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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020 年，云 南 省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分 别 为 99.1% 、

99.6%、99.3%、99.8%、98.1%、98.8%。 2017 年 -2020 年，连

续 4 年全省 16 个地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标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
级标准。

2020 年，云南省国考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提升至83%，劣Ⅴ类水体断面控制

比例为4%，“九湖”中劣Ⅴ类水体湖泊从 2015 年的 4 个减少为目前的1 个。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云南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为81.2%、污染地块安全

利 用 率 为 100%，累 计 削 减 重 金 属 排 放 量 41359.33kg，削 减 率

13.24%，超额完成考核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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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全力打好涉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云南攻坚克难倾力守护良田沃土

第第5454版版 云南精准施策打赢蓝天保卫战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又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敏感的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重大。按照云南

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全省各级各部门坚定扛好扛牢生态环境保护和污

染防治攻坚战政治责任，以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为目标，针对云南“亮点是气、焦点是水、难点是土”

的实际，坚持最高标准、最严制度、最硬执法、最实举措、最佳环境原则，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系统治污、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千方百计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驰而不息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和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等“8

个标志性战役”，竭力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十三五”期间，云南省采取多种强有

力措施，确保高质量完成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任务，全力以赴打赢打好蓝天保卫战，全

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持续保持优良。

2015年-2020年，云南省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分别为99.1%、99.6%、

99.3%、99.8%、98.1%，98.8%。 2017

年-2020年，连续4年全省16个地级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指标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二级标准。

云南精准施策打赢蓝天保卫战
连续 4年全省 16个地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标达到二级标准

“十三五”期间，云南省
始终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坚持把大气污染防治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重要任务
抓紧抓实，全省上下有效联
动，凝心聚力推动重点工作，
千方百计加大资金投入，挖
潜创新弥补薄弱环节，《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
称“大气十条”）明确的各项
重点任务得到全面落实。

根据国家总体部署和签
订的目标责任书，云南省及
时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实施方案，省人民政府与 16
个州（市）人民政府签订目标
责任书，明确了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总体要求、工作目标
和主要任务。

按照“大气十条”明确的
重点任务，云南省对标对表
突出抓实抓好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
用地结构，有效应对污染天

气，加强能力建设和技术支
撑，落实各方责任等重点任
务。

为确保重点任务如期完
成，云南省在政府财力有限
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筹措资
金保障关键项目顺利实施。
同时，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持
续强化对重污染行业监管，
加强对“大气十条”工作任务
实施督查督办，抓实积极应
对污染天气等关键环节，全
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

“十三五”期间，全省 16
个地级城市建成区及周边水
泥、平板玻璃、焦化、化工、有
色、钢铁等重污染企业搬迁
改造或关闭退出，已完成 14
个州、市；“散乱污”企业及集
群综合整治 2325 家，完成率
99.9%；燃煤电厂 14 台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工程，已全面完
成；钢铁、建材、有色、火电、
焦化、铸造等 6 个重点行业无

组织排放治理项目 226 个，已
全面完成。113 个县级城市

（城镇）建成区内每小时 10 蒸
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550 台，已
全面淘汰；全省清洁电力发
电量占比达 92%，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46%；
全省 16 个地级城市划定高污
染燃料禁燃区，并向社会公
告，已全面完成；工业炉窑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483 个，
已全面完成。国三排放标准
老 旧 柴 油 货 车 ，累 计 淘 汰
53652 辆 ，完 成 率 178.8%；油
品质量比国家要求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使用国Ⅵ（B）
标准汽油的要求提前了整整
4 年 ；建 成 6 套 机 动 车 固 定
式 遥 感 监 测 设 备 、16 套 黑
烟 车 抓 拍 设 备 ，完 成 率
93.8% ；全 省 16 个 地 级 城 市
建 成 区 划 定 禁 止 使 用 高 排
放 非 道路移动机械区域，已
全面完成。

多措并举抓实七项重点任务

四大亮点凸显地方特色

为切实增强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实效，云南省认真查
找短板弱项，精准施策固强
补弱，立足实际大胆创新，在
开展攻坚任务评估、及时提
供技术支持、提前实施油品
替换、实施差异化定制策略
等四个方面成功探索出具有
地方特色的务实举措。

开展攻坚任务评估。根
据《云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制
定印发《云南省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重点
攻 坚 任 务 完 成 情 况 考 评 标
准》。依据考评标准，对全省
16 个州（市）开展蓝天保卫战
工作进行月度调度，并分别
对 2018 年度、2019 上半年和
年度、2020 年上半年蓝天保
卫战重点攻坚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量化评估。根据评估情
况，对各州（市）蓝天保卫战
进行现场督察、通报、约谈，
对西双版纳、临沧、红河、文
山 4 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实
施省级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积极有效地提升了全省大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的 效 率 和 质
量，为实现全省长久持续保
持空气质量优良提供了重要

的保障。
及时提供技术支持。蓝

天保卫战中许多工作牵涉部
门多、专业门类多、内容新、
技术新，在推进过程中难度
较大。为保障工作持续稳定
推进，云南省及时印发《关于
确保完成 2019 年及“十三五”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约束性指
标的通知》《关于认真落实臭
氧污染防治工作的函》，举办
全省汽车修理、包装印刷等
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综合治理培训班。根
据局部地区空气质量下降原
因不清等问题，邀请国家级
生态环境、气象、科研方面的
专家，及时召开环境空气质
量现状及预测专家咨询会，
对景洪、蒙自、思茅 3 城市采
用大气细颗粒物质谱直接测
量法源解析技术，开展了大
气细颗粒物来源解析观测。

提前实施油品替换。云
南省充分利用中石油云南石
化 有 限 公 司 落 地 云 南 的 优
势，认真筹划、科学论证、精
心组织，全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使用国Ⅵ（B）标准
的车用汽油、国Ⅵ标准的车
用柴油。比国家要求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使用国Ⅵ
（B）标准汽油的要求提前了
整整 4 年。充分体现了云南
省敢于担当、力争先锋的魄
力和决心。

实施差异化定制策略。
云南省根据各地出现的不同
程度、不同污染因子引起的
大气污染，实施差异化防控
的定制策略，分别实施水泥、
钢铁等企业错峰生产、限产
限排以及人工改变局地气象
条件，实施人工增雨等精细
化措施，及时应对和遏制大
气环境污染趋势。开展春夏
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以曲靖、玉溪、普洱、昆明、西
双版纳、红河、保山、昭通、临
沧、文山 10 个州（市）为重点
区域，以扬尘源、工业源为重
点领域，以细颗粒物、臭氧为
重点因子，加强细颗粒物和
臭氧的协同控制。适时暂停
森林防火计划烧除，采取物
理割除等其他手段清除易燃
物。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
不同时段、不同问题采取差
异化的防治策略，有效确保
了全省环境空气质量长期保
持优良。

蒋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