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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抓好十条工作线，从“根”上促减排

济宁分线作战治污攻坚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铁的精神 铁的信念，
生态铁军 千锤百炼。
守白云 护蓝天高擎利剑，
眼里不容 一丝烟。
截污水 堵源头筑起防线，
再苦再难 无悔无怨。
为地球撑起 生态保护伞，
我们是 永不熄灭的绿色火焰。

铁的心肠 铁的肝胆，
生态铁军 本色不变。
处罚狠 执法严 铁面无私，
擅打硬仗 出重拳。
拒腐蚀 永不沾 一尘不染，
胸怀磊落 心香如莲。
为人类坚守 生态美家园，
我们把 绿色诺言献给明天。

江苏省涟水县地方志办公室 孙华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应征作品展播（六）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脚踏着崎岖泥泞
怀揣着绿水青山
坚守着初心和使命
建设美丽中国的夙愿。

高举着领袖的旗帜
精准治污不畏艰难
让碧水、蓝天和净土
构建美好的生态家园。

攻坚战的排头兵
人民向往记心间
践行生态文明思想
前路漫漫信心满满

攻坚战的急先锋
千难万险若等闲
践行生态文明思想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吴济超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我们是绿色的生力军，
我们是环保的先行者，
我们是生态的保护伞，
我们是生态环保铁军。
在那茂密的林间，
在那湛蓝的湖泊，
你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看到我们忘我地工作。
在那峻峭的山麓，
在那湍急的江河，
你会与我们不期而遇，
发现我们正辛勤忙碌着。
如果你问我们忙碌为什么，

我们会告诉你，
我们为了环保，
为了生态平衡，
为了让美丽的大中国满眼绿色。
如果你问这么做是否值得，
我们会对你说，
身为生态环保铁军，
肩上的责任就重如泰山，
肩负着青山绿水的重托！
我们是生态环保铁军，
我们在工作中感受着快乐，
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首歌，
一首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 赵建华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保卫蓝天
驻厂监察监管不停息
曝晒马路驻岗测尾气
保护碧水
昼查夜巡利剑斩乱污
凌晨四点微光下突击
守卫净土
控新治旧铁腕夯根基
勘探监测足迹遍大地

攀高墙 探水势
入草丛 寻渠口
涉浅滩 爬岩石
环保督查 真抓实干
暗查暗访 摸排溯源
脚踏实地 绿色转型闯新路
坚守使命 热血烈火淬真心

锋芒出鞘 荡浊除垢
治污攻坚 重典治乱
锤炼尖刀利刃上的精兵
永葆生态环保铁军本色

认真的眼睛有故事
赤诚的心中有个梦
蓝江水悠莲叶间
幽林鸟语繁花锦
夜幕繁星风扬雪
两岸青山云笼月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共建生态堡垒
建设美丽中国

深圳市环境工程科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李东洋
深圳深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邵静娴

■ 绿色追梦人

为每一座山川定制名片，
深绿浅碧是永恒的底色。
你流过的汗，
阵阵清风会记得。

为每一条河流刻下名字，
清波荡漾是不变的诗意。
你走过的路，
朵朵白云会记得。

守护绿色，绿色追梦人，
仰无愧于天，捧出一颗心。
用担当，过滤每一道呼吸，
让万物嗅到纯净的美丽。

拥抱绿色，绿色追梦人，
俯无愧于地，献出一份情。
守初心，净化每一个眼神，
让蓝天映照清爽的大地。

江西省樟树市纪委监委 聂亚萍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胸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
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和希望，
守卫着绿水青山和田园，
争创着无限幸福及荣光。
敢于斗争，勇于担当，
防治污染，冲在前方。
无论山高路远水长，
何惧激流、险滩和风浪。

我们是生态环保的铁军，
坚守着神圣不变的信仰。
蓝天碧水与我们同在，
美丽的家乡源远流长。
为了国家昌盛、人民安康，
为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我 们 贡 献 出 智 慧 、青 春 和
力量。

朱景伟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
李姝熳济宁报道“今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力争控制在 53
微克/立方米以下，空气质量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到 63.1%；地 表
水国控、省控考核断面水质全
部达标，消除劣五类水体；危险
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不
低于 90%。”这是山东省济宁市
日前提出的年度生态环保“硬
核”目标。

近年来，随着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深入推进，济宁市的山
更绿、水更清、天更蓝，在微信
朋友圈晒蓝天白云、青山碧水
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但污染
防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
记、局长孟青松说：“污染防治
攻坚战打到今天，好吃的肉都吃
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水污染防治工作是如此，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也是如此。”

记者了解到，这十条工作
线包括：推动绿色发展工作线、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线、水污染
防治工作线、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线、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
修复工作线、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工作线、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线、
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工作线、生
态环境治理支撑保障工作线、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线。

孟青松介绍，济宁市将按
照“减量替代是常态、等量替代
是例外、亩产效益论英雄、安全
环保守底线”的导向原则，落实

“四压四上”的操作路径，调整
产业、能源、运输和农业投入

“四个结构”，在“根”上抓减排。
依法依规推动钢铁、煤炭、

水 泥 等 重 点 行 业 落 后 产 能 退
出，严控“两高”行业新增污染
物排放，倒逼高耗能行业转型
升级。实施“散乱污”企业整治
和秋冬季重点行业差异化错峰
生 产 。 进 一 步 压 减 煤 炭 消 费
量，推进燃煤锅炉和工业炉窑
综合整治，大力增加清洁能源
和外电供给能力，提升铁路运
能和货运服务水平。提升内河
运能，强化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管控，降低化肥、农药使
用量。

“济宁是南水北调东线重
要的调水节点城市，南四湖承
担着东线调水的调蓄功能。因
此，南四湖污染防治是打赢水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孟青松介绍，今年南四湖污染
防 治 的 战 略 打 法 是 围 点 打

“源”：通过做好工业点源和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厂
提标扩容、雨污分流改造、水生
态环境修复等，重点实施源头
控制。

“天眼”、“地勤”加“黑科技”，立体监测“火眼金睛”

“蓝网工程”提升海宁“气”质

精准治气，组建点、线、面全覆盖立体监测网络

为回应市民对蓝天白云好空
气的期盼，海宁市近年来重拳治
气，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排污企业
综合整治，空气质量指数（AQI）优
良 率 从 2016 年 的 78.9% 提 升 至
2019 年的 91.7%，提升 12.8 个百分
点；PM2.5年均浓度从 47 微克/立方
米下降到 36 微克/立方米，下降了
23.4%。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海宁
空气优良率已达 96.7%，同比提升
12.4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30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0 微克/立
方米。

随着大气污染治理的不断深
入，尤其是 PM2.5 浓 度 下 降 瓶 颈 问
题越来越明显，海宁市迫切需要
在大气污染治理上更加智慧化、
科学化和精准化。

为持续擦亮“海宁蓝”，当地
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通过聘
请第三方专业团队，借助雷达走
航 、颗 粒 物 激 光 雷 达 扫 描 、无 人
机航拍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建立

“ 海 宁 市 蓝 网 工 程 ”。 这 个 工 程
通 过“ 测 、管 、治 、评 ”4 个 环 节 ，

全 面 客 观 监 测 区 域 内 颗 粒 物 分
布 情 况 及空气质量状况，从而锁
定目标实施靶向治理，为污染减排
及环境监管提供重要支撑。

记者了解到，“蓝网工程”具备
1 台颗粒物扫描雷达、10 个颗粒物
监测站点、走航车及无人机等硬件
设施，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运用“天
眼”+“地勤”，“扫视”着海宁城区
和重点核心区。同时，通过平台系
统对监测数据进行拟合分析，结合
2 个省控点、4 个市控点、10 个微观
站的监测数据，“蓝网工程”组成一
个“点、线、面”全覆盖的立体监测
网络。

“‘ 蓝 网 工 程 ’总 投 资 870 万
元，历时 5 个月建成投运，是海宁
市探索‘物联网+5G+大数据’等
智慧环保监管模式的重要举措，力
争实现大气颗粒物管控‘精准溯
源、快速反应、闭环管理、精细治
理’，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创建省级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打下坚实基
础。”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精准溯源快速处置 让执法“有的放矢 ”

◆本报通讯员顾崟飞 刘晓
玲 见习记者王雯记者晏利扬

“天眼”向大气射出一道激光，
附近方圆 5 公里的颗粒物污染源
分布情况尽收眼底；地面“侦察兵”
出动，全市地上垂直方向 10 余公

里范围内大气中的颗粒物分布情
况和浓度清晰可见……这些应用
于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的“ 黑 科 技 武
器 ”，都 来 自 于 浙 江 省 嘉 兴 海 宁
市 在 全 省 率 先 建 成 的“大气颗粒
物污染监管平台”，即“海宁市蓝网
工程”。

图为“蓝网工程”平台指挥中心。
海宁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供图

给大气污染物做“CT”，“蓝网工程”大显身手

“ 蓝 网 工 程 ”是 如 何 运 作 的
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来到了蓝
网工程平台指挥中心。一进门就
看到一块大屏幕，屏幕上闪烁着无
数个不同形状绿色的标识。三角
形表示 10 个新建的扬尘站，能够
实时监控重点区域、工地等较易受
污染的地点。正方形为 12 个镇街
空气监测站，可以实时监控海宁市
各区域的实时空气质量。大屏幕
中间便是大气颗粒物监测扫描雷
达，它的雷达扫描图会利用不同颜
色对污染程度进行区分，污染越重
颜色越深。

通常情况下，根据大气监测点
的监测数据，生态环境部门能实时
掌握片区内的空气质量状况，分析
判断辖区是否存在超标排放。但
由于监测数据大多是反映整个区
域的情况，难以由此判断污染源
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
行排查。而“蓝网工程”，则很好地
解决了这个问题。

“激光雷达像探针一样，所发
射的激光在击中气溶胶和云时会
产生散射，接收端仪器可识别出沙
尘、云和局地污染物等信息，立体
监测大气中的颗粒物分布情况和

浓度。”海宁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一张可视化的雷达监测图，相当于给空气
中的污染物做了一个“CT”扫描诊断，精
准快速定位“病灶”。

不仅是激光雷达，扬尘站、无人机都
是大气污染防治的“侦察兵”。当蓝网中
心数据分析人员通过大屏的监测数据发
现站点数据异常和雷达热源后，会及时向
蓝网中心运维人员发送异常情况。运维
人员接收到异常任务后，立即驾驶走航车
赶赴污染点，找到污染源后会利用移动执

法记录仪和手机进行录像拍照取证，并把
现场的情况及时反馈给蓝网中心的数据
分析人员。

对现场的污染情况核实后，数据分析
人 员 立 即 制 作 工 单 ，主 要 包 含 污 染 热
点 、具 体 位 置 、发 生 时 间 、污 染 情 况 的
基 本 描 述 及 现 场 的 照 片 或 视 频 ，并 上
报 至 市 生 态 创 建 办 。 市 生 态 创 建办工
作人员收到通知后会对问题进行审核，并
以电话的形式告知，确保镇、街道及时收
到任务。

除了能直观地对城市污染源进行监
测与追踪，“蓝网工程”还能更好扭转污染
源“捉迷藏”、监管人员“打游击”的局面，
大大提高了空气污染从发现到处置的执
行效率，真正做到了环境监管执法“眼疾
手快”，有效助力“测-管-治”联动。

日前，雷达走航车行驶进海宁市许村
镇街头巷尾，在许村镇沈士集镇，走航车
显 示 上 运 码 头 附 近 颗 粒 物 指 标 突 然 升
高。工作人员随即打开无人机箱，将无人
机飞往上运码头附近。通过手机屏幕，可
以看到，上运码头附近果然存在砂石露天
堆放、废旧金属大量堆放现象，而这些都是
造成空气污染的源头。当地相关负责人与
企业了解到情况后立即来到现场处置，从雷
达走航车显示颗粒物指标升高到企业着手
整改，整个过程仅用时不到 1小时。

“整个流程形成一个测管治联动的闭
环管理过程，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至具体
责任单位、属地落实整改。经现场复核，
逾期未整改的，将进行执法处罚。”该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雷达走航车+无人机”

模式将在海宁市生态环境督查中开展常
态化运用。

此外，平台还能自动跟踪整改进展情
况，规定时间、规定日期未办结的，系统将
自动报警。蓝网中心的数据分析人员会
每天制作日报，记录当日的空气质量和站
点排名情况，及时对污染变化趋势及高值
时段进行研判分析，提出有效的管控意见
及建议。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能够更加
科学地制定大气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对今
后实施特殊时期大气污染管控、工业企业
错峰生产、工地扬尘强化管控、洒水喷雾
的降尘时段都有强大的理论基础和数据
支撑。

目前，这一平台已接入餐饮油烟自动
监测平台，后续还将接入企业污染自动监
测平台，实现对企业从污染物排放监测到
治理监测的延伸，有效解决环境监管“最
后 500 米”难题。除了上述的监测系统
外，平台还为后期其他污染平台接入预留
了端口，实现多平台联合作战，助力打赢

“蓝天保卫战”。

本报通讯员汪蛟报道 近
日，甘肃省利用无人机航拍、遥感
解译、现场人工排查等相结合的
方式，全面开展全省黄河流域入
河排污口现场排查工作。

据了解，此次现场排查涉
及 兰 州 、白 银 、天 水 、武 威 、平
凉、庆阳、定西、临夏、甘南 9 个
市（州）58 个县区。甘肃在前期
调研和学习总结长江入河排污
口排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
黄河流域排污口排查各个工作

环节制定了详细的技术规范和
要求，进一步明确了科学严谨、
系 统 全 面 、问 题 导 向 、重 点 突
出、查测溯治、分步推进、实事
求是、易于操作的工作原则，确
保“有口皆查”，不放掉任何一个
排污口。为科学治污、精准治污、
系统治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
打造“清洁河”“美丽河”“幸福河”
奠定基础，有力促进全省黄河流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是甘

肃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污染
现状调查的基础性环节。截至
4 月 1 日，已开展定西、白银、武威
3市的排查工作,预计通过一个月
的时间完成全省黄河流域现场排
查“查、测、溯”三项任务。

通过此次排查，将彻底摸
清甘肃省入河排污口底数，对
各类排污口数量、具体位置、实
际排污情况真正做到查清楚、
说 明 白 ，摸 清 黄 河 流 域（甘 肃
段）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底数。

甘肃启动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现场排查
查测溯治，确保“有口皆查”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
员王从帅连云港报道 一台 10
余米长、3 米多高的机器正把建
筑垃圾中的混凝土块、废砖石、
砂浆块、渣土“吞”下，“吐”出细
沙子和废木渣，再加入其他原
料之后输送进另一台机器，不
到半小时，这些细沙便变成了
一块块新砖。

如何把建筑垃圾放在“对”
的位置，变废为宝？江苏省连
云港市灌南县日前采取特许经
营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建筑垃圾
再生利用。

据记者了解，连云港久迪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投资 1000 万

元建成了建筑垃圾综合回收利
用及制砖项目，生产基地占地
22 亩，是一家专业从事建筑垃
圾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企业。

“目前全县的建筑垃圾基
本都运送到我们这里，每天可
以生产 40000 块不同尺寸的砖，
一年大概能处理建筑垃圾 60 万
吨。公司生产出的环保砖、建
筑垃圾制砖密实度高，抗冻抗
渗性能好，隔热保温性能优良，
而且这种砖块还具有良好的抗
渗漏特性，市场需求量很大。”
连云港久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霞军说。

“制砖项目建成后不仅可

以减少外运建筑垃 圾 ，还 可 减
少 外 购 填 料 约 30 万 立 方 米 ，
不 仅 保 护 了 环 境 ，而 且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社 会 效 益 。”灌 南 县
综 合 执 法 局 工 作 人 员 说 ，建
筑 垃 圾 资 源 化 再 生 利 用 ，也
为城市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多的
建筑垃圾找到了一条合理、可
行的出路。

经 过 处 理 加 工 的 建 筑 垃
圾，可以再次成为城市有用的
各种建材，节约了天然砂石的
开采和使用，减少垃圾填埋占
用土地，避免环境二次污染，保
护耕地，真正做到了资源的循
环利用。

灌南处理建筑垃圾年均60万吨

建筑垃圾摇身一变成“金砖”

近年来，湖北省十堰市全面推行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制，建立河
长主治、水域整治、源头重治、生态防治、环境共治的联合治理体系。
图为当地河长和志愿者正在一起巡河治河。 薛乐生摄

资讯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