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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西安加快实施“煤改洁”
4家热源企业改造项目每年预计减少燃煤 1340 蒸吨

本报讯 近日，在陕西省西安
市西三环与阿房一路交汇处，西
安秦华燃气集团采用新工艺与技
术，成功将 42.7 米长、7.1 吨重的
天然气“虹桥”横跨皂河，为 4 家
热源企业实现清洁供暖做好基础
工作。预计这 4 家“煤改洁”项目
将于今冬供暖前完成改造，未来
每年预计可减少燃煤 1340 蒸吨。

记者在现场看到，20 多名工
人分工有序，将虹管外壁清理干
净后，找准位置绑上白色吊装带，
并将其与吊臂挂钩结实地固定在
一起。随着 130 吨大型吊车缓缓
启动，像拱桥一般的虹管升入空
中，顺利跨越皂河接入预留管道

中。
“此次施工的难点是虹管跨

度长、重量大，工人们要在皂河两
侧配合吊车，调整虹管的角度和
姿态，确保吊装一次性成功。”西
安秦华燃气集团工程项目经理辛
弋如介绍。

据了解，此次施工项目为西
联 丰 收 路 供 热 站 跨 越 皂 河
DN600 天然气管道吊装节点工
程，施工完毕管道通气后，预计每
小时用气量为 3.6 万立方米。届
时，热源企业内的燃煤蒸汽锅炉
将被燃气锅炉替代，供热方式将
更加清洁环保。

王双瑾

阜阳年底完成全部22条黑臭水体治理
明年上半年完成相关水系综合治理

本报讯 近日，记者随安徽省
人大组织的江淮环保世纪行采访
组来到安徽阜阳。在阜阳市七渔
河，工人正在水面上打捞垃圾，岸
边垂柳轻拂，水面清波荡漾，完全
看不出这里曾经河水污浊，垃圾
堆满两岸。记者了解到，包括七
渔河在内，阜阳市今年底将完成
全部 22 条黑臭水体的治理，明年
上 半 年 完 成 相 关 水 系 的 综 合
治理。

为推进黑臭水体整治，2016
年，阜阳市实施水系综合整治工
程，对包括 22 条黑臭水体在内，
总 长 159 公 里 的 45 条 河 道 启 动
整治。

七渔河黑臭水体整治长度约
6.7 公里，工程内容包含河道清
淤护岸工程、截污工程、景观工
程、水生态工程，其中新建绿化面

积约 13.5 万平方米。
阜阳市重点工程管理处副处

长郭云峰说，“目前 22 条黑臭水
体的消除比例已达 86.36%，完成
治理后，还将加强运维和管理，加
大巡查力度，实现长治久清。”

阜阳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阜阳近年来强力推进城
乡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和饮用水水
源保护工作。列入国家考核的 5
个地表水断面水质均值连续多年
实现达标率 100%目标，水质优良
率达 100%。9 个集中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均值全部达标。因地表水
质改善明显，自 2018 年以来累计
获得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金
5400 万元，阜阳将其中 3000 万元
投入水环境治理，对各县区断面
进行在线监管建设以及网格化管
理。 潘骞

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湖南举行首次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陈

颖昭 何莎长沙报道“报告总工
程师，根据省监测中心和省气象
台预报会商，10 月 30 日起我省环
境空气质量将达到省级橙色预警
级别，建议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协调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应急
会商，请指示。”

近日，记者在湖南省生态环
境厅应急指挥中心看到，省环境
监测中心工作人员根据专家预报
会商结果，向省重污染天气应急
指挥协调小组办公室发出请示
后，随着副省长、省重污染天气应
急指挥协调小组指挥长陈文浩一
声令下，湖南省首次重污染天气
应急演练正式开始。各成员单位
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根据应急演练预案要求，省
教育厅督促中小学和幼儿园立即
减少或停止户外教学活动并采取
弹性教学或停课等应急措施；省
生态环境厅增加空气质量预报预
警会商频次、明确应急减排重点
管控名单，并及时督促落实情况；

省住建厅明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施工重点项目清单，督促
落实减排措施和车辆管控措施；
省交通运输厅严控交通运输行业
重点污染源，保障重污染天气期
间公共交通运力。

随后，主会场逐一连线了长
株潭等 10 个市州。同时，省指挥
协调小组成立 3 个现场督导组，
分赴长株潭、传输通道城市及重
点区域外 4 个城市，对各地市应
急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指导和
检查，指导纳入应急减排项目清
单的工业企业按照“一厂一策”方
案要求有效实施Ⅱ级应急响应措
施，督促各市州及时有效应对重
污染天气，实现污染物“削峰降
速”，并通过大数据中心对企业实
施情况进行监控。

在省指挥协调小组的组织领
导下，各成员单位共同努力，积极
落实应急响应措施，重污染天气
得到有效控制。依据预报决策支
持系统计算，可以解除预警，终止
应急响应。

宜春开展危废规范化管理检查考核
85家危废产生单位中有 72家达标

本报记者张林霞 通讯员汪
士林 苏泓宜春报道“你们知道
吗，今年 9 月 1 日实施的新《固废
法》规定，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
物识别标志或未制定危险废物意
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
可处罚 10 万-100 万元。”日前，江
西省宜春市生态环境局固体科检
查人员在对企业开展危废规范化
考核过程中，耐心宣传贯彻落实
新《固废法》，帮助企业发现和解
决危废管理环境问题。

“听了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
宣讲的新《固废法》要求，对我们
企业以后发展帮助很大，及时掌
握了政策，少走了弯路。”江西远
星化学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晓
明说。

今年以来，宜春市生态环境
局切实加大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力

度，制定印发《宜春市 2020 年危
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检查考核工作
方案》，以检查考核为手段，及时
发现整治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方
面存在的问题。

截至目前，宜春市生态环境
局共对 101 家危险废物重点监管
企业开展危废规范化抽查考核，
其中危废产生单位 85 家，危废经
营单位 16 家。考核结果显示，85
家危废产生单位中有 72 家达标，
11 家基本达标，两家不达标；16
家危废经营单位均达标。

对存在问题的企业，检查人
员当场要求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督
促其立即整改。对考核结果不达
标的企业，责令属地生态环境部
门对其违规违法问题进行核查核
实，涉及违法的要依法依规进行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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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持续开展秋冬季攻坚，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其取得的成效。我们先来看一
组数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9-2020 年
秋冬季 PM2.5 平均浓度较 2016 年同期下降
33%，重 污 染 天 数 下 降 52%；长 三 角 地 区
PM2.5 平均浓度较 2017 年同期下降 22%，重
污染天数下降 79%。

成绩的背后，一个事实不容忽视：秋冬
季仍是制约三大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的重点时段。10 月 17 日-20 日，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和东北地
区经历了今年入秋以来范围最广的 PM2.5

污染过程。“虽然总体污染程度和范围影响
相比往年都有所降低，但对我们也是一次
警醒，不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如遇到
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区域性重污染天气
过程会卷土重来，不仅会影响‘十三五’规
划和蓝天保卫战收官目标的完成，也会损
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生态环境部
发言人在 10月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为此，6-7 月，生态环境部组织成立

编制组，正式启动《攻坚方案》编制工作。
在系统梳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以及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大气污染特点，识
别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
的基础上，形成初稿。8-9 月，编制组与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7 省（市）、46 城
市，长三角地区 4 省（市）41 个城市生态环
境部门开展密集讨论，逐一对接研究各项
重点任务措施，对初稿加以完善，形成征求
意见稿。

近 4 个 月 紧 锣 密 鼓 的 快 节 奏 下 ，
2020-2021 年秋冬季三大重点区域《攻坚
方案》终于制定发布。“方案将重点放在消
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污染天气，立足
于国家、地方已出台的政策文件，对过去几
年攻坚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持续予
以推进，保持了工作的连续性，抓好已出台
的各项措施落实，不搞层层加码，对确保蓝
天保卫战圆满收官具有重要意义。”国家
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
应登说。

与往年不同，由于此轮秋冬季横跨“十
三五”和“十四五”，且 2020 年一季度空气
质量受疫情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方案将最
终目标拆分为 2020 年四季度和 2021 年一
季度两个阶段。

具体来说，2020 年 10-12 月，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PM2.5平均浓度要分别
控制在 63 微克/立方米、62 微克/立方米以
内，各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平均控制
在 5 天以内。2021 年 1-3 月，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汾渭平原 PM2.5平均浓度均要控制
在 86 微克/立方米、90 微克/立方米以内，
各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平均控制在
12天、13天以内。

长三角地区 2020 年 10-12 月 PM2.5 平
均浓度控制在 45 微克/立方米以内；2021
年 1-3月控制在 58微克/立方米以内。

“目标设定在给地方政府压力和考虑
延续性、公平性与可达性两方面做了充分
平 衡 ，体 现 了 巩 固 成 果 、稳 中 求 进 的 原
则。”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包存宽说。

在措施细化方面两份方案也有突破，
与以往基本围绕产业、能源、交通及用地四
大结构调整，兼顾基础能力建设和重污染
天气应对不同，均直接切入主题。

其中，京津冀和汾渭平原方案中提出

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和全面完成打赢蓝天
保卫战重点任务两大领域，以冬季取暖、工
业污染排放、柴油货车污染等为重点，有针
对性地制定大力推进平原地区散煤清零、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大宗货运“公转
铁”、柴油货车治理、重污染行业产业结构
调整、锅炉炉窑综合治理等措施。

而长三角方案中提出全面完成打赢蓝
天保卫战重点任务和强化区域联防联控，
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两大领域，将石化、化
工、钢铁、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柴油货车、
船舶等作为重点领域，部署大力推进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大宗货运“公转铁”“公
转水”、柴油货车治理、重污染行业产业结
构调整等工作。

可以看出，两份方案均明确指出要有
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重污染天气首先关
系到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同时《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将
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作为重要目标，必须
要下大力气控制。”包存宽表示，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将推进清洁取暖散煤
替代工程作为首要任务，长三角地区则要
严防“散乱污”企业反弹和大力推进钢铁行
业超低排放改造，体现出时间、区域、对象、
问题、措施五个精准，以实现对症下药、靶
向治疗。

今年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还有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与汾渭平原两大重点区域攻坚
方案的合二为一。“这样做原因在于，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大气污染程度相
当，污染特征相似，四大结构共同点颇多，
如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运输结构
以公路为主，冬季采暖散煤污染突出。秋
冬季是两个区域全年 PM2.5 污染最严重的
时段，重污染天气多发频发，硫酸盐、硝酸
盐、铵盐和有机碳对 PM2.5 的贡献率达到
60%左右。”西北政法大学环境与经济法学
教授丁岩林告诉记者。

“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相比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
因此，2018、2019 两年秋冬季对汾渭平原
治理攻坚任务单独提出要求，以督促汾渭

平原迎头赶上。2020 年是蓝天保卫战收
官之年，《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打赢蓝天
保卫战重点任务要求已基本一致。”生态环
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考虑现阶段汾渭平原大气污
染防治协作机制已纳入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领 导 小 组 统 筹 领 导 ，山
西 、河 南 两 省 同 时 涉 及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汾渭平原两个区域，将两个区域统筹
考虑，制定统一的秋冬季攻坚任务措施，
有利于各项任务措施部署和落实。”上述
负责人补充道。

记者注意到，两大区域在目标设定上，
参照 2019 年一季度和四季度污染水平，分
类确定了各城市的 PM2.5 浓度和重污染天

数控制目标，按照污染程度分为 6 档，PM2.5

浓度每档相差 1 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每
档相差 2天。

这在各城市 2020-2021 年秋冬季空气
质量改善目标表中一目了然。如目标最严
的北京 2020 年 1 月-3 月 PM2.5 控制目标为
54 微克/立方米，重污染天数目标为 5 天；
目标最低的咸阳市、安阳市 PM2.5控制目标
为 113 微克/立方米，重污染天数目标为 22
天、18天。

“虽然秋冬季各城市之间在目标设定
上差异还比较悬殊，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十
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 2035 年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的目标下，没有一个城市可以
有歇脚松劲的懈怠思想，必须抓紧时间，奋
起直追。”丁岩林说。

如何做到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分为地方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齐发力

两份方案中，“六稳”“六保”“防止层层
加码”“企业绩效分级差异化管控”等字词
随处可见，体现了大气污染防治与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此
外，方案将科学精准的差异化原则进一步
强化到地方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

地方政府层面，要求各地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提前谋划，结合本地区实际，科学
制定攻坚方案，把握工作节奏，突出工作重
点，服务“六稳”“六保”，防止前期不作为、
后期为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而采取简单
粗暴措施，如“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一
刀切”方式敷衍应对、临时性过关问题。

企业层面，加强帮扶指导，实施差异化

管理，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行业高质量发
展。认真执行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全面实
施绩效分级差异 化 减 排 ，评 为 A 级 的 企
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可不减排或
者采取自主减排措施。持续开展蓝天保
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帮
助企业查找问题，优化治理方案。组织开
展技术帮扶和政策解读，切实帮助解决工
作中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问题，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

此轮秋冬季大气污染攻坚在重要性、
艰巨性和突破性上都超过了以往，“我们再
三强调要警示 3 种心态：一是‘躺赢’，认为
自己已经超出目标很多，做不做都能完成，

工作懈怠，放松要求；二是认为反正打死也
完不成，破罐子破摔，消极应对；三是‘死命
干 ’，寄 希 望 以 简 单 粗 暴 的 措 施 完 成 任
务。”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吴险
峰给各地提了个醒。

“为确保目标任务落实到位，各地应
全面分析“十三五”期间空气质量改善情
况，树立底线和长期思维，同时更应当坚
持冬病夏治，对照蓝天保卫战、柴油货车
污染治理攻坚战等提前对存在的问题制
定针对性措施，梳理项目清单，倒排工期，
分解落实到区县和责任部门，这样才不会
把所有压力全部集中在秋冬季。 ”彭应
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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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与汾渭平原合二为一有何考虑？
污染程度相当，特征相似，统一任务措施利于部署和落实

主要目标科学测算，重点任务各有不同
目标拆分为 2020 年四季度和 2021 年一季度两个阶段

连续三年秋冬季大气攻坚成效明显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9 年重污染天数较 2016 年下降 52%

近日，200 辆新能源重型载货车在河北省武安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投入
使用。作为钢铁企业集聚地的武安市，把钢铁企业运输结构调整作为大气环
境保护治理的重要抓手，对重点用车企业使用新能源重型载货车代替柴油货
车，为打好打赢蓝天保卫战做贡献。 新华社供图

制图：刘伟龙

11月3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2020-2021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长三角地区2020-2021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第四年秋冬季大气污染攻坚战正式打响。

此轮秋冬季大气污染攻坚不仅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同时事关“十四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能否良好开局，因此被称为
“关键一役”，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那么，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企业加快复工复产，产能和产量短时间
内集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三大重点区域秋冬季攻坚战应该怎么打？在行动
方案中，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与汾渭平原合二为一有何考虑？请看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