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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打赢蓝天保卫战，青岛
市制定了“每天必争、每微克必争”
的 作 战 目 标 ，向 大 气 污 染 发 起 总
攻。其中，针对各区市、市直有关
部门、辖区各镇街分别提出了“6+
5+4”约束性工作目标要求，督促各
相 关 成 员 单 位 各 负 其 责 、严 格 落
实。这个约束性目标概括地说主
要是三大层面：

一是相对于各区市：半月内空
气质量改善幅度排名全市后 3 位，
且未完成市政府下达的控制性指
标 当 期 目 标 的 ，予 以 会 议 通 报 批
评，相关区市政府分管领导在主会
场表态发言；连续两次出现上述情
况，予以警示通报，相关区市政府
主要领导做表态发言，并书面通知区
市委主要领导；连续3次出现上述情
况，由市政府派出帮扶工作小组，并
由区市对相关部门责任人员实施
问责，对区域项目实施环评限批。

二是相对于各部门：市住建、
城管、公安、生态环境等主要牵头
部门，每半月各提供 20 个大气污
染典型案例，以及案例所在区市、
违法成因、查处反馈等方面视频；
对问题较多的行业部门进行通报
批评，并由所在部门提报书面表态
发言材料；通报批评后存在问题仍
较多的，约谈相关部门分管领导，
并由该部门在主会场做表态发言；
采取上述措施后仍无改善的，由市
政府主要领导组织约谈相关部门
主要责任人。

三是相对于各镇街：各区市按
照市级统一措施要求和方式，组织
召开辖区周通报会，对每周、连续
两周及以上空气质量指标绝对值、
改善幅度排名全市后十位且未完
成当期约束性指标任务的镇街，分
别由相关区市按规定对镇街分管
领导或主要领导进行约谈、问责、
主会场表态发言等，并派驻帮扶人
员对其进行监督督查。

以 目 标 促 进 度 ，以 考 核 促 提
升 ，2020 年 ，青 岛 市 PM2.5 为 31 微
克/立方米，比 2015 年（50 微克/立
方米）下降 38%；空气质量优良率
为 86.3%，比 2015 年 提 高 6.6 个 百
分点，均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
标。空气质量全面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PM2.5、PM10、二氧化硫 3 项指
标均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
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平均浓度
均稳定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
级标准。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青岛市将继续综合运用全市综合
考核、生态补偿、镇街排名等管理
手段，促进网格化管理发挥优势，
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城市污
染防治管理水平。用更强的力度、
更严的措施，实现监控更精细、预
测预警更及时、问题处置更迅速，
继续全力推进各项攻坚任务。让
青岛市蓝天常在，空气更加清新。

王诺 张韬刘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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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山东省青岛市独具魅力

的城市名片，为了让蓝天常在，青岛市各级各部门共

同发力，针对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污

染治理措施，合力推进蓝天保卫战各项“作战任务”。

如今，青岛市的天更蓝、空气更加清新，如今颜值在线

的青岛市，已成为市民朋友圈的“点赞王”。

一套“组合拳”，“保卫战”任务强力推进

2020 年以来，青岛市持续加
强生态环境、发改、公安、住建、城
管、交通、商务等部门的对接联
动，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深度攻坚，
综合开展臭氧污染防治、建设工
地扬尘专项整治、渣土车污染联
合执法、成品油煤炭市场专项整
治及工业炉窑综合治理等攻坚行
动，推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

2020 年 5 月，青岛市全面打
响夏秋季挥发性有机物强化攻坚
行动，着力抓好石化、涂装、化工、
橡胶、包装印刷等 5 大重点行业
560 家企业治理，推进小产业集
群整治。采取现场执法、远程监
控和帮扶指导等方式，结合走航
监测、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应
用，加强污染精准管控。同时，将
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纳入市委市政
府对各区市的综合考核，实施有
奖举报制度，鼓励各部门及社会
各界监督举报挥发性有机物偷排
漏排、治理设施不运行、超标排放
等违法行为。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处
长刘家平介绍，“2020 年夏季以
来，青岛市还创新推行全市机关
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错时加油措
施，要求各区市、各部门单位严格
落实夏秋季（7 月～9 月）每日 16：
30～次日 9：00 错时加油管理制

度。鼓励各油企错峰卸油并推出
夜间错时加油优惠活动。同时，
积极倡导市民夜间加油，避开夏
季臭氧污染高峰时段，减少高温
天气加油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全方位发挥挥发性有机物削峰减
排作用。”

为深化辖区生态环境质量考
核管理，青岛市建立镇街大气污
染源网格化精细管控机制，以全
市 142 个镇、街道和功能区空气
自动监测子站为基础单元，细化
监控网格、明确网格化监管职责，
构建“国控—省控—市控—镇街”
全覆盖空气质量监控网络体系，
实行镇街综合调度、部门联动执
法、辖区督导协调、限时整改反馈
等联防联控工作制度，实现大气
污染问题快速响应和多部门实时
联动的一体化闭环流程运转。青
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镇街站按照国家监测技术
规范布点，通过完善市、区两级镇
街空气质量监测平台相关数据监
控功能，执行监测数据三级审核
制度，统一发布全市镇街空气质
量统计专报，确保镇街环境监测
数据真实、全面、准确、有效，为大
气污染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监测技
术支持，对全市大气污染防治网
格化监控和精细化管理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一个新机制，让部门“红脸出汗”抓治理

时 针 指 向 2020 年 12 月 3 日
下午 15：00，青岛市政府中心会
议室，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第
25 次 半 月 调 度 会 议 按 期 召 开 。
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正带领市生态
环境委员会 10 多个成员单位以
及各区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各
辖区镇街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调度近半个月的大气攻坚情况。
会议现场正在播放涉及市住建、
城管、公安、生态环境等四个主要

牵头部门大气攻坚检查问题通报
视频，其中涉及建筑工地裸土覆
盖不严、城市道路积尘未及时清
扫、柴油货车冒黑烟、企业未采取
有效废气治理措施等 80 多个大
气污染相关问题正被逐一曝光。

这就是自 2019 年 9 月起，在
青岛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带头组织
起草和部署推动下，启动的“每周
通报、半月调度、全月考核”的大
气污染防治新机制。该机制首次

一个总目标，微克必争、每天必争

将具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职责的
区市、部门、镇街及相关单位全部
纳入成员管理范围，统一要求、统
一监督、统一考核，严格实行大气
工作分级排名管控措施。

机制运行后，坚持每周通报全
市 142 个镇街空气质量现状值和下
滑幅度排名情况，各区市组织进行
排名靠后镇街相关负责人约谈等
通报会；市政府每半月组织召开全
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议，制
作突出环境问题专题片，现场进行
视频通报，并对排名靠后且未完成
约束性指标月度目标、问题突出的
区市和镇街实施预警提醒、约谈、
问责等措施；每月对各区市环境空
气质量实施生态补偿考核。

截至目前，新机制已累计通报
并 解 决 全 市 各 类 大 气 污 染 问 题
2000 余个；市委、市政府召开相关
空气质量约谈会议及各区市表态
发言 18 次，组织对辖区镇街及有关

部门进行约谈共计 300 余次；针对
相关市直部门本领域重点方面通
报、市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移交
涉嫌问责案件办理通知单等涉及
各类重点大气问题，各区市采取诫
勉、约谈、通报批评、书面检查和批
评教育等方式问责 26人。

该机制运行一年多来，相关责
任部门纷纷感到“辣味十足”，“红
脸出汗”成了常态，考核的加严增
强了镇街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紧
迫 感 和 责 任 感 ，逐 步 形 成 各 方 参
与、齐抓共管的全市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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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①工作人员正在对镇街站
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②环境监测人员对企业排
放废气进行监测

③环境执法人员对尾气检
测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登记
喷码

④环境执法人员对企业大
气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