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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河北修订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对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预留了一年左右的改造时间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
道 为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河北省《农村生活污水
排放标准》进行了修订，标准将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为持续
改善水环境质量提供了新保障。

河北省新标准修改了适用范
围，明确提出，标准适用于日处理
5 吨至 500 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规模在日处理 500 吨以
上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所在流
域有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按照相应流域排放标准执行；没
有流域排放标准的，按照《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执行。

同时，新标准修改了排入地
表水体的标准分级和部分控制项
目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根据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和受纳水
体功能，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
标准；提出了特殊区域的排放限
值，明确了污水综合利用的执行

标准。
在控制项目中，考虑到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实际需要和监测能
力现状，标准控制项目分为 8 项，
分别为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
物、氨氮、总氮、总磷、动植物油、
粪大肠菌群数。其中动植物油为
选择性控制指标，仅适用于含餐
饮服务行业排水的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

在控制要求中，标准控制要
求共分为“分类要求”“特殊要求”
和“其他要求”3 个部分，并分别
明确了控制项目的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此外，考虑到白洋淀的特
殊需求，标准中规定了直排入淀
和直排主要入淀河流两个类别的
排放限值。

据了解，河北省新（改、扩）建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自标准实
施之日起执行，对现有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预留了一年左右
的提标改造时间，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四川规范机动车和非道路机械管理
将与重庆市联合防治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近日，《四川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经四川省人民政府
常务会审议通过，自 2021 年 3 月
1日起施行。

《办法》规定，在本省使用的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应当达
标排放，不得排放黑烟或者其他
明显可视污染物。

四川省实行非道路移动机械
信息登记管理制度。非道路移动
机械所有人应当按规定通过互联
网或者现场等方式向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如实登记信息。登记信息
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进行变更
登记。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使用达标排放
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拒绝进行信

息登记或者提供虚假登记信息
的、使用信息登记与实际信息不
符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或者未对作
业现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台
账管理的，最高处 3000 元罚款。

《办法》明确了检验机构应当
遵守的规定和伪造排放检验结果
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情
形。发现检验机构安装可以非法
生成检验数据的仪器设备或者软
件程序行为的，最高处5万元罚款。

此外，《办法》指出，四川省与
重庆市将建立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气污染联合防治机制、
信息共享机制、联合执法检查机
制、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机
制，推动制定联合防治措施，落实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
染防治目标责任，促进区域大气
环境质量改善。

松阳强化土壤污染防治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2020 年，福建省南平市境内 3 条主要河流（闽江南平段、富屯
溪、建溪）27 个水质评价断面总体水质状况为优，水质类别为Ⅱ
类。Ⅰ类～Ⅲ类水质比例为 100%，与上年同期持平，Ⅰ类～Ⅱ类
优质水质比例为 96.3%，较上年同期上升 11.1 个百分点。

2020 年，南平大气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在全省设区市排
名第一。全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100%，较上年上升了 0.4 个百
分点。

图为南平市松溪县美景。
陈伟供稿李典利摄

聚焦扬尘治理、秸秆利用、油烟污染治理等突出领域开展攻坚

吉安青原区一年蓝天超九成
本报讯“蓝天白云，大美

青原。”日前，市民夏女士的“青
原蓝”朋友圈刷屏。数据显示，
2020 年，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
PM2.5 累计平均浓度为 26 微克/
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为 92.9％。

近年来，青原区聚焦扬尘
治理、秸秆利用、油烟污染治理
等突出领域，持续深入实施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还百姓一
片蓝天。

扬尘治理不手软

“ 渣 土 未 覆 盖 ，请 做 好 防
护。”冬日，青原区大气污染防
治督查组来到区人民医院建设
工地督查，发现问题后立即下
发整改通知书。

对照建筑工地“六个百分
百”要求，青原区深入开展城市
扬尘治理攻坚行动，地毯式排
查城区各建设工地，发现一处、
纠正一处，对不配合整改的，依
法处置，绝不手软。

在全面治理城市扬尘的同
时，青原区把“铁拳”砸向乡村
建设工地，通过明察暗访、群防
群治、在线监测等途径，构筑乡
村扬尘治理网络，督促施工单
位彻底消除扬尘治理死角。

此外，青原区采取定点设
卡、流动巡查的办法，严肃查处
运输车辆“抛、洒、滴、漏”和超
限超载行为。2020 年检查车辆
1 万余辆、卸载货物 1400 余吨；

强化运输车辆管理，统一更新
300 多辆新型环保运输车，有效
解决了运输过程中的洒漏、扬
尘等问题。

秸秆利用多元化

“我家的秸秆翻在田里沤
肥，肥足庄稼好”“我家的卖给
公司”……日前，东固江口村村
民围在一起，七嘴八舌议论秸
秆“五化”利用的好处。

走进青原区东固畲族乡江
口食用菌合作社，只见菌墙上
的菇蕾一层层，一片片，水灵鲜
嫩 。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雷 从 卫 介
绍，相比传统基料，秸秆基料具
有结构疏松、透气好、保水强、
价格低廉的特点，还显著提高
了食用菌产量和品相。

年近古稀的匡君涛是个老
手工艺人，简单的几根稻草，经
他的手变成了一件件形态各异
的艺术品。“秸秆不值钱，制成
艺术品，能卖好价钱。”匡君涛
说，他现在一个月能赚 3000 多
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青原区坚持不搞
一 刀 切 ，每 年 安 排 资 金 150 万
元 ，因 地 制 宜 ，推 进 秸 秆 肥 料
化、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原
料化“五化”利用，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 90%以上。

同 时 ，建 立 健 全“ 区 负 总
责、乡镇主体、村组巡防、农户
联防”工作机制，强化区、乡、村
三级网格职能，实行 24 小时驻

守 值 班 、巡 查 监 管 ，确 保 野 外
“不点火、不冒烟”。

油烟治理全覆盖

“终于可以开窗换气，呼吸
新鲜空气了。”近日，青原区某
小区张女士连连道谢，困扰她
多 年 的 餐 饮 油 烟 问 题 得 到
解决。

2020 年，青原区再次发力，
重拳整治餐饮油烟扰民问题，
新 增 油 烟 治 理 达 标 店 157 家 。
至此，城市建成区内规模以上
餐饮店已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城市餐饮油烟污染得到有
效治理。

作为市中心城区之一，青
原区 2019 年 1 月率先在城区实
施 烟 花 爆 竹 禁 燃 禁 放 活 动 ，
2020 年 1 月又将禁燃禁放区域
扩大至各乡镇政府驻地及东固
景区、富田景区、渼陂景区、青
原 山 景 区 ，明 显 改 善 了 空 气
质量。

此外，青原区集中开展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和“散乱污”企
业清零行动，通过关停取缔一
批、整合搬迁一批、升级改造一
批等措施，推动问题整改。

目前，全区 10 家“散乱污”
企业关停 9 家、升级改造 1 家，
在用柴油车监督抽测排放合格
率 达 到 90%以 上 ，销 售 柴 油 机

（车）型 抽 检 合 格 率 达 到 95%
以上。

刘茂林

持续开展扬尘、焚烧污染防治专项督查

阿克苏全年优良天数增加

数字驱动环境治理
科技赋能环保产业
189-1279-5072

本报记者杨涛利阿克苏报
道 记者近日从新疆阿克苏地
区生态环境局阿克苏市分局了
解到，2020 年，阿克苏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37 天，优
良率为 64.75%，与 2019 年优良
天数相比增长 10.78%，创近年
来最好水平。

为积极应对近期重污染天
气过程，阿克苏市分局针对扬
尘、燃煤、露天焚烧等方面的污
染问题，多举措开展冬季环境
空气质量改善专项执法检查行
动。持续开展扬尘、焚烧污染
防治专项督查，对在建项目工
地、城区道路进一步提高裸土
覆盖、清扫等管控标准；围绕城
区、城乡接合处等重点区域，持
续 开 展 燃 煤 设 施 专 项 排 查 整
治，严格管控燃煤污染，加强燃
煤设施监管。同时，对城乡接
合部是否存在焚烧情况开展不
间断巡查。

“针对道路扬尘污染问题，
我们强化了道路清扫保洁，加
强清扫频次。”阿克苏市分局工
程师陈俊鹏介绍：“同时，加强
对沿街烧烤摊点的管理，积极
督促烧烤商户入室经营并使用
环保烧烤设备。”

对排污单位大气污染源自
动 监 控 设 施 现 场 端 的 运 行 情
况，阿克苏市分局也进行了严
格细致的监察监管。对采样位
置、采样管道进行再确认，保证
排污口的规范化，严防排污单

位发生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行
为。

为打好蓝天保卫战，阿克
苏地区还进一步发挥大气联席
会议制度作用，建立健全区域
及城市间联防联控机制和部门
间工作协调机制，开展部门联
合 执 法 专 项 行 动 。 加 大 公
安、交通、生态环境等部门联
合 执 法 力 度 ，逐 步 加 强 对 机
动 车 尤 其 是 柴 油 货 车 污 染 防
治工作。

与此同时，强化施工工地
扬尘监管，严格落实施工“八个
100%”。加强渣土运输车辆管
理，严查道路遗撒和乱倾乱倒
行为，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等
低尘作业方式。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实施网格化巡查和执法，
严厉打击露天焚烧秸秆、垃圾、
树叶及露天烧烤等违法行为；
持续开展燃煤锅炉专项整治工
作，督促企业使用清洁能源。

推进工业减排，解决燃煤污染问题，实施精细治理，加强区域协作

北京PM2.5年均浓度首次实现“30+”
◆本报记者夏莉

PM2.5年均浓度5年下降一半多，
在北方城市中率先基本解决燃煤污染问题

近日，北京市召开回顾“十三五”展望“十四五”大气污染治理专场新闻发布会，总结梳理
过去五年北京大气污染治理成果。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建华表示，“十
三五”时期是迄今为止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力度最大、成效最明显的五年，在此期间，北京市
大气中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呈总体下降趋势，空气质量改善取得历史性突破。

2020年，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为38微克/立方米，首次实现“30+”，创下了
自2013年监测以来的最低值，PM10、NO2连续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SO2年均
浓度稳定达到国家标准并持续保持个位数的极低浓度水平。

2020 年 ，北 京 市 PM2.5 年 均
浓度为 38 微克/立方米，较 2015
年 的 80.6 微 克/立 方 米 下 降 了
42.6 微克/立方米，在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2+26”城市中保持最
优，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任务；其中，密云、怀柔、延庆、门
头沟、平谷、昌平、房山、顺义等 8
个区率先实现达标，占全市域面
积的近 80%。

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进一
步证明北京市的治理方向是正
确的，污染减排是硬道理。

“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工 业
排 放 是 大 头 。”在 北 京 公 共 环
境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马 军 看 来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的 根 本 是 调 整 产
业 结 构 ，产 业 结 构 的 调 整 将 带
动 能 源 结 构 的 优 化 5 年 来 ，北

京 以 疏 解 非 首 都 功 能 为“ 牛 鼻
子 ”，累 计 淘 汰 退 出 不 符 合 首
都 功 能 定 位 的 一 般 制 造 业 和
污染企业 2154 家，分类整治和
动 态 清 零 1.2 万 家“ 散 乱 污 ”企
业，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进一
步提升。

“ 退 出 企 业 主 要 集 中 在 建
材 、机 械 制 造 、金 属 制 品 、木 制
品加工等行业。”北京市经信局
二 级 巡 视 员 任 世 强 介 绍 ，北 京
修 订 并 严 格 落 实《北 京 市 工 业
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
设备淘汰目录》，完成了化学农
药生产、化学原料药生产、有机
溶剂型涂料生产等污染较高行
业 和 生 产 工 艺 淘 汰 退 出 工 作 。
全 面 开 展 工 业 大 院 治 理 工 作 ，

“ 十 三 五 ”时 期 ，全 市 共 清 理 整

治工业大院 236 个，基本完成清
理整治工作。

“除了两家用于协同处置危
险废物的水泥企业因工艺需要
使用燃煤外，北京市已实现工业
企业基本无燃煤。”北京市发改
委一级巡视员、市能源办专职副
主任王英建介绍，“十三五”时
期，北京市优质能源比重由 2015
年 的 86.3%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98.1%。北京市推进能源清洁化
战略，压减燃煤近千万吨，建成
四大热电中心、开展燃煤锅炉改
造、实施民用散煤清洁替代，煤
炭消费量由 2015 年的 1165 万吨
大幅削减到 2020 年的 173 万吨,
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无煤化”，在
北方城市中率先基本解决燃煤
污染问题。

大气污染治理走向精细化，京津冀区域协作日趋紧密

根据北京新一轮 PM2.5 来源
解析结果，本地污染来源中机动
车占比上升到 45%，扬尘上升到
16%，而曾经的污染大户燃煤已经
退出了历史舞台。针对这些变
化，北京及时调整大气污染治理
方向，在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中重点针对重型柴油车、扬尘、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开展整治。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
容军介绍，“十三五”期间，北京
实施新车国六（b）排放标准，每
年淘汰的老旧公交车 100%更新
为新能源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
公交车占比已超过 90%；推广纯
电动出租车 1.1 万辆；实施国三
标准柴油货车全市域禁行，对符
合条件的新能源轻型物流车实
施运营激励，累计淘汰营运柴油
货车 6.9万辆。

治理扬尘，高科技挑大梁。
在太空用遥感卫星拍，在路上用
车载仪器测，还有上千个小微子
站分布在 325 个乡镇，进行 24 小

时不间断监控……北京亮出“绣
花功夫”，多管齐下，狠抓施工、
道路、裸地扬尘治理，多个街道
配 上 了 微 型“ 吸 尘 器 ”，甚 至 开
始 打 扫 屋 顶 上 的 扬 尘 。 2020
年 ，全 市 降 尘 量 为 每 月 5.1 吨/
平 方 公 里 ，同 比 下 降 12.1%，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
中保持前列。

同呼吸，共命运。这 5 年，
也是京津冀区域协作最密切的 5
年。京津冀三地将大气污染防
治作为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突
破口，不断完善信息共享、结对
治污、重污染预报会商、应急联
动等机制。

随着大气治理的推进，区域
“统一”的项目越来越多。2017
年，三地联合发布环保领域首个
区域性统一标准《建筑类涂料与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限值标准》；2018 年，在生态环境
部统一调度下，区域统一空气重
污染预警分级标准，实现区域共

同预警、应急联动；从 2017 年秋
冬季开始，区域连续 4 年开展秋
冬 季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攻 坚 行 动 ；
2019 年，区域开始实施重污染天
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差异化管
理，在污染应急时，优先管控环
保管理水平差、污染物排放量大
的 重 点 行 业 企 业 ，避 免“ 一 刀
切”；2020 年，区域开展夏季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有效遏制了
夏季臭氧污染……

联动的队伍也在逐步壮大，
从最初的京津冀三地，发展到有
山 东 、山 西 、河 南 、内 蒙 古 的 加
入，版图不断扩大。每当发生区
域性的重污染，七省区市联合会
商，共享预报信息。

2020 年，三地联动在内容上
又有突破，京津冀协同开展“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防治条例”专项立法并同步实
施，强化移动源联动执法，对超
标车辆实现数据共享，加大处罚
力度。

陆续建成天、空、地三位一体
大气PM2.5监测体系

对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总队的郭昊来说，创
新技术手段让生态环境执法
从过去“拉网式”排查转变为

“靶向性”精准执法，利用“热
点网格 APP”实时发现报警区
域，哪里报警就查哪里，有的
放 矢 ，大 大 提 高 了 环 境 执 法
效率。

2017 年 ，1200 余 个 高 密
度网格监测点如“毛细血管”
般在城市中铺开，覆盖 325 个
街乡镇。平原地区以 3×3 公
里、山区以 8×8 公里为网格
布设，与 35 个传统标准化的
监测站点一起，构成了北京市
PM2.5 地面的监测网络，也形
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高密度
监 测 技 术 和 管 理 支 撑 体 系 。
同时，针对北京市污染源分布
特点，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联
合技术支持单位开发了大气
污染热点网格监管平台和配
套的手机 APP，可以实时查看
全市的热点网格浓度、实时报
警 网 格 和 浓 度 变 化 曲 线 等
内容。

郭昊回忆，一天，他照例
打开手机热点网格 APP，点开
浓度曲线图，发现海淀区育英
中学附近的 PM2.5平均浓度明
显高于周围地区。通过排查
发 现 ，育 英 中 学 综 合 教 学 楼

（属学校改扩建工程）施工现
场内的两个食堂均未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油烟直排，烟气
呛人。“之前的环境监察执

法是有举报有问题才去查，现
在是主动出击，将环境违法问
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郭昊说。

“环境监测是污染治理的
基石。治理污染就是要消灭
污染源，或者是降低污染源的
排放。对于大气，环境监测就
像做‘CT 扫描'，为它找到一
些问题。”北京市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主任刘保献介绍：“经
过 几 年 时 间 ，北 京 陆 续 建 成
天 、空 、地 三 位 一 体 的 大 气
PM2.5 监测体系，用科技手段
时 时 刻 刻 监 控 主 要 的 污 染
源。”

比如，开展裸地监测，用
卫星给北京照相，每月一拍，
识 别 哪 个 地 方 有 裸 地 ，要 求
管 理 部 门 尽 快 覆 盖 减 少 扬
尘。有了详实的监测数据作
支 撑 ，北 京 开 始 对 未 来 的 空
气 质 量 进 行 预 测 ，通 过 数 据
分析、模型运算，预测可能会
有 的 污 染 过 程 ，提 前 启 动 预
警，削峰减速，减少短时间的
污染问题。

“当前，北京市空气质量
虽有明显改善，但也要清醒认
识到，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仍
超过环境容量，北京市大气治
理成效还不稳固。”于建华表
示，“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将
坚持 PM2.5和臭氧污染治理相
协同、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
排放控制相协同、本地治污和
区域共治相协同，深挖减排潜
力，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图为执法人员正在进行尾气抽检工作。
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供图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浙江省松阳县按照

“遏制、稳定、改善、安全”的基调，
围绕“一个基础（土壤污染状况详
查）、两个核心（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污染地块安全利用）”，深入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攻坚任务。截
至目前，松阳县土壤环境质量状
况总体良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率达到 95%以上，污染地块安
全利用率 100%。

松阳县扎实推进落实县级土
壤办协调机制，坚持“年初有清
单、年中有调度、年末有考核”，建
立落实土壤办成员单位联席会议
制度，按项目化、责任化、清单化
理清职责和任务，建立共商共管
的工作机制，深入实施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农用地分类管控、建设

用地风险管控、工矿企业污染防
治、农业生产污染防治等五大专
项行动。

在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
壤样品采样及分析测试，松阳生
态产业集聚区地下水调查评估项
目现场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松阳
县加强固体废物规范管理，实施
危险废物动态清零，规范处置危
险废物 3 万余吨。加强农业面源
污 染 防 治 ，完 成 化 肥 减 量 2050
吨，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 13000
吨，畜禽养殖排泄物资源化利用
率达 98.6%。

此外，加大以工业固废分类
处置为重点的宣传教育。截至目
前，印发宣传册 500 余份，利用微
信公众号等宣传 6次。

周兆木 洪旭朝徐美娟 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