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坚 05
2020.11.16 星期一责编:王珊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gongjian@163.com

率
先
完
成
超
低
排
放
改
造
和
评
估
监
测
，为
改
善
太
原
大
气
质
量
做
出
突
出
贡
献

超
低
排
放
后
，太
钢
不
锈
大
气
污
染
物
下
降
七
成

◆

本
报
记
者
高
岗
栓

有组织排放：
投资4亿多元，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污染物减排量达50%以上

““臭水沟臭水沟””缘何变成玉带河缘何变成玉带河？？
泸州龙马泸州龙马潭区以黑臭水体治理为突破口潭区以黑臭水体治理为突破口，，打出打出““控控、、护护、、绿绿””组合拳组合拳

北京前三季度PM2.5同比下降7.1%
达 39微克/立方米，系“2+26”城市最优

资讯速递秋冬季是北方重污染天气高发季节，山西省
太原市也不例外。在重污染天气条件下，冶金、火电、

化工、建材等重点排污企业均须严格执行太原市错峰生
产有关规定，但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钢不锈”）却可以自主采取减排措施，原因何在？
近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公示全国钢铁行业两家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的企业名单，太钢不锈名列其
中。随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工信厅联合发布公

告，公布了全省首批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A、B级企业名
单。根据绿色发展水平、治理污染投入、治理成效、环境
信用等绩效分级严格考核，太钢不锈被定为A级企
业，也是太原市目前唯一一家A级企业。

近日印发的《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 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
2020 年 12 月底前，要力争完成 2
亿吨钢铁产能超低排放改造。首
钢、河钢、太钢、德龙、建龙、山钢等
大型钢铁企业集团要发挥表率作
用，集团位于区域内的钢铁企业
力争 2021年 3月底前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工作。可以看到，太钢已
经提前完成这一目标任务。

钢铁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支柱性产业之一。近年来，在我
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清洁煤电供应
体系的背景下，钢铁行业已成为
最大工业污染来源。据测算，钢
铁行业每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和颗粒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排放
总量的 7%、10%、20%左右。推进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成为推
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助力打赢蓝天保卫
战的重要举措。同时，2020-2021
年秋冬季攻坚战作为“十三五”收
官的关键一役，三大重点地区均
将有序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作为了主要任务之一。因此，
不管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钢
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势在必行。

从太钢不锈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的经验来看，其成果的取得并
非易事。首先，需要真金白银的
投入，“十三五”以来，太钢不锈共
投资 33亿多元，才全面完成了全
流程全工序超低排放改造。其
次，需要对照标准严格要求，不漏
过一个环节。有组织排放、无组

织排放以及清洁运输，每一项都
是难啃的硬骨头，但太钢不锈通
过全面排查，逐一整改，均全部达
到要求。此外，需要鼓励技术创
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在太钢
不锈采取的措施中，“企业自主知
识产权”“自主研发”的字眼随处可
见，绿色技术创新不仅能让超低
排放过程事半功倍，也是未来钢
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付出终有回报。A级不仅是
对企业的肯定，而且能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绿色优惠，即在重污染
天气预警期间能够执行差别化应
急减排措施。

现在各地已经列出超低排放
时间表，在高质量实施超低排放
改造中，应力求“四真”：一是“企业
领导真重视”。要把超低治理工
程作为整体生产设备的组成部分
予以同等考核、投入、运营、维护，
而不是作为“辅助设施”或“迎检设
备”。二是“资金真投入”。坚决杜
绝最低价中标，严禁“豆腐渣”环保
工程。三是“实施真工程”。选择
成熟适用的技术路线，选择有业
绩、有信用的专业公司进行超低
排放改造，避免走弯路。四是“管
理水平真提升”。超低排放改造
要重视全方面的提升，治理工程
是“硬件”，管理水平是“软件”，只
有“软硬件”都好才能做到长期稳
定超低排放。要做好评估监测，
力求效果货真价实。

我们期待有更多钢铁企业能
够行动起来，朝着超低排放的目
标迈进。

深秋时节，天气微寒。记者驱
车驶入太钢双良门，只见沿道路两
旁秋叶金黄，管廊交错，机声隆隆，
火车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太钢不锈作为一家老国有企
业，拥有完整的钢铁生产技术装备
及配套设施，2019 年钢产量 1086
万吨，其中不锈钢产量 418 万吨，
已成为全球不锈钢行业领军企业。

根据生态环境部等 5 部门联
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实施钢铁行业
超低排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推动现有钢铁企业超低排放
改造，到 2020 年底前，重点区域钢
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取得明显进
展，力争 60%左右产能完成改造。

作为全球绿色发展领军企业，
2015 年，太钢不锈就实施完成了
自备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2018 年焦炉烟气采用了“碳
酸 氢 钠 干 法 脱 硫 + 袋 式 除 尘 +

SCR 中低温脱硝”的净化工艺，完
成了焦炉烟气脱硫脱硝超低排放
改造。

2019 年 底 全 面 完 成 了 从 焦
化、烧结、炼铁、炼钢、轧钢到能动公
辅系统的全工序超低排放改造，实现
了有组织排放达超低排放标准。

烧结是炼铁过程中必不可缺
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排污强度
大，长期以来都是有组织排放治理
的重中之重。

2019 年 ，针 对 烧 结 工 序 污 染
物排放指标与超低排放要求指标
的差距，太钢不锈投资 4亿多元，在
原有活性炭脱硫脱硝基础上，采用企
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活性炭扩容+
SCR 中低温脱硝”工艺实施超低
排放改造，脱硫效率由 94%提高到
95%至 97%，脱硝效率由33%提高到
80%，污染物减排量达到了 50%以
上，且生产过程不产生任何废弃物。

无组织排放：
全部粉状物料均采用筒仓、料库的方式进行储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太钢不
锈无组织排放涉及物料储存、物料
运输和生产工艺 3个重要环节。

“大风起兮尘飞扬”曾是钢铁
企业原料场的真实写照。据介绍，
15 年前，太钢 18 米高的不锈钢挡
风抑尘墙，因为外形美观、挡风效
率高、抑尘效果好，成为工业企业
全国治理扬尘污染的“标杆”。15
年后，随着环保考核硬指标趋紧，
这种 18 米高的挡风抑尘墙已经落
伍，满足不了国家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考核要求。

“你看，这就是我们公司现在
的原料库。每个原料库占地 6 万
平方米，相当于 8.5 个足球场那么
大。”随太钢不锈能源环保部项目
评审室主任程志民手指的方向，记
者远远看见 3 个半圆状的高大建
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程志民介绍，目前太钢不锈全

部粉状物料均采用筒仓、料库的方
式进行储存；堆存原料的一次料
场、二次料场，均实施了不锈钢板
全封闭，并在场内配置高效雾炮设
施进行抑尘；钢渣处理环节进行了
车间全封闭改造，自主研发投运了
动力波除尘设施；原料场和渣场出
口设置了全自动高效洗车台，确保
运输车辆“车光货亮”。

评估期间，对照评估检测技术
指南，按照无组织排放清单，太钢不
锈组织对钢铁流程全工序无组织排
放控制点进行了全面排查，对防治措
施不符合项进行了全面整改。

各主要生产工艺过程的产尘
点，均配备了先进的捕集除尘系
统；酚氰废水治理系统实施了加盖
封闭，并配备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焦化化产区域，配置了 VOCs 净
化设施，并将达标 VOCs 气体进
行焚烧处理。

清洁运输：
每年300多万吨精矿粉通过管道输送

期待更多钢铁企业实现超低排放
◆◆王珊

运输所产生的污染在钢铁行
业排放占比中不容小觑，生产 1吨
钢通常内外部运输量都在 3.5 吨左
右。也就是说，太钢不锈每年 1000
万吨钢的产量，需要近 7 倍的运输
量来支撑，过去，50%都要靠公路
运输。

“大同路是太钢不锈物料运输
的必经通道。”家住太原市尖草坪
区太钢不锈附近的张女士告诉记
者，多年以前，每天晚上 8 点以后，
呼啸而来的百十辆物料运送车，不
仅使大同路成为太原市最脏的道
路，也让沿路居民日日不堪其扰。

太原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人
坦言，“公转铁”成为解决这一问题
的必然选择。但是，铁路建设中涉
及的很多问题不是企业能够决定
的，比如路网协调等。更为重要的
是，铁路建成后，企业的运费成本
可能会增加。

2018 年“公转铁”相关工程完
成后，太钢使用的焦煤、电煤等由
公路运输全部改为铁路运输。据
测算，由汽车改为铁路运输后，吨
钢成本支出约增加 2.5 元。以此计
算，每年保障 1000 万吨钢铁生产
物料的运输量，就需要增加 2500
万元的成本支出。

对于这份支出，太钢不锈没有
犹豫。从此，每年 300 多万吨的精
矿粉，从 102公里外的尖山铁矿，用
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太钢不锈。
4.5 公里的管式皮带输送机及封闭
火车车厢翻山越岭、千折百回，将炼
钢过程必需的原材料石灰输送至炼
钢厂。

“目前，公司大宗物料和产品
主要采用火车或管道输送，少部分
采用汽车运输。”太钢不锈能源环
保部部长马良介绍，清洁运输方式
比例已高于 80%。

2020年超低排放常态运行，
大气污染物总体下降70%

经过“十三五”坚持不懈的
努力，太钢不锈共投资 33 亿多
元，至 2019 年底全面完成了从
火电、焦化、烧结、炼铁、炼钢、轧
钢到能动公辅系统的全工序超
低排放改造，吨钢超低排放改造
成本约 275 元，环保运行成本约
353元/吨钢。

2020 年 3 月，太钢不锈委托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冶金工业规
划研究院、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
评估中心分别启动了有组织排
放、无组织排放和清洁运输评估
与监测工作。

评估和监测结果显示，2019
年超低排放边改造边见效，太钢
不锈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 排 放 分 别 下 降 4100.47t/a、
895.85t/a、4152.81t/a，下降幅度
分别为 62.96%、41.88%、44.08%，

总体下降 50.6%；2020 年超低排
放常态运行，大气污染物总体下
降 70%，在物料存储、物料输送、
生产工艺等方面的无组织排放
达到了全面有效控制；清洁运输
比例稳定达到 80%以上，为太原

“十三五”规划和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为建设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风清气爽的美丽太原做
出了突出贡献。

太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高祥明表示，太钢将认真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

“高于标准、优于城区、融于城
市”为目标，厚植“环境保护，人
人有责，从我做起”绿色文化，在
巩固全流程超低排放 A 级企业
绩效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卓越环
保绩效。

新闻热评

本报讯 1-9 月，北京市 PM2.5

累计浓度为 39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7.1%，保持京津冀及周边

“2+26”城 市 最 优 ；PM10、NO2 累
计浓度均同比下降 19%以上；累
计优良天数为 197天，同比增加 32
天 ；累 计 空 气 重 污 染 天 数 为 10
天。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 I-Ⅲ类
水质断面比例为 60%，无劣 V类水
质断面，动态达到年度目标要求。
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前三季度，北京持续推进蓝
天保卫战，聚焦 VOCs、移动源、
扬尘源等重点领域精准开展攻坚
治理。调整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
染企业 110 家。提前完成 1.7 万
余家固定源排污许可核发登记全
覆盖。出台《北京市建筑垃圾处
置管理规定》等文件，搭建完善全
市施工扬尘视频综合监管平台。

同时，京津冀三地深化联合
监督机制，同步推进非道路移动
机械登记管理。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实施

以来，处罚超标车辆 7.34 万辆次，
处罚逾期未复检合格又上路违法
行为 400起。

全面推进碧水保卫战。加强
饮用水水源保护，推进“千吨万
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工作，围绕密云水库等重点区域
开展农村污水处理站提质改造工
程；持续推进减排增容，新建再生
水管线 52 公里，农村公厕达标改
造完工率 92%，整治小微水体 148
条；强化流域系统保护，在潮白
河、拒马河、北运河等流域开展三
地联合执法、应急演练等工作。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加强
耕地分类管理，更新完善北京耕
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清单，受污
染耕地全部采取了安全利用措
施；严守“前端筛查”入口，严管

“后端利用”出口，确保受污染土
地实现安全利用。同时，针对秋
冬季可能出现的疫情风险，提前
完善、细化医疗废物处置应急保
障措施。 张雪晴

考核不合格将暂停支付运维管理费

海口奖惩并举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本报记者孙秀英海口报道

海南省海口市政府办公室近日印
发《海口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明确，年度考核为
不合格的运维单位，将被暂停支
付运维管理费。这一奖惩机制给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单位
戴上了“紧箍咒”。

海口市政府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介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是海口市投资规模较大、涉及面
较广、与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惠
民工程。根据以往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工程建设经验，“三分靠建
设，七分靠管理”，设施建设是基
础，强化管理才是发挥效益的关
键。对此，海口借鉴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结合实际情况，出台奖
励考核办法。

据悉，年度考核为优秀的运
维单位，运维管理费用按合同价
100%支付，并在续签合同时优先

考虑；年度考核为良好的，按合同
价 85%支付；年度考核为合格的，
按合同价 70%支付；年度考核为
不合格的，暂停支付运维管理费，
给予 1 个月的整改期，整改后合
格的，视考核结果再相应付费，若
整改仍不合格，则解除当年合同，
且不再拨付余款。

《办法》还明确了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管理体系、资金筹措
与使用、处理系统运维管理、监督
考核等方面内容。在资金筹措与
使用方面，海口建立“政府主导、
村民主体、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
参与”的资金筹措机制，保障设施
正常运行。

在监督考核上，海口市各区
政府以定期考核与不定期考核
相结合的方式，对运行维护单位
进行年度考核；农户对污水处理
的满意率将作为重要考核内容
之一。

孙秀英

淳安千岛湖用上“数字透明度盘”
解决了传统测量过程中的“三角形”误差

本报记者钟兆盈 通讯员鲁
萍 兰佳淳安报道 水体透明度是
水质保护的重要指标之一。日
前，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千岛湖用
上 了 测 量 水 体 透 明 度 的 高 科
技“数字透明度盘”。据悉，这一
技术方式在国内外水体透明度测
量中尚不多见。

水体透明度是反映水体清澈
和混浊程度的一个量度，也是评
价湖泊富营养化，衡量水质优劣
的一个重要监测指标。传统水质
透明度的测定采用塞氏盘法，用
带刻度的皮尺或“结绳记事”方式
记录塞氏盘所处的深度，在测量
过程中由于水流影响和测量船移
动形成测量的“三角形”误差，一
直是传统测量中的痛点。

千岛湖上次投入使用的数字
透明度盘在不改变传统测量方法
基本原理前提下，采用高精度水

深传感器和大气压传感器，通过
内嵌于透 明 度 盘 上 的 深 度 传 感
器实时显示透明度盘所处的深
度位置，并通过实时大气压进行
深度数据修正，解决了传统测量
过程中“三角形”误差，极大提高
了测量数据的准确度。同时，设
备采用物联网技术，可实时将现
场原位测量数据上传至云数据
平台端。

千岛湖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
战 略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储 水 量 达
180 亿立方米，向下游杭州和嘉
兴地区 1000 多万人口供水。千
岛湖的水质不仅直接关系居民饮
水安全，更影响民生发展。近年
来，淳安县在千岛湖水质监测中
秉持“数字为保护赋能，科技为保
护增力”工作理念，将数字治理、
数字赋能融入科学、精准保护千
岛湖工作中。

本报记者王小玲 通讯员王兴权泸州
报道“河里干干净净的，旁边的公园也
打造起来了，我们住在这周围很舒心，看
着也很开心。”家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
区龙城丽都小区的王先生站在玉带河湿
地公园旁，看着过去的“黑臭水沟”已变成
怡情休闲的场所，恍然间有种“这才是生
活”的深切感受。

王先生眼前的这条玉带河，位于龙马
潭区沱江以北龙马大道、金带路、千凤路
围成的区域内，全长约 5.2 公里，沿河两岸
的居住人口总计约 10 万人，2015 年被列
为轻度黑臭水体。

5 年间，这条贴有“黑臭水体”标签的

河道，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的“玉带”
河。谈起“变身”的诀窍，龙马潭区的回答
是：坚持“生态+”理念，以黑臭水体治理
为突破口，合力打出“控、护、绿”组合拳，
努力实现河畅、水净、岸绿、景美目标。

水净的第一步是“控源”，加强黑臭水
体综合整治。

2015 年至 2018 年间，龙马潭区先后
投入约 1.2 亿元，在污水管网改造中，新建
4.6 公里截污干管，将沿河两岸污水排污
口纳入截污干管，实现雨污分流。在将沿
河两岸商户、住户营业产生的污水接入市
政管网的同时，集中清理沿岸垃圾、水面
漂浮物，清淤疏浚、扩宽河道，为河道腾出

生态空间。
当“黑”、“臭”不复存在后，龙马潭区

又在 2019 年投入 5000 万元，实施玉带河
水环境提升工程项目。

在第一步的基础上，龙马潭区以给玉
带河“补水”来开启第二步“绿岸”的征程。

一方面，建设约 6 公 里 补 水 管 道 及
泵房，使日补充水量达到 5000 立方米，
加 快 了 水 体 循 环 ；另 一 方 面 ，建 设 蓄 水
3 万 立 方 的 调 节 水 坝 工 程 ，实 现常态化
补水。

为建成“小桥流水人家”的美景，开展
河岸建筑大清查行动，对河道两岸未批先
建、建设不符合风貌等违章建筑进行整

顿，拆除违章搭建 34 处。打造集生态与
观赏于一体的玉带河湿地公园，深入开展
绿化提升工程，完善园内廊架、曲桥、栈道
等配套设施。

玉带河“变身”的最重要的一步，在于
“护”，即建立长效机制。

在建立联治联管责任制上，龙马潭区
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结合
实际制定玉带河“一河一策”管理保护方
案，明确各级河长、属地街道办事处、区级
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责。每年投入长效管
护资金 270 万元，委托第三方清洁管护单
位，落实专人按时、分段巡查，及时清理河
道垃圾和淤泥。

此外，龙马潭区健全问题整改闭环机
制，抓住问题发现、反馈、整治、销案 4 个
关键环节，辖区街道落实 2 名河道督查专
员，负责河道巡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
馈，限定整改时限，督促整改。目前，共排
查 各 类 河 流 问 题 100 余 处 ，整 治 率 达
100%，实现河流管护常态化。

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通过实施厕所改造、污水处
理、垃圾分类三大工程和整修乡间小路、景观小品、小型池塘、小
微菜园等措施，对农村人居环境进行整体改造提升，发展乡村旅
游经济。如今的江宁区，美丽乡村星罗棋布，秀美田园风光引人
驻足流连。

图为南京市江宁区徐家院村整洁美丽的景象。
新华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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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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