，今后将
在“严”“实”“细”上下功夫，坚定不移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定不移当好绿水
青山“守护神”。

绿色发展崛起战略让经济提速环境提质

甘肃生态环保迈入发力夯实新阶段

“这么粗的排水管道另一头
通向哪里？是生活污水还是工业
废水？”2018 年 11月 10日，中央第
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山东
开展“回头看”下沉督察期间，督察
组成员张国平发现了一处裸露在
外的大口径排口，虽然早有心理准
备，但还是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询问地方监管部门得到的是
模糊不清的答复，张国平无奈又
痛心，喃喃自语道：“河长制的责

任要怎样才能真正落实下去？”
取完样，不作一刻停留，张国

平继续向前走。为摸清这条问题
河道的整改落实情况，他用半天
时间徒步近 20 公里，不放过任何
一个直排口、风险点、可疑污染
源，他硬是凭一己之力，给这条河
做了一次全面的 CT 扫描。

在他看来，如果能换来一条
河的清澈，再辛苦也值得。

本报记者徐卫星供稿

本报讯 安徽省日前印发《长江安徽段
生态环境大保护大治理大修复强化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专项攻坚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决定从 4 月起，利用半
年左右时间，在长江安徽段开展“三大一
强”专项攻坚行动，“点对点”解决中央生态
环境警示片反映的 23 个点位问题，全面落
实“1515”三道防线和“禁新建、减存量、关
污源、进园区、建新绿、纳统管、强机制”七
项举措，打好打赢长江安徽段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整治攻坚战，加快建设水清岸绿产
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

《方案》提出，要通过专项行动，使安徽
长江流域生态功能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
示片涉及安徽问题、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其
他类似问题等得到全面整改，1 公里、5 公
里、15 公里“三道防线”稳固筑牢，生态环
境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到 2020 年底，长江
流域国家考核断面水质全面实现达标，水
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国家考核断面
比例达到 85％以上，长江干支流消除劣Ⅴ
类水体，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消除，县级
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比
例达到 100％。主要任务是狠 抓“23+N”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全面排查整治长
江入河排污口、深入推进工业污染治理等
12大项。

《方案》要求，对中央生态环境警示片
反映的 23 个点位问题，实行省市县三级领
导干部“点对点、长对长”整改包保责任网，
每个点位问题确定专人专司整改，逐条逐
项细化整改措施，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
保按期按质整改完成。同时，“面对面”系
统整治“N”个突出问题，认真落实长江保
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重点开展入河排
污口、工业污染、劣Ⅴ类水体、城镇污水垃
圾、固废危废、船舶码头污染和岸线、农业面
源污染、自然保护区等8个集中整治，对长江
安徽段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来一次大清理、大
起底、大体检，从根本上消除长江污染隐患。

为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安徽省委、
省政府成立专项攻坚行动指挥部，按照“省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要求，落实领导责
任制和省市县领导干部包保制度，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当前压倒性位置，以铁
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担当整治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有效遏制长江生态环境风险，持
续改善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质量。

雷百琰 潘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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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莉 范晓黎南京报
道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建立领
导干部挂钩联系制度，将从加强指导
服务、沟通协调、调查研究等方面着
手，切实加强对全省 13 个设区市生
态环境局工作的指导，进一步改进工
作作风，有力有效服务高质量发展和
推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完
成。

根据这项制度，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领导同志每人每年将挂钩 1 个设
区市生态环境局，并在辖区内至少联
系 1个县（市、区）局或若干企业。

据了解，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将加
大对企业的帮扶力度，帮助企业解决
面临的环境管理困难和问题，引导企
业加快产业创新、转型升级，更好地
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原则上每
季度到挂钩点不少于 1 次，每次到挂
钩联系点帮助解决 1-2个问题。

此外，将经常深入挂钩联系点，
组织开展调研，对于基层需省厅、当
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解决的突出问题

和困难，积极帮助协调解决，并及时
了解掌握联系点工作情况，包括班子
建设、业务建设和党建工作开展情
况，分析市局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存
在和潜在的突出问题、难点问题，并
与市局党组共同研究提出解决的办
法和措施。

同时，围绕下达市生态环境局的
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环境保护年度
目标任务，进一步传导工作压力，强
化工作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工
作督导，切实通过强有力的督促检
查，推动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和
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值得关注的是，这项制度还要求
挂钩领导干部要突出问题导向，认真
研究挂钩联系单位反映的问题，特别
是对挂钩中发现的带有全局性、倾向
性的问题，一定要紧抓不放，深入调
查，掌握实情，切实帮助基层单位解
决实实在在的问题，并每年完成 1 篇
有深度的工作调研报告，将全年挂钩
工作情况纳入年度述职报告内容。

江苏生态环境厅领导干部挂钩13设区市
并在辖区内至少联系 1个县级局或若干企业

本报记者谢佳沥4月9日北京报
道 为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
府工作报告》部署，做好今年政府各项
工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国
务院今日就《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
点工作出台了部门分工意见。

在众多工作中，生态环境部牵头负
责其中多项重点工作。污染防治要聚
焦打赢蓝天保卫战等重点任务，统筹兼
顾、标本兼治，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今年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 3%，重
点 地 区 细 颗 粒 物（PM2.5）浓 度 继 续 下
降。持续开展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
汾渭平原大气污染 治 理 攻 坚 ，加 强 工
业 、燃 煤 、机 动 车 三 大 污 染 源 治 理 。
强 化 水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今 年 化 学 需
氧 量 、氨 氮 排 放 量 要 下 降 2% 。 改 革
创新环境治理方式，对企业既依法依
规 监 管 ，又 重 视 合 理 诉 求 、加 强 帮 扶
指导，对需要达标整改的给予合理过
渡 期 ，避 免 处 置 措 施 简 单 粗 暴 、一 关
了之。坚持源头治理，加快火电、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污染行业达
标排放改造。

此外，生态环境部还与其他部门分
工负责优化环保、消防、税务、市场监管
等执法方式；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推进“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
理，建设美丽乡村；加快治理黑臭水体，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推进重点流域和近
岸海域综合整治；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城
市垃圾分类处置，促进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加大城市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
建设力度等工作。

国务院明确《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

生态环境部牵头多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