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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邹祖铭1月19
日北京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
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到 2020 年年底，分
步骤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发泡
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禁止
生产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意见》明确了三个阶段性目
标：到 2020 年，率先在部分地区、
部分领域禁止、限 制 部 分 塑 料 制
品 的 生 产 、销 售 和 使 用 ；到 2022
年 ，一 次 性 塑 料 制 品 消 费 量 明
显 减 少 ，替 代 产 品 得 到 推 广 ，在
塑 料 污 染 问 题 突 出 领 域 和 电

商 、快 递 等 新 兴 领 域 ，形 成 一 批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塑 料 减 量 和
绿 色 物 流 模 式 ；到 2025 年 ，塑 料
制 品 生 产 、流 通 、消 费 和 回 收 处
置 等 环 节 的 管 理 制 度 基 本 建
立 ，多 元 共 治体系基本形成，替
代 产 品 开 发 应 用 水 平 进 一 步 提
升，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
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意 见》提 出 ，按 照“ 禁 限 一
批、替代循环一批、规范一批”的
思路，推进三项主要任务。在禁
限方面，禁止生产销售超薄塑料
购物袋、超薄聚乙烯农用地膜；禁
止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

品；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分步骤
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
具、一次性塑料棉签、含塑料微珠
的日化产品；分步骤、分领域禁止
或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一
次性塑料制品、快递塑料包装等。

在替代循环方面，研发推广
绿 色 环 保 的 塑 料 制 品 及 替 代 产
品，探索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和
循环利用、减少塑料污染的新业
态新模式。

在规范环节，加强塑料废弃
物分类回收清运，规范塑料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开
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

治理塑料污染新政出炉
年底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湖南省郴州市飞天山镇高椅岭景区以“百里丹霞”地貌成为近年来“打卡地”，但山底却堆积了大量游客随
意丢弃的垃圾。近日，郴州山地救援队队员利用专业工具下降到近百米深的悬崖谷底，将白色垃圾一一清理到
位，力争在呵护绿水青山的同时，进一步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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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俊超郑州报
道 河南省近日召开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工 作 电 视 电 话 会
议 ，总 结 2019 年 全 省 大 气
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完成情
况，安排部署全省近期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河南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在分析
当前面临的形势的同时，强调
要坚决完成今年目标任务。

黄强指出，2019 年，全
省上下在省委、省政府的领
导下，勠力同心，克难攻坚，
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圆
满完成了 PM2.5和 PM10年度
目标任务，坚定了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信心和决心。
黄强指出，今年是三年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
年，各地有关部门要坚持问
题导向，加快推进产业、能
源、交通运输、用地四大结
构调整，持续狠抓“三散”污
染治理，强化今年 1-2 月大
气污染管控，抓好柴油货车
污染治理和烟花爆竹管控
等重点工作，聚力“治”减少
污染存量，聚力“建”做足生
态增量，聚力“调”解决源头
问题，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狠抓责任落实，坚决完
成今年的目标任务。

河南常务副省长部署近期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加快结构调整 持续治理“三散”

本报讯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数字中国”
建设的实践起点。近年来，福建省
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注重生态文
明与“数字福建”融合发展，推动生
态环境高颜值与经济发展高素质协
同并进，在全省 GDP 增速持续保持
全国前列的同时，生态环境质量保
持全优。2019 年，全省大气环境优
良天数比例达 98.4%，PM2.5 浓度为
24 微克/立方米，连续 4 年每年下降
一个点以上；12 条主要河流Ⅰ-Ⅲ
类水质比例为 96.5%（其中，Ⅰ-Ⅱ
类水质比例为 61.5%）。中国工程
院发布的 2019 年全国生态文明指
数中，福建省位居全国第一。

坚持全省一盘棋、突
出技术一体化，着力构建
系统规范的云平台体系

构建“一张图”。针对原来一个
业务系统一张图、应用割裂的问题，
以高精度天地图为统一底图，整合
关 联 、分 层 叠 加 水 、大 气 、土 壤 等
108 个专题图层，打造可支撑全省
生态环境科学决策、精准监管、高效
服务的“电子沙盘”，形成“一张图+
N 应用”的架构体系。

搭建“一中台”。针对以往数据
分散、封闭独立、利用率低等问题，
梳理、汇聚 373 类数据清单、4152 个
数据项，统一系统数据库，构建插件
式、通用式的业务中台，实现易扩
展、高性能、弹性化，打造“超级生态
环境大脑”。

创建“一标准”。针对以往各个
业务模块标准不一、数据打架、质量
不高等问题，研究编制共享目录、数
据采集、数据接入等 20 多项基础架
构标准和一源一码、一企一档、一区
一策等 40 多项应用标准规范，实现
不同模块、系统和平台之间的互联
互通、即时深度融合。

坚持融合共享、打破信
息孤岛，跨地域、跨系统、跨
业务推进科学精准治污

着眼数据全汇聚。把生态环境
系统从生态环境部到企业的纵向数
据和省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等 21 个
部门横向信息有机融合，实时动态
抓取物联网前端传感器监测数据、
应用系统使用数据和互联网数据
等，汇聚 132 类数据，5000 多个前端
传感器终端、走航车、无人机等生成
的巡查数据实时上传，源源汇入。

着眼业务大融合。强化各要素信息的系统、集成、综合，通过
对环境质量数据、污染源信息、相关部门数据等多因素综合分析，
形成系统诊断治理方案。例如，将全省水系 12 条主要河流、636 条
小流域、5000 余个汇水区域相关信息全部数字化，形成流域脉络

“一张图”，实行水质常态化、立体化、实时化监管，精准溯源，对症
下药，综合施策。

着眼治污更精准。利用大数据实现环境质量动态监控、污染
物扩散模拟、敏感点识别，对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精准“切一
刀”，坚决反对“一刀切”。2019 年以来，通过云端自动识别预警、
热点网格、走航分析等，分地市精准确定“黑白灰”名单进行点穴式
精细管控，在错峰生产企业数量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大气联防联控
应对成功率达 75%，减少污染天数 60%以上。

坚持集成化管理、推动去行政中心化，形成以
问题为中心的鲜明工作导向

织密一张监管天网，做到耳聪目明。全省定期通过生态云平
台和资源卫星技术等排查疑似问题，划分省市县乡四级网格单元
16567个，配实配齐 20211名网格员，同时融合企业、生态环境监管人
员、专家和第三方等力量形成5支网格队伍，延伸监管“耳目”，打通监管
末梢，形成触角全覆盖、反应及时、响应高效的监管网络。统计显示，
2019年，福建省收集处理各类环境监管线索 9.7万多条。

建立一本环境台账，聚焦问题画像。建成全省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和信访督导体系，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12369”热线、执法检
查、监测预警等各类问题线索全要素纳入平台，逐个问题进行立体
式透视画像，各部门联动、全程跟踪督办，逐一交账销号。同时，建
立工业园区和重点监管企业 360 度数字化图库，对排污口、风险点
等实时视频管控、数据联网上传，做到有图有真相、监管全天候。

实施“一线云端”会商，常态传导压力。坚持“哪里有问题，哪里就
是指挥中心”，开发实时指挥决策“驾驶舱”；建立搜索引擎，实时查询、
汇聚各类生态环境信息，锁定问题区域、问题单元；构建跨地域、跨层
级、跨部门的云端“一市（事）一会商”机制，与地市政府、有关部门、企
业、网格员在线联动，面对面交办问题，线上协调指挥、线下精准施治。

坚持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着力
引领企业公众相向而行

打造亲清服务平台，引领企业绿色领跑。平台整合各类涉企
环境管理系统和 65 项审批服务事项，做到“一个门户”“一号通行”

“多表合一”“一网通办”，实现省级“100%不见面”审批。列出企业主
体责任清单，帮助企业健全环境管理档案，自动归集环境行为数据，执
行绿色信贷联动等信用奖惩，让企业“自我管理”“自证守法”“自我领
跑”。截至目前，已有 20758 家企业入驻平台，形成良性互动。

创建绿盈乡村信息管理系统，推动基层生态环境管理同频共
振。平台集成乡村基础信息、生态环境整治项目等要素，推动全省
1.4 万个村庄建立“一村一档”，将卫星遥感、投诉举报、网格巡查等
发现的各类问题定期推送基层，通过云平台信息公开，让基层管理
者和村民认清村庄短板弱项、整治方向，主动参与绿盈乡村建设，
通过自我整改、自我管理，进一步提升美丽生态获得感。

构筑公众参与平台，促进社会共治共享落到实处。加强环境
信息公开，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开发福建环境 APP，鼓励公众及时
反映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建立信访举报回访制度，以公众满意
率作为交账销号依据；大力推动环保志愿服务活动，推行“百姓河
长”，引导公众利用云平台进行评价建议、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开设
线上“环保超市”，截至目前，公众和企业可在线获得九大类 1108
名专家“把脉会诊”和 188家第三方机构服务。

下一阶段，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省部共建“数字生态”示范省战略合作协议，加大区块
链、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运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着力建设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生态福建”。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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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市PM2.5平均浓度降至4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7.6%

“我在北京生活了7年，见证了她的改变”
◆本报见习记者李玲玉

“我在北京生活了7年，见证了她的改变。”来自爱沙尼亚的小伙儿
李飞迪边吃豆腐脑，边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说，“现在，我喜欢这里的蓝天
白云、青山绿水。北京，倍儿好！”

2018年，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降至51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
降43%；SO2年均浓度达到6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77%。2019
年，全市PM2.5年平均浓度为4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7.6%。

全市先后关停2600余家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一般性污染企业，
完成1.1万家“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推动了绿色产业体系和空间格
局的构建。

目前，全市上下“同呼吸、共责任、齐努力”，政府主导、企业施治、公
众参与的社会共治局面基本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渗透在城市的每
个细节中。

念好“制度经”，体系最全标准最严

记者日前在北京市朝阳区来广
营镇一处施工工地看到，工人正在
使用预拌砂浆紧锣密鼓地施工。

“早些年都是用袋装水泥现场
拌制砂浆，风一吹，马上飞起一层水
泥灰。”工人马师傅说，还是预拌砂
浆干净、方便。

2019 年 3 月，北京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市发展改革委等 5 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建设
工程预拌砂浆应用工作的通知》，要
求施工现场不得采购使用袋装水
泥。相比现场拌制，预拌砂浆最主
要的优点就是可以节约材料、减少
污染。

胡师傅钻进挖掘机驾驶室，伸
手按紧了前挡风玻璃上绿底的二维
码标签，准备进入工地。

“我的挖掘机尾气检查合格，生
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给贴的这个二
维码。”胡师傅说，“没有它，就不能进
场施工。”扫描二维码，挖掘机的基本
信息和过往检查记录一目了然。

据了解，北京市对挖掘机、装载
机、挖掘装载机、叉车四类高排放非
道路移动机械提出明确要求，超标
车辆进场将被处罚，而在“低排区”
更将面临重罚。

“低排区”指的是五环路（不含）
以内区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
政区域、通州区部分行政区域，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低排区”内禁
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根
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规
定，在“低排区”使用高排放非道路
移动机械的，由生态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过去施工工地挖掘机尾气超
标 罚 5000 元 ，加 两 个 班 就 补 回 来
了。现在超标一次罚 10万元，违法
成本翻了20倍，超标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生存空间大大缩水，也让守法企业
得了实惠。”胡师傅算了一笔账。

城市里，带有绿色印记的行动
越来越多，背后是制度体系的不断
完善。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
惩，北京市制定实施了严于国家要
求的水污染防治条例、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等地方法律法规，累计出台
70 项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全国
最全，标准限值全国最严。从以行
政管理为主，到法规、标准、政策、技
术等综合施策，北京市用严密的制
度体系护航生态文明建设。

画好“山水画”，城市有“颜值”更有“内涵”

地铁线深入园区，比邻大兴国际机场，这
里，就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兴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高精尖”产业项目聚集地。

“现在这水多清啊，湿地、栈道、步道、自行
车道一应俱全。过去，很多家具厂都在永兴河
沿岸，河道里一池臭水，走过去都得捂着鼻子。”
黄村居民张女士回忆道。

“这里曾经是一片‘工业大院’，污水横流，
这些厂子的能源以煤炭为主，大气污染也很
重。”大兴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景海说。

据赵景海介绍，在清理整治过程中，村集体
无力回收土地成为“拦路虎”。得益于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试点政策，大兴获得了融
资，盘活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存量资产。

“经过整治，大兴区共清理‘散乱污’企业
4000 余家。在此基础上，2018 年至今大兴区又
开展‘动态清零’工作，发现一起、上账一起、整
治一起，彻底告别工业大院的旧业态。”大兴区
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支队任明表示。

没有伤筋动骨，哪有脱胎换骨。根治了“散

乱污”，才腾出发展空间，引来金凤凰。
据中关村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管委会副

主任宋世明介绍，目前入园企业已达 3000余家，
包括世界 500强费森尤思卡比、中华老字号同仁
堂、百年协和等一批国内外龙头医药企业，屠呦呦
团队的青蒿素研究中心也已经开工建设。

“随着知名企业进驻，我们已经打出了生物
医药产业的品牌，实现了品牌效益。同时，园区
的经济效益也十分显著，产值年增速在 10%以
上。”宋世明说。

这样的“腾笼换鸟”，发生在北京的不少地
方。两年来，北京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 1000 余
家，疏解提升市场和物流中心 500多个。

在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永大路 32 号华光
宇鹏钢构厂的旧址上，一万平方米的道境健康
运动中心“破茧而出”，“综合体育 mall”让老厂
房焕发新活力。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今年，北京市结合疏
解整治促提升，新增 50 处口袋公园。市民家门
口，有花有草、能休闲能遛弯儿的地方又多了。

“垃圾分类，您都门儿清了吗？”
在南锣鼓巷，不少游客停下脚步，与戴着瓜

皮小帽推广垃圾分类的吉祥物合影，晒到朋友
圈，引发一阵垃圾分类热潮。

2020 年 5 月 1 日起，修改后的《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而南锣鼓巷“快人
一 步 ”，这 里 的 垃 圾 桶 都 已 换 成 了 四 分 类 垃
圾桶。

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正成为北京的
“新时尚”。

北京教科院附属石景山实验学校把课堂
搬到生产车间，七八年级的学生实地参观鲁
家山垃圾焚烧厂，亲眼看到城市垃圾的数量
之大、种类之多、处理之艰辛，孩子们自发组
织 了“ 塑 战 速 决 ，我 是 行 动 者 ”的 公 益 活 动 ，
向 全 校 师 生 发 起 拒 绝 使 用 一 次 性 塑 料 制 品
的倡议。

课堂内外，对生态环保的关注无处不在。
“当今中国解决环境问题，政策推行更有效，还
是观念教育更有效”“地球一小时活动在当前有
没有意义”“应不应该禁止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百
草枯”……这些辩论议题让当代大学生在思想

碰撞和语言交流中，强化了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提高了践行绿色生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意识。

潜移默化中，公众环境素养不断提升，生态
文化融入百姓生活，绿色生活观念深入人心。

房山区琉璃河镇贾河村被一片 3500 亩的
梨园环抱，最老的树已有近三百年。“祖祖辈辈
留下来的规矩，不能砍树。”村民游大哥站在梨
树下说，“街道都是太阳能路灯，家里都用太阳
能热水器，就图个环保。”

“为了减少大气污染，不焚烧秸秆落叶等废
弃物，不燃放烟花。”环保意识走进了门头沟区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的村规民约里。

冬日暖阳下，睡觉的猫、散步的狗，踱着方
步的大喜鹊，穿梭来往的游人。这，就是怀柔区
渤海镇北沟村的日常。“哥们是个农民，心眼实，
瓜果蔬菜都是绿色的，不打药。”经营农家院的
段掌柜拍着胸脯说。

经济发展高质量、城市治理高水平、生态治
理高标准、百姓生活高品质……不久的将来，一
个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首都北京，必将呈现
在世人面前。

唱好“文化戏”，生态融入百姓生活

上接一版

针对记者提出的《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
条”）实施进展情况，张波表
示，生态环境部作为“水十条”
牵 头 和 协 调 部 门 ，会 同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认 真 分 解 目 标 任
务，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加快
推进水污染治理，具有明确时
间节点的 51 项任务中有 20 项
任务已按时限要求完成。“到
202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
建 成 区 黑 臭 水 体 均 控 制 在
10%以内”等 31 项工作任务还
在推进中。下一步，生态环境
部将坚持“谁牵头谁负责”的
原则，抓好部门任务分工，按
季调度正在推进的 31 项任务
的进展情况，对任务完成滞后
事项加强督导并进行信息公
开，确保按时完成“水十条”目
标任务。

在回应记者提出的生态

环境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的工作情况时，刘友宾说，
前段时间长江白鲟的灭绝反
映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形势非常严峻，反映出
公众环境意识日益高涨。中
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
保护，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实施了《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划（2011-2030 年）》，实 行 了
最严格的栖息地保护制度，将
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
境脆弱区纳入生态保护地范
围，发布《重点流域水生生物
多样性保护方案》《生物多样
性调查、观测和评估实施方案

（2019-2023 年）》。生态环境
部将以 10 月召开的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为
契机，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推动国
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上
新的台阶，取得新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