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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重点区域目标设定 （2019年10月1日-2020年3月31日）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4%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6%

京津冀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3%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3%

汾渭平原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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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黄龙滩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近日在黄龙滩库区开展秋冬季人工增殖放流
活动。据了解，此次共投放鳙鱼、链鱼鱼苗 15 万尾，以促进黄龙滩库区的生态平衡，改善库
区水域生态环境。

薛乐生 罗伟 徐春晓摄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截至 10 月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优良天数达 239
天，PM2.5和 PM10平均浓度均有所下降，这与
当 地 实 施 的 多 项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举 措 密 不
可分。

今年 3 月以来，昌吉州相继出台了《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实施方案（2018-2020 年）》《昌吉
州推进“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等一系列政策性
文件，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制度保障。

为加强“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同防
同治，昌吉州与乌鲁木齐市建立了联防联控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积极推动与石河子市、
五家渠市等周边 3 个兵团师市建立联防联
控机制。

同时，自 2018 年 11 月率先在全区成立
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中心后，昌吉州相继成
立“乌-昌-石”重点区域 4 县市大气污染
防 治 调 度 中 心 ，建 立 起 大 气 网 格 化 微 型
自动监测站点 228 个，实现了州、县市（园

区）、乡镇、村（社区）三级网格四级管理，
进 一 步 健 全 了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网 格 化 监 控
指挥体系。

此外，昌吉州狠抓工业污染治理，综合
整治“散乱污”企业，实施 VOCs重点项目整
治，开展重点行业无组织排放治理。对辖区
内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无组织排放污染源
开展全面排查，强化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
优化调整交通运输结构。截至 10 月底，昌
吉州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3.8%，PM10 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 3.2%。

目前，为进一步推进精准施策、靶向治
污，昌吉州邀请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
中 心 专 家 团 队 把 诊 号 脉 ，形 成 了《昌 吉 州
2019 年 1-7 月空气质量分析报告》，并在专
家指导下完成《昌吉回族自治州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2019 年修订）》。目前正在开展
大气污染源解析，“一县一策”、“一企一策”
等措施的实施，将为昌吉州今后的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开创新局面。

赵倩 魏雪峰

昌吉完善网格化监控指挥体系
建立微型自动监测站点228个,实现三级网格四级管理

资讯速递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9-2020 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

（以下简称“京津冀攻坚方案”）出台一
个月后，《长三角地区 2019-2020 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以
下简称“长三角攻坚方案”）和《汾渭平
原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方案》（以下简称“汾渭平原
攻坚方案”）也紧锣密鼓地发布了。

目标设定各有考量
所有方案的目标设定与各地区秋

冬季 PM2.5 平均浓度贡献有直接关系，
三大地区均不设定统一大标准，改设
各地小目标。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
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说：“长三角地区秋
冬季 PM2.5 平均浓度是其他季节的 1.8
倍，而这个数字，京津冀地区是两倍。
汾渭平原与京津冀地区基本相当，但
由于起步较晚，任务较重，所以在目标
达成度上没有要求与京津冀对标，充
分考虑了各地区的实际和可操作性。”

一些指标数字看似不高，但也需
要努力才能完成。“长三角地区污染浓
度基数小，如上海地区近年来冬季空
气质量均不错，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的
使用越来越少，学生上课不再限制户
外活动，且舟山、温州等多个城市 PM2.5

浓度已达到国家一级空气质量标准，
短期内大幅调整的难度较大。2%的双
降目标看似在三大区域内最低，但完
成起来并不简单。”李志青表示。

“ 既 坚 持 标 本 兼 治 、突 出 重 点 难

点，又坚持因地制宜、因厂制宜，多部
门协作、多地区联动的局面，在过去每
一年的秋冬季攻坚实践中逐渐形成。
此 次 所 有 方 案 中 ，这 一 趋 势 更 加 明
显。区域应急联动从建立到深化，预
警启动与解除标准从制定到统一，‘一
刀切’要坚决反对，强制性错峰生产、
大范围停工停产被明确叫停，依法依
规的成熟性进一步加强。”国家城市环
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
登告诉记者。

“绿色招牌”放之四海皆准。“三大
攻坚方案中，差异化应急管理不分区域，
全面铺开。绩效评级为A级的企业，在重
污染期间可不采取减排措施，动态分级管
理为企业绿色发展注入强心剂，也将成为
今后的常态。”彭应登说。

瞄准各自侧重点精准发力
四大结构调整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

要抓手，地区之间结构特征各异，决定了
每个方案侧重点不同。“汾渭平原攻坚方
案中，提出推动焦化行业结构升级，在保
证温暖过冬的前提下，集中力量推进散煤
治理，2019年采暖季前完成散煤治理198
万户。加快推进煤炭、焦炭运输‘公转
铁’，山西省全面推进重点煤矿企业接入
铁路专用线等主要任务，直指汾渭平原产
业结构偏重，煤、焦等占比较大，燃煤污染
特征明显的痛点。”彭应登说。

长三角攻坚方案中，要求深入落
实各地已出台的化工、钢铁等产业结
构调整任务，加大化工园区治理力度；

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快实施公
转铁、铁水联运、水水中转、江海直达等多
式联运项目。“‘化工’与‘水’点明长三角
的产业与运输结构调整的发力方向。与
京津冀和汾渭平原不同的是，长三角地区
还提出加快推进老旧车船淘汰，大力推动
20年以上的内河船舶淘汰，让沿海沿江、
内河内湖更加清洁是长三角需要思考的
问题。”李志青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全面开展生物质
锅炉整治，逐一开展环保检查，成为长
三 角 能 源 结 构 调 整 中 的 重 点 任 务 之
一。“生物质燃料来源繁杂，除秸秆外，
废木质家具、废纸以及生活垃圾等含
有人工合成化合物的可燃废物，都有
可能‘鱼目混珠’，进而影响大气污染
治理成效。并且我国生物质锅炉的设计
和制造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也给汾
渭平原在清洁能源的选择上做出提示，气
代煤、电代煤是目前较为成熟的替代方
式，如有必要选择生物质替代，一定要把
好标准关，避免走弯路。”彭应登说。

“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任务，完不成任务
的城市将被严肃问责。”生态环境部新
闻发言人刘友宾在生态环境部 10 月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今，三大重
点区域攻坚方案已集齐，目标年的指
向反复提及，秋冬季的关键再三强调，
气候条件的不利敲响警钟。蓝天是否
可期，在于后续措施的有效落实，在于
各地的严格执行，更在于啃下硬骨头
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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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季到来前，三大重点区域秋冬季攻坚方案已全部出台，为大气污染治理考核年的到来持续加码。在指标设定
上，与上年秋冬季相比，京津冀地区PM2.5平均浓度要下降4%，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6%，汾渭平原为双降
3%，长三角为双降2%。那么，3份攻坚方案在内容制定上有何侧重点以及异同？本版特刊发相关报道，以飨读者。

新闻深一度

源头把控质量 建立审核机制 借助信息技术 扩展普查内容 广泛宣传动员

潜心打造污染源普查“深圳特色”

普查员针对疑似错误清单进行再入户核实。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目前已进入倒排工期的决胜期，深圳市普查
办也在日前召开了数据汇总分析阶段第七次工作会议，做好“冲刺阶段”的
准备。

深圳市普查办目前已严格按照国家污染源普查工作进度安排，完成了各
项规定动作，比如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前期准备、宣传动员等各项工作，且成
效明显，建立了 9.7万家污染源普查数据库。

据悉，自 2017 年启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以来，深圳市普查办始
终秉承“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以“全面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
深圳的天蓝水绿山青”为目标，打造污染源普查“深圳特色”。

把好数据质量关一直是深圳市普
查办的“底线”。为打好这场“质量仗”，
深圳市普查办对影响质量的各个环节
都不放松。明确责任体系、制度，压实
第三方合作单位主体责任，提前培训普
查员……

“普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保证
数据质量，必须在源头建立起一套全过
程管理制度，形成完善的普查机制。”
深圳市普查办常务副主任黄红斌说到，

“同时，建立工作例会制度、阶段工作调
度管理制度、驻点督导制、普查进度日
报、周报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为
质量的全过程把控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自去年开始，深圳市普查
办就因地制宜制定并印发了《深圳市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控制实施细
则》，对各类污染源在各个阶段的质量
控制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和部署。
不仅明确了各级普查领导小组、普查机
构、普查员的职责，还建立了普查质量
管理岗位责任制、普查数据质量溯源制
度，层层落实了质量管理责任，形成了

“任务到岗、责任到人”的良好局面。
为提前把握质量控制主动权，深圳

市各区在与入户调查第三方签订合同
时，事先约定合同付款金额与调查数据
质量挂钩，如经质控方审查核实数据质
量不达标将实行扣款机制，以此压实第
三方机构的质量控制责任，确保所有普
查报表 100%经过第三方内审，走好数
据质量第一步。

注重建章立制，做好全过程质量控制

如果说前置质控是普查工作的“预
防针”，那么质量审核则是它的“诊治医
生”，排查异常数据，让普查数据“全面
健康”。

建立审核机制，把好“质量关”。在
全面入户调查时，深圳普查办就建立了

“普查对象-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区第
三方质控单位-区普查办-市督导组-
市普查办”七级审核机制，有效保障了
数据填报的规范性、完整性、准确性和
逻辑平衡性。

强化技术指导，把好“质量脉”。为
提高各区数据审核质量，深圳市普查办
制定了系列技术指引，包括工业源报表
审核要点、审核指引、重点指标详细分
析说明、行业审核要点以及审核规则。
同时，深圳市普查办分别在数据审核初
期、数据审核阶段以及核算阶段多次召
开审核交流会，不仅对上述编制的内容
以及产排污核算进行重点培训，还针对
各区在数据审核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
错误，进行研究并提供解决方法，确保

各区普查人员深入掌握数据核算及审
核的业务知识。

派驻督导组，守好“质量门”。在入
户普查期间，深圳市普查办向各区派驻
了近 50 人的督导组，因地制宜地对各
区普查进度及质量控制工作开展了全
过程监督指导，并对全市 1179 家重点
排污单位全部进行了详细审核。不定
期对各区普查报表进行抽查核实，特别
是从今年 2 月开始，督导组每周对各区
的报表抽查两次，每次不少于 15 家（其
中至少包括 5 家重点排污单位或在管
企业）；每周到各区现场核查两家重点
排污单位或在管企业，核对填报数据与
现场情况的一致性。

多措并举，攻克数据“堡垒”。深圳
市普查办在数据审核工作上“做加法”，
2019 年以来，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相关
处室人员、各区技术骨干、第三方技术
力量通过“5+4+3+2+1”等方式进一步
提升数据整体质量，即开展了 5 次集中
会审、4 次督导审核、3 次交叉互审、2 次

实行多元审核，把好数据填报质量关

部门核实和 1 次专家评审会，集结各界
普查力量，践行“数据质量是普查第一生
命线”的理念，从部分到整体，循序渐进

解决审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努力提升
普查数据真实性和可用性，攻下数据审
核这座坚硬的“堡垒”。

深圳市采用大数据筛查技术开展多
维度的审核，该技术成为普查工作查缺
补漏的利器，从而提高了污染源数据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

普查人员一方面可以利用大数据筛
查技术比对多部门数据，排查疑似漏表
企业；另一方面，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建
立基于“相同行业、相同工艺、相同产品、
相同原辅料”的“四同原则”数据类比模
型，开展填报数据的偏离度审核。记者
了解到，深圳市普查办对本次普查的 20
个重点行业进行了数值偏离度分析。其
中，在排查全市各类污染物产排量异常
值上，深圳市普查办对全市普查数据中
的企业产值、各类污染物的产排量分行
业进行异常值分析，筛选出偏离较大的
比值，形成疑似错误清单下发至各区核
实整改。

在纠偏污染物产排量上，其组织市
生态环境局相关处室工作人员、各区技

术骨干、第三方技术力量开展污染源普
查数据与环统数据的比对工作，主要筛
选出污染物排放量差异大、排放量排名
差异大及污染因子不一致的企业，形成
3468 条疑似错误清单，下发至各区核实
整改。

黄 红 斌 介 绍 ，深 圳 市 普 查 办 还 以
2017 年全市危废平台数据为依据，对深
圳市普查系统中填报的危废总量进行偏
离度校核，将其中偏离度较高的数据整
理形成问题清单，督促各区核实并整改
到位。

特 别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深 圳 市 普 查
办“以排污大的企业为核心、辐射到同
行 业 一 般 企 业 ”为 总 要 求 ，在 全 市 重
点 、在 管 、排 污 大 的 企 业 上 下 苦 功 夫 ，
统 一 了 全 市 的 严 审 标 准 ，集 中 火 力 对
普查报表进行逐表、逐项审核，不放过
一项指标、一个数字。同时，深圳市普
查办坚持问题导向，把排查异常数据、

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

现场核实、整改到位作为解决数据
审核难题的有效途径，对全市污染
物的区域、行业分布的合理性进行

审 核 ，重 点 解 决 工 业 源 VOCs 漏
填报原辅材料、工艺及核算环节等
问题。

深圳市普查办在完成国家“规定
动作”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了多项
普查内容，助力后续的水污染治理和
精细化环境管理。

开展水质监测及入海污染物调
查，掌握全市入河（海）排污口排放现
状。在国家普查技术规定的基础上，
深圳市普查办额外对日排水量 100
吨以上的排污口开展了水质监测。
同时，对境内全部入海排污口及入海
河流的水质、水量进行采样分析，核
算主要入海污染物负荷量。

新增铜、镍 2 项废水污染物指标
调查，为后期精准治污提供数据源
头。深圳市普查办在工业污染源和
入河（海）排污口普查中增加了铜、镍
2 项废水污染物指标调查。同时，编
制、设计了该新增指标调查方案、技

术规定和普查表。通过入户调查现
场核实，共对 431 家工业企业开展了
铜、镍污染物调查。

开展污染源排水去向和受纳水
体研究，生成包含各排水单元排水去
向、受纳管道和污水处理厂信息、受
纳水体等成果数据的地理信息系统，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排水去向信息查
询 APP，为相关信息的准确填报和后
续成果开发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展全市第三产业特定行业抽
样调查，详细了解全 市 主 要 涉 水 污
染 源 产 排 污 情 况 。 结 合 全 市 涉 水
污染源排查结果，利用大数据技术
收集相关企业清单，获取同行业企
业 产 排 污 指 纹 并 测 算 未 知 企 业产
排污情况，推算全市第三产业特定行
业产排污量。

普查内容全覆盖，助力环境管理精细化

提高污染源普查工作在全市的
知晓度，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
氛围、号召广大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
查工作，是有效推动普查工作顺利开
展的必然要求。

据了解，除了采用广播、报纸、网
站、微信、海报、横幅等常规宣传手段
外，深圳市普查办还利用微信朋友圈
官方广告、污普有奖知识问答 APP、
电视专栏、地铁专列、公交车身、站
台、户外 LED 屏、宣传月活动等多种
媒介和渠道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宣
传，掀起了一波波污染源普查的宣传
高 潮 ，让 普 查 工 作 家 喻 户 晓 、深 入
人心。

“入户难”是任何普查工作的共
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打消调查对象
的疑虑，深圳市普查办创新性地利用
官方微信和网站验证普查人员身份

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入户普查的效
率。同时，深圳市普查办还设计制作
包括帽子、马甲、雨伞、公文包、手提
袋、笔记本、笔等全套专用普查用品，
统一普查人员形象，提高普查对象对
普查人员的信任度。截至目前，查询
量已超过 1.1万人次。

目前，深圳市普查工作已初战告
捷，部分普查成果已为 深 圳 市 进 行
茅洲河流域的治理与精细化管理、
环境执法工作的开展、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工作、完善固定污染源动态
管理系统、排水户调查工作的开展
以 及 全 市“ 散 乱 污 ”企 业 整 治 提 供
了数据基础。

虽战功初现，但普查工作仍未结
束。深圳市普查办将继续脚踏实地，
笃定前行，给群众上交一份满意的

“答卷”。 刘晶李菁

全方位立体式宣传，让普查工作家喻户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