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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雁凌 王文硕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级需向各市
拨付环境空气质量补偿资金 36882 万
元。其中，第一季度为 30026 万元，第
二季度为 6856 万元。上半年全省获得
环境空气质量补偿资金排名前三的是
临 沂 、枣 庄 和 潍 坊 ，补 偿 资 金 分 别 为
3464 万元、3062 万元和 2966 万元。”这
是记者日前从山东省政府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 姚 云 辉 在 发 布 会 上 介 绍 ，今 年 1-6
月，全省 PM2.5、PM10、SO2、NO2、O3 浓度
分别为 48 微克/立方米、88 微克/立方
米、12 微克/立方米、28 微克/立方米、
177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7.2%、20.0%、25.0%、22.2%、4.8%；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67.2%，同比
增加 14 个百分点。设区市城市建成区
范围内 166 个黑臭水体均已完成整治，
完成率为 100%。

全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突 出 精 准 治 污 ，紧 盯 重

点时段

为推动环境空气质量不断改善，山
东省突出精准治污，强化重点行业大气
污染综合整治，全省 17 家钢铁企业完
成有组织超低排放改造，5 家钢铁企业
开展超低排放评估监测，7 个传输通道

城市基本完成炉膛直径 3 米以下煤气
发生炉淘汰，全省累计综合整治炉窑
1.3 万多台，4800 多家工业企业完成无
组织排放综合整治。

围绕夏秋季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
坚，山东省紧盯重点 时 段 ，全 面 启 动
2020 年 夏 秋 季 VOCs 治 理 专 项 行 动 ，
发 出 鼓 励 夜 间 加 油 、开 展 绿 色 出 行
倡 议 书 ，鼓 励 加 油 企 业 开 展 错 时 加
油 优 惠 活 动 。 组 织 企 业 对 现 有
VOCs 废 气 治 理 设 施 收 集 率 、治 理 设
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开展排查整治，
900 余家涉 VOCs企业完成治理设施提
标改造。

山东省还多措并举加强移动源污
染全方位监管，对 23 家机动车生产企
业、8 家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进行
环保核查。通过路检路查和集中停放
地抽测，检查柴油车 8 万余辆（次），依
法处罚超标排放车辆责任人 36.7 万元；
摸底调查非道路移动机械 23.2 万余台，
监督抽测 1.4万余台。

为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山东省采
取差异化管控，修订省级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组织 16 市开展重污染天气应
急减排清单修订，指导各市做好 39 个
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和应急减排清
单 内 企 业“ 一 厂 一 策 ”减 排 操 作 方 案
编制。

在秸秆禁烧方面，目前，山东省夏
季秸秆禁烧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秸
秆禁烧期间，全省共发现 14 个秸秆焚

烧火点，总过火面积约 1741 亩 ，秸 秆
焚 烧 火 点 数 量 较 往 年 大 幅 减 少 。 我
们 已 向 有 关 市 发 出 督办函 6 份，各有
关市均对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全
省已累计问责 50 余人。”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庄荣盛在发
布会上说。

持续推进碧水保卫战：
今年将基本消除劣Ⅴ类

水体

今年以来，山东省持续推进碧水保
卫战。1-6 月份，全省国控地表水断面
水 质 优 良（Ⅰ-Ⅲ 类）水 体 比 例 为
67.5%，同比增加 3.6 个百分点；入海河
流及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100%，同
比提升 10.5 个百分点。全省 52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除
1 个因地质原因超标外，51 个水质达到
或优于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98.1%，达
到年度目标要求。

姚云辉告诉记者：“今年是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在国家污染防治
攻坚战考核中，地表水考 核 重 点 关 注
国 控 断 面 水 质 优 良（Ⅰ-Ⅲ 类）水 体
比 例 和 劣 于 Ⅴ 类 水 体 比 例 两 项 指
标 ，也 就 是 通 常 说 的‘ 提 优 Ⅲ ’‘ 消 劣
Ⅴ ’。 上 半 年 ，全 省 优 Ⅲ 水 体 比 例 提
前 达 到 2020 年 度 目 标（ 不 低 于
61.5%）；但 在 劣 Ⅴ 类 水 体 比 例 方 面 ，
全 国 整 体 的 目 标 为 不 高 于 5% ，而 山

东 省 需 进 一 步 达 到‘ 基 本 消 除 ’的 水
平 。 从 目 前 全 省 进 展 情 况 看 ，预 计
年 底 可 如 期 完 成 国 家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地表水考核目标。”

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省饮用水
水源水质保护和黑臭水体治理两大攻
坚战作战方案中，须在 2020 年底前完
成的 20 项重点任务已有 5 项完成，其余
15 项 也 均 达 到 序 时 进 度 要 求 。 全 省
711 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均已划定完成，正在进行“回头看”。山
东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启动 2020 年省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环保专项行动，倒逼地方进一步提升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为实现水质常态化监管，山东省对
重点河湖水质采取日预警、周推进、月
分析工作机制，研判总体变化趋势，对
不达标断面予以通报、督办。针对部分
断面水质波动问题，集中召集 11 市生
态环境局及有关责任县（市、区）座谈，
并组织生态环境、住建、水利专家进行
现场技术帮扶。向各市印发“消劣Ⅴ、
防反弹、提优Ⅲ”三张任务清单，明确管
控目标、工作重点及达标期限，由厅级
领导进行帮包督办。

山东省全面夯实水环境治理体系，
启动全省入河排污口排查与监测，计划
彻底摸清河湖污染底数，年底前形成全
省入河排污口“一张表、一张图”，为“十
四五”实现水生态环境管理精准化、精
细化奠定基础。

山东生态环境质量“期中考”实现双改善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67.2%，黑臭水体整治完成率 100%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
家庄报道 河 北 省 副 省
长时清霜近日主持召开
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
议要求，要总结经验，分
析问题，查找不足，加快
项目实施进度，努力提
高 畜 禽 粪 污 资 源 化 利
用率。

会议强调，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是支
持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
政策之一，要将 项 目 建
设 作 为 抓 好 畜 禽 粪 污
资 源 化 利 用 的 重 中 之
重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持
续 自 我 加 压 ，制 定 更
高 目 标 ，细 化 时 间 表
和 路 线 图 ，加 快 实 施
畜 禽 粪 污 资 源 化 利 用
项 目 ，促 进 畜 牧 业 绿
色可持续发展。

会议要求，要层层

压实各方责任，各级政
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负总责，生态环境、农业
农村等部门依据各自职
责，健全畜禽粪污资源
化 利 用 全 链 条 监 督 制
度。要强化项目调度服
务，想方设法克服资金、
土地、非洲猪瘟疫情等
不利因素影响，让财政
资 金 尽 快 进 入 经 济 循
环，转化为畜禽粪污资
源化能力。要打通资源
化利用路径，尽快建立
畜禽粪污收集、转化、利
用网络体系，探索规模
化、专业化、社会化运营
机制，引导建立种养结
合利益联结机制。要及
时开展绩效评估，建立
项目实施奖惩机制，确
保按时保质完成项目目
标任务。

河北副省长调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查找不足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本报讯 吉 林 省 副
省长、辉发河省级河长
阿东近日到梅河口市开
展巡河调研工作，对辉
发河进行了实地巡河。
梅河口市委书记、市级
总河长王爱明，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辉发河市
级河长刘刚和相关市领
导陪同。

当日，在梅河口市
辉发河梅河入河口段，
阿东仔细查看了河长制
公示牌更新情况，详细
询问了辉发河城区段护
岸护坡、景观带建设和
当前全市防汛工作准备
情况。

阿东要求，各级河
长要落实好辉发河兴水
治水主体责任，细化工
作任务，强化管护措施，
持续推进水生态修复。
要加强执法监管考核力

度，加大河长制宣传，形
成全社会支持参与河长
制浓厚氛围。统筹推进
辉发河水环境改善，找
准每个河段存在的突出
问题，精准施策、综合治
理，不断提升辉发河流
域水质。

阿东强调，要以战
时状态战时作风坚决打
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要把河长巡河与当前防
汛工作紧密结合，各级
河长要加强值班值守和
巡河检查，深入排查整
治防洪隐患，切实提高
防洪抗灾能力，确保安
全度汛。切实增强防汛
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
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
制，从严从实迎汛备汛，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孙洪霞

吉林副省长阿东到梅河口市调研巡河工作强调

综合施策不断提升辉发河水质

党政领导党政领导
抓落实抓落实

近两年来，随着水环境生态治理工作推进，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矶山湖水产养殖基地的养殖户利
用优质水资源，将经营重点逐步向对水质要求更高的水产品转变，走出一条“生态养鱼”的转型升级之
路。目前，水产养殖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通讯员夏宁博南京报
道 江苏省政府近日发布《江苏
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
确建立覆盖全省的“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加快
建设“环境美”的新江苏。

《方案》明确，坚持底线思
维、分类管控、统筹实施，落实
最 严 格 的 环 境 保 护 制 度 。 到
2020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达
到总体改善目标。全省陆域生
态 空 间 保 护 区 域 总 面 积 达 到
23216.24 平方公里，占全省陆域
国土面积的 22.49％。104 个地

表水国家考核断面达到或优于
Ⅲ类水质比例达到 70.2％以上，
基本消除劣于Ⅴ类水体。全省
PM2.5 平均浓度达到 43微克／立
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72％以上。全省用水总量不超过
524.15亿立方米，耕地保有量不低
于456.87万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390.67万公顷。

到 2025 年 ，全 省 生 态 环 境
质量持续改善。国家考核断面
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达到
80％以上。全省 PM2.5 平均浓度
为 38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78％以上。

根据《方案》，全省共划定
环境管控单元 4365 个。优先
保 护 单 元 1177 个 ，其 中 陆 域
1104 个 ，占 全 省 国 土 面 积 的
22.49％；海域 73个，占全省管辖
海域面积的 27.83％。重点管控
单元 2041个，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8.47％。一般管控单元1147个，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59.04％。

《方案》要求，建立完善并
落实“1+4+13+N”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即全省“1”个总体
管控要求，长江流域、太湖流
域、淮河流域、沿海地区等“4”
个重点区域（流域）管控要求，

“13”个设区市管控要求，以及
全省“N”个（4365 个）环境管控
单元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着
重加强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
市县级及以下产业园区环境管
理，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要求。

江苏发布“三线一单”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建立完善并落实“1+4+13+N”管控体系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齐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日前印发《自治区
贯彻落实〈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推
进自治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

《实施意见》明确，要构建科学合
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开展摸底评估，
科学设置自然保护地类型，编制自然
保护地规划；要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
管理体制，加强自然保护地管理，依规
调整自然保护地并勘界立标，实行自
然保护地分级分类分区差别化管控；
要创新自然保护地建设发展机制，加
强自然保护地建设，推进自然资源资
产确权登记；要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督
考核，建立监测体系，加强自然保护地

考核，严格执法监督。
根据《实施意见》，自治区人民政

府将统一组织开展自治区级以上的自
然保护地摸底评估工作，自治区级以
下的自然保护地摸底评估工作由各地

（州、市）人民政府（行署）负责，重点将
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脆弱以
及其他有必要严格保护的各类自然保
护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

此外，《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完成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优化整合，
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规、管理和
监督制度，提升自然生态空间承载力，
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到 2035 年，显著提高自然
保护地管理效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
力，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

新疆出台实施意见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实行分级分类分区差别化管控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记者近日了解到，宁夏回族自
治区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
联合印发的《宁夏关于进一步
加 强 塑 料 污 染 治 理 的 实 施 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
确了宁夏禁塑的时间表及路线
图，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要会同
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开展联合
专项行动，加强对塑料污染治
理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重点
问题将纳入自治区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强化考核问责。

根据《实施方案》，宁夏将

全面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
度小于0.01 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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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2020 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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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
市、药店、书店、医院等场所以及餐
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
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全区范围餐饮行业禁止

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
到 2022 年 底 ，宁 夏 将 全

面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化
产品；银川以外其他城市建成
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医
院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
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
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
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县城
建成区、景区景点餐饮堂食服
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餐具。到 2025 年底，全区城
市、县城建成区所有集贸市场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实施方案》强调，宁夏将
严厉打击违规生产销售国家明
令禁止的塑料制品，坚决杜绝
生产国家禁止的塑料制品的生
产行为，从严查处违规生产、销
售、提供国家禁止使用塑料制
品的企业和单位。

宁夏明确禁塑时间表及路线图
塑料污染治理重点问题列入省级生态环保督察

◆新华社记者陈梦阳 孙仁斌白涌泉

盛夏时节的辽宁，草木葱茏、大河奔流；天蓝海
碧，山川竞秀。这个曾经以高污染、高能耗为特征
的老工业基地省份，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指
引下，经过一个时期的铁腕治理，环境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河海生态大为改观、美丽乡村不断涌现，在
白山黑水间奏响一支绿色咏叹调。

河长变身“运动达人”

自从当上河长，盘锦市兴隆台区水木清华社区
书记刘娜娜每天微信运动的点赞量激增。

近年来，辽宁加强河流治理，实行五级河长抓
治水。“我负责的这段河，长 4.275 公里，有 6 个排雨
口，2 个排污口。”说起自己守护的六零河河段，刘娜
娜如数家珍。每天早上 7 点多钟，她就从家出发去
巡河，发现有偷排污水或乱扔垃圾的，及时和环保、
水利等部门联系进行处理。临下班前，还要巡查一
次。刘娜娜笑着说，自从当上河长，自己就成了“运
动达人”，在微信运动的排名大幅提前，“每天走 1 万
多步太轻松了！”

在辽宁省桓仁县，近年来，当地为保护饮用水
水源地，取缔养殖网箱 2276 个，年减少养殖量 1300
万公斤。同时严把建设项目准入关，明确招商引资
项目必须为水源保护让路，杜绝一切可能对水环境
造成污染的项目落户桓仁。

“短时间内，为保护环境会付出一定的经济代
价。长远看，为子孙后代留下好生态，就是留下金
山 银 山 。”本 溪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桓 仁 分 局 局 长 王 成
利说。

河长们的付出和各级领导干部发展理念的转
变带来了辽宁水环境质量的不断好转。2019 年，全
省河流优良水质断面占比 61.6%，渤海优良水质比
例达到 85.16%。

“智慧+铁腕”换回“辽宁蓝”

赤日炎炎，天空蔚蓝。沈阳故宫门前，市民陶
洋陪几个外地来的朋友合影留念。红色的宫墙配
上蓝天白云，格外养眼。

“看看咱‘大沈阳’的天，典型的‘辽宁蓝’！”陶
洋在朋友圈里写道。“这几年空气越来越好，这样的
蓝天越来越多，前些年可不这样，天灰蒙蒙的，哪敢
跟外地朋友炫耀。”陶洋对记者说。

曾经雾霾围城，如今蓝天常在。沈阳市的变化
是辽宁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的缩影。

为第一时间发现污染源，沈阳市聘请了 200 名
专业人员作为第三方管控团队，对全市下属县（市）
区进行网格化管理，还开发上线了“沈阳生态环境
在线”App，组建了 13 个抗霾攻坚微信群。“第三方管
控团队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问题或线索，会立刻拍
照取证上传到微信群，所在县区环保部门工作人员
要在第一时间到现场解决。”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大
气处处长张嘉治说。

除了专业团队，各种 智 慧 环 保 系 统 也 不 断 投
入到沈阳污染防治攻坚战：秸秆禁烧指挥管控系
统、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超级站、大数据监测中
心……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裴希岩说，市里每个
季度都要对各县（市）区的空气质量进行排名，对排
在后三名的县（市）区罚款并由市领导约谈相关负
责人。

近年来，沈阳市为治理空气污染动真碰硬，仅拆除燃煤小锅炉就有 4000 多
台。“智慧+铁腕”治理给这个城市带来越来越多的蓝天白云。2015 年-2019 年，
沈阳市大气优良天数由 191 天增加到 284 天，SO2、PM2.5 和 PM10 浓度分别下降
68.1%、40.2%和 33.0%。

“花果山”下守望绿色乡愁

黛瓦白墙、小桥流水。走进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仿佛置身江南水乡。村
庄旁山上的万亩果园里，各种即将成熟的水果挂满枝头。

午后，送走食客，坐在自家餐馆门前太阳伞下的徐洪超悠闲地喝着茶。曾经
外出到沈阳、大连等城市打工多年的他最终选择回乡创业，“在我们村，只要想工
作就绝不会失业，就连周边城里的大学生都到咱村找工作呢！”他骄傲地说。如
今，徐洪超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生意忙时，父母家人齐上阵。家门口就业致富，
让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感满满。

徐洪超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些年来大梨树村植树造林、发展生态旅
游业等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前任村党委书记毛丰美的带领下，大梨树人苦干、实
干加巧干，硬是将万亩荒山变成了“花果山”。老书记 2014 年去世后，新任村两
委班子接续努力，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大梨树村变美了，游客们慕名而
来。最近几年，村里年接待游客超过 40 万人，村集体固定资产超过 5 亿元。“好生
态就像一座绿色银行，给我们带来更多财富和希望！”大梨树村党委书记毛正
新说。

近年来，辽宁省已完成 2000 多个村庄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全省已建成 656
个省级美丽示范村，越来越多的村庄将实现产业兴旺、环境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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