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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臭氧浓度为何实现这里的臭氧浓度为何实现““三连降三连降”？”？
陕西西咸新区坚持“四位一体”科学攻坚 ，7月 10日以来无臭氧污染天气

◆◆本报记者肖颖本报记者肖颖 冯永强冯永强 通讯员马伊敏通讯员马伊敏

吉林劣Ⅴ类断面全面清零
1至 9月，48个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为 77.1%

本报讯 为改善水环境质
量，吉林省大力推动各项治水
攻坚行动，有效强化流域水质
管控。1 至 9 月，全省重点流域
48 个国家考核断面中，优良水
体 比 例 77.1% ，同 比 上 升 11.1
个百分点，高于国家考核目标
14.6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全
面清零，全省 17 个国家重点监
控的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加快推进治污工程建设，
是吉林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的一个缩影。按照《吉林省
重点流域劣Ⅴ类水体专项治理
和水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全
省加快推进治污工程建设，补
齐短板，确定了城镇生活、工业
污染、畜禽粪污、生态修复和水
资源保护等 6 方面 22 项具体任
务、588 个工程项目。建成辽
源市污水处理二期扩建工程、
四平市南北河截流干管改造工
程等一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

配套管网项目，有效解决了城
乡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等影响地
表水质量的“痼疾”，为消除劣
Ⅴ类水体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
用。

日益完善的五级“河（湖）
长制”体系，构建起全省水环境
日常管理的严密网络。吉林省
生态环境厅实施“四个第一时
间”精细化监管，严格落实重点
断面水质管控的联动措施，按
照“第一时间掌握水质情况，第
一时间分析研判，第一时间现
场核查，第一时间督察问责”的
要求，实施精细化监管。

四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何立春介绍：“四平市建立辽河
污染防治微信工作群，市委、市
政府及各县市区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和 30 多个部门负责人
入群，坚持联防联控，各职能部
门联合监管，第一时间协调解
决各类问题。”

吕俊陈博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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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新华上海
报道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内河网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水域面积
占总面积超过 1/5，优化水环境，做好水文
章是示范区重要的工作之一。

为此，江浙沪两省一市生态环境（厅）
局、水利（水务）厅（局），生态环境部太湖流
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水利部
太湖流域管理局以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等 9 个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重点跨界水体联保专项方案》（以下简称

《联保方案》）。

先行建立“一河三湖”联合河湖长制

《联保方案》将一体化示范区和协调区
范围内 47 个主要跨界水体纳入实施范围，
其中太浦河、淀山湖、元荡、汾湖等“一河三
湖”是加强跨界水体联保共治的重点。

具体措施来看，《联保方案》将在已有
“太湖淀山湖湖长协商协作机制”的基础
上，先行建立“一河三湖”联合河湖长制，并
逐步扩展至其他重点跨界水体。日常管理
实行轮值制，定期开展联合巡河、会商协
作，统筹推进解决跨界区域的水环境问题。

以贯穿吴江、青浦、嘉善三地的太浦河
为重点，示范区将进一步明确太浦河水生
态保护和管控要求，强化岸上、水上污染源
监管，完善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际协作机
制，优化水资源联合调度模式和应急事件
协同联动。

与此同时，示范区相关职能部门将定
期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和巡查，共同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根据问题导向，开展形势分
析、执法联动和协同污染治理等会商。

探索推进上下游、左右岸、跨区域
连片联合养护

金秋十月，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水库碧波万顷，湖光山色相映成
趣。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近年来，十堰市大力推
进“绿满十堰”等生态工程，狠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生态环境治理，
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制，切实加强水资源环境保护，丹江口
水库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 薛乐生摄

监测体系方面，示范区将
优化联合监测断面，在重点跨
界 水 体 水 环 境 质 量 、污 染 排
放 、风 险 预 警 等 领 域 开 展 合
作；联合建设太浦河沿线自动
预警体系，加强相关数据的共
享；共同开展“一河三湖”水文
水资源水生态监测，持续开展
河湖健康状况评估；充分依托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信
息平台和数据共享机制建设，
不断扩大重点跨界水体各类
水文水质监测信息、入河污染
物排放信息的共享共用。

此外，示范区将深化联合
防控机制，探索推进上下游、
左 右 岸 、跨 区 域 连 片 联 合 养
护，提升管养的整体效益。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朱石清表示，《联保方案》提
出建立联合河湖长制，就是希
望对群众关心的交界区域形
成上下游、左右岸无缝衔接，
弥合掉管理的真空地带。通
过各方管理边界的相互融合，
推进三地在河湖保护上责任
共担、效益共享、共保共治。

落实好《联保方案》各项工
作，也将提高解决跨界问题的
行政效率。朱石清举例说，对
于流域行洪、区域突发性水污
染事件等，通过继续加强自动
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加强联合
调度和更大范围的数据信息共
享，缩短上下游区域联合应对
的响应时间，进一步提升示范
区水资源、水环境的安全保障。

“明日空气质量预测不大乐观，要启动臭氧加严管控措
施。”夜晚10点，西咸大厦821会议室灯火通明，陕西省西咸
新区臭氧会商研判团队仍在研究第二天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第二天上午，西咸新区治霾办派出两组巡检人员暗访
检查。但到中午12点，数据值守人员发现，尚未到午后峰
值时段，臭氧数值已开始飙升。

“再增加4组检查。”面对严峻的臭氧防控形势，西咸新
区治霾办立即增派巡检人员。

3个多小时，11个未落实管控措施的问题，涉及道路铺
油划线、露天刷漆、杀虫剂使用、沥青搅拌等多种类型。暗
访检查人员利用手持VOCs监测仪在高值时段的重点区域

进行地毯式检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查处。
直到傍晚数值回落，臭氧8小时滑动值下降至160微克/立方米，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这一天，西咸新区成为陕西省关中地区唯一守住“良好”的区域。而这一天，也是西咸新

区治霾人日常实施臭氧污染防治精准管控的缩影。

分级管控助力臭氧浓度和污染天数“三连降”

2018 年 ，西 咸 新 区 全 年 臭 氧 超
标 天 为 45 天 ，2019 年 下 降 到 28 天 ，
今年以来只有 18 天。2018 年新区臭
氧 年 均 浓 度 为 168 微 克/立 方 米 ，
2019 年 首 次 达 到 国 家 二 级 标 准 ，全
年 浓 度 为 158 微 克/立 方 米 ，今 年
1-9 月 臭 氧 浓 度 仅 为 151 微 克/立 方
米 ，预 计 年 均 浓 度 将 进 一 步 下 降 。
西咸新区实现了臭氧浓度和污染天
数的“三连降”。

今年 7 月 10 日至夏季攻坚结束的
9 月 30 日，西咸新区没有一个污染天
气，优良天数达 83 天，这是新区建立
空气质量监测体系以来最好水平，也
成为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汾渭平原北

方两大重点区域优良天气持续时间最
长的城市。

“臭氧污染问题我们从 2017 年便
开始关注研究。”路震亚是西咸新区生
态环境局分管大气污染防治的副局
长。她说，这几年臭氧污染一直是西
咸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课题，“坚
信臭氧污染可防可控，是我们深化管
控的基础，而管控的重点就是挥发性
有机物”。

结合处于国家级新区集中开发建
设期的实际情况，自 2017 年以来，西
咸新区开始探索研究臭氧污染专项治
理的措施，因地制宜制定臭氧污染防
治专项方案，明确了工业企业、汽修喷

涂、铺油划线、装饰涂料等重点管控对
象，提出 6方面的专项治理措施。

2019 年，西咸新区进一步深化科
技力量，联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
展臭氧敏感性专题研究，绘制臭氧污
染特征 EKMA 曲线，参照秋冬季重污
染天气防控经验，开展简便易行的夏
季臭氧分级管控，明确“抑源削峰”的
防控目标，研究出台 3 类 26 项管控措
施，指导臭氧防控有力开展。

今年以来，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下，西咸新区臭氧污
染分级管控更加深化，管控对象更加
聚焦，管控重点更加明确，调度检查更
加精准。

“四位一体”、联防联控让管控更精细

除了分级管控措施，“三连降”的
背后，西咸新区还拿出了一套“秘密武
器”：系统部署、科技支撑、精准调度、
协同检查。这就是西咸新区臭氧污染
防控的“四位一体”。

系统部署，科学制定作战计划。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陕西省生态环
境厅相继印发的《2020 年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攻坚方案》为臭氧污染治理提
供了方向指引。西咸新区在此前的工
作基础上制定印发《西咸新区 2020 年
臭氧污染天气管控方案》，形成臭氧污
染治理“西咸模式”。

科技支撑，西咸新区打出一套“组
合拳”。第一招，臭氧敏感性分析实现
靶向精准。西咸新区联合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通过走航监测、外场采样和
实验室分析，摸清不同区域臭氧敏感
性特征，明确新区全域为 VOCs 控制
区，精准识别新区生成臭氧的源头。

第二招，大气污染源清单绘制“作
战地图”。西咸新区大气污染源清单
项目充分借鉴京津冀及重点区域“2+
26”城市相关经验，采用“边研究、边产
出、边应用”的工作模式，基本摸清辖
区内固定燃烧源、工艺过程源、移动
源、扬尘源等 10 类污染源排放状况，
实现辖区内污染源“家底清”。

第三招，实时走航监测助力臭氧
精准防控。配备着“黑科技”的走航监
测车定期开展区域走航监测，当附近
出现 VOCs 污染源时，走航图中的柱
状图会迅速升高，检查人员便可以对
污染源进行精准摸排和管控。

据了解，西咸新区在对辖区开展
走航自排自查的同时，将生态环境部
通过“天眼”发现反馈的西咸新区臭氧
高值区域纳入走航监测，实现更广范
围内的污染源精准排查。

“相比手工监测或大气自动监测

站，走航车更为灵活，监测组分更多，
可以帮助我们第一时间追踪分析污染
源情况。”西咸新区生态环境局科技治
霾部部长刘小凤说。

精准调度，靶向狙击污染源。西
咸新区治霾办每日与气象部门、“一市
一策”驻点专家团队开展会商研判，当
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结果为优或良时，
开展常规管控；当预测预报结果为良
或轻度污染及以上天气时，便启动加
严管控。

协同检查，以“人防”筑起一道防
火墙。西咸新区坚持新区—新城—街
镇多级联动，坚持城管、住建等多部门
协同精准联防联控，根据实时数据调
度和风向、风速等气象条件，围绕高值
区域持续开展暗访检查，深入辖区企
业、工地、加油站、餐饮店、市政绿化等
涉 VOCs 污染源的地方“望闻问切”，
不放过任何可能存在的问题。

管理服务并重 推进环境与发展双协同

“服务为先，管理并重”，西咸新区掷地有声。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西咸新区按照生态环
境部和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落实“六稳”“六保”的
安排部署，探索出一条生态环境与建设发展协同共
进之路。

在陕西晴空防水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晴空防水”）的卷材十七车间门口，黄白相间的自动
感应卷帘门代替了过去的塑料帘门，全密闭生产线
让废气正通过污染处理设施进行集中收集、处理、排
放。

“更换成自动感应卷帘门，是新区生态环境部门
的建议。”在西咸新区生态环境部门的指导与帮扶
下，晴空防水于 2019 年升级了污染处理设施。

据了解，提升环保技术，实现转型升级后，企业
VOCs排放浓度降低了近 30%。

“提升环保处理技术，不仅减少了污染物的排
放，降低了原料的损耗，更重要的是提升了生产效
率。同时，环保技术的改造也帮助我们在今年的重
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绩效分级中成功申报 B 级企
业，改变过去一到重污染天气预警就停产的状态，对
企业生产十分利好。”晴空防水相关负责人对企业提
升改造后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协同感触颇深。

通过近几年的臭氧防控，工地上露天喷涂刷漆
的违法行为越来越少了，新区房建市政工地还主动
调整优化施工工期，减少夏季溶剂使用量。

据了解，西咸新区生态环境部门不仅帮扶省内
企业实现环保技术提升改造，也让帮扶走出了省外。

今年 9 月，在生态环境部的统一安排部署下，西
咸新区联合南京环境科学研究院组成帮扶小组赴河
南许昌开展臭氧帮扶。他们进企业，送政策，送服
务，帮助企业查找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提升了企
业环保技术水平，强化环境主体意识。

接下来，西咸新区将继续围绕 PM2.5和臭氧的协
同减排，以 VOCs治理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深入探
索涉气企业绩效分级，为进一步精准治霾奠定基础，
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助力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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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咸新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正在企业检查在线监控运行情况。
西咸新区生态环境局供图

永定河北京段秋季生态补水工作启动
将集中补水 15天，补水总量达 0.67亿立方米

本报讯 官厅水库管理处闸
室内，工作人员按下起闸按钮，
库水浩浩荡荡向永定河河道流
去，开启了 2020 年秋季永定河
北京段生态补水工作，预计补
水水头将于 10 月 26 日流达市
界金门闸。

据介绍，官厅水库从 10 月
14日至 10月 28日将向永定河下
游集中补水 15天，补水总量 0.67
亿立方米。通过实施秋季生态
补水，预计永定河将在官厅水库

以下形成 158 公里连续有水河
段。永定河山峡段、平原段将形
成 水 面 面 积 约 1800 公 顷 。 同
时，补水工作将使永定河流域范
围内的地下水水位回升。

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 5 月，北京市曾开展
永定河北京段春季补水工作，
实现 25 年来永定河北京段首次
全线通水。和今年的第一次补
水相比，本次补水少用了 1 亿立
方米左右的水量。

随着补水工作的完成，永
定河平原南段主槽形态将进一
步巩固，相关水文、水生态及河
床演变等方面的监测数据将会
用于河道生态治理研究和指导
相关工程实施。

下一步，随着永定河生态
治理工程的建成，生态补水将
尽可能每年常态化进行，尽早
实现永定河“流动的河、绿色的
河、清洁的河、安全的河”治理
目标。 张雪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