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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锅炉全部实现超低排放。
为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烟台市

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快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截
至 目 前 ，全 市 发 电 装 机 总 容 量 为
1775.4 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容量
738.95万千瓦，占总容量 41.6%。

在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方面，烟台
市大力推进“公转水”、“公转铁”，目
前已有 10 余家物流企业开展了多式
联运业务，初步形成以点带面、典型
引 领 、示 范 推 广 的 多 式 联 运 发 展
格局。

对在用机动车加强环保监管，建
成 汽 车 尾 气 遥 感 监 测 设 备 13 套 ，
2020 年 采 集 超 标 车 数 据 1.3 万 辆
次。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监管，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登记编码 2.8 万
辆。强化油品质量监管。全市所有
正规成品油经营企业油品已经全部
符合国六标准。

围绕扬尘污染治理，烟台市密集
开展市区扬尘污染整治攻坚、全市建
筑施工扬尘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市
区大气污染防治驻点帮扶、全市大气
污染防治驻点督查等一系列督查检
查行动。

“市县两级均成立了扬尘整治专
班，组织人员不间断开展扬尘污染巡
回检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并公开曝
光。截至目前，已累计下达督办单
1000 余份，集中解决了一大批突出
大气问题。”烟台市生态环境局大气
环境科科长李广平对记者说。

2018 年、2019 年，烟台市区空
气质量已连续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如何保持住二级标准并继续提
升空气质量，成为 2020 年伊始摆在
市委、市政府面前的难题。

周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烟台市大气污染防治格局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相对好做
的减排措施已经基本完成，攻坚越
来越难、骨头越啃越硬，环境空气质
量改善进入换挡期——原有改善成
效维持难、新的有效措施难跟上。

“为厘清、压实各级生态环保责
任，市里专门制定了《烟台市各级党
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
职责（试行）》有关规定，将环境质量
逐年改善要求作为区域发展的约束
性指标，进一步压紧压实市区属地
责任。‘管行业管环保、管业务管环
保、管生产经营管环保’的行业主管
责任、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管责任
和企业主体责任，构建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
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烟
台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徐世刚对记
者说。

在此基础上，烟台市各级各部

门深入开展春季扬尘整治攻坚、大
气污染防治驻点督查、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治理、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等多个整治攻坚任务，综合运
用无人机、走航监测、排污智能管控
系统等先进技术手段，强化区域联
防联控，有效推动全市大气污染防
治水平持续提高。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王钧
告 诉 记 者 ：“ 目 前 ，烟 台 市 已 建 成
140 个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空气
质量监管延伸到最基层，实现了自
动监测县、乡全覆盖。这既给镇街
推进治气攻坚提供了抓手，也为市
级对县乡的考核提供了依据。”

秋冬季以来，市、县两级组织多
个检查组，开展应急减排情况现场
检查，整改各类违规问题 260余处。

“每年，我们都会根据实际情况
修订《烟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和应急减排清单，对涉及民生保障、外
贸出口、高新技术以及重点建设工程，
在污染防治措施到位的情况下，采取
差异化减排措施。2020 年，全市重
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共涉及工业
企业 3248 家，施工工地 271 个，各类
车辆 198万辆。”王钧说。

2020年，山东省烟台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67，位居
全省第二，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5.5%，连续3年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其中，PM2.5、PM10、SO2、NO2、O3、CO浓度分别为30微克/立方
米、58微克/立方米、8微克/立方米、25微克/立方米、152微克/立
方米、1.1微克/立方米。

“近年来，烟台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
持高质量发展，不断创新工作举措，从源头防治环境污染，集中解
决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烟台市
生态环境局局长周俊这样告诉记者。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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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必争，精准施策深挖减排潜力

“每微克必争、每天必争、每个
环节必争。”这不仅是烟台市治气攻
坚的“口号”，更落实在行动上。

烟台市狠抓扬尘、移动源、挥发
性有机物、重污染天气应对 4 个关
键，严格落实驻点督查、问题曝光、
预警约谈、考核问责等 6 项机制，全
面挖掘减排潜力。

1 年来，烟台市积极推进退城
入园和重污染企业搬迁，6 家化工
园区入围省化工园区名单，7 家骨
干企业入围省化工重点监控点名

单，关停化工企业 111 家。淘汰、压
减落后、过剩产能，严禁新批钢铁、
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等行业产
能。综合整治“散乱污”企业及集
群，累计清理取缔散乱污企业 6086
家，实现动态清零。

烟台市大力推进燃煤锅炉综合
整治，全面完成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
炉淘汰，累计淘汰小锅炉 4621 台。
鼓励引导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淘
汰，共完成淘汰 17 台，其中市区范
围全部淘汰。全市 65 蒸吨以上燃

加强监管正向引导，帮扶企业实现绿色发展

压紧压实部门生态环保责任，深入开展治气攻坚

2020 年 7 月，经集体讨论，烟台
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对某房地产有限
公司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即开工建设案不予行政处罚。

烟台市环境执法支队支队长董
利国介绍道：“我们一直坚持过罚相
当、罚教结合的原则，为企业复工复
产、绿色健康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上述
公司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进行了纠正，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不予行政处罚。”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烟台市
严格执行国家、省各类污染物排放标
准，先后组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驻点
督查、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污染防治专
项督查、全市生态环境问题“百日攻
坚行动”、市级环保督察“回头看”等
多个督察、检查活动。

2020 年，全市依法对 237 家违法
企 业 立 案 处 罚 ，罚 款 1633 余 万 元 。
其中，责令 1 家企业限产停产，对 7 家

企业实施查封扣押，移送公安机关实
施行政拘留案件 4 件，移送公安机关
侦办涉嫌犯罪案件 3 件，对各类环境
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震慑。

在具体实践中，烟台市探索总结
出特殊时期特殊方式、信用良好强化
信任、重点领域重点监管、个性需求
精准服务的环境执法帮扶路子。在
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要求、依法查处违
规违法行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诚
信守法类企业非请勿扰、无事不扰。

“针对企业在疫情期间环境污染
防治方面存在的疑虑难题，我们编印
了《环境管理知识百问百答》10000
册，面向全市企业免费发放，助力企
业自行诊断、解决环境问题。同时，
充分利用各监管网格微信群的作用，
进行在线交流、在线解答、在线帮扶，
切实保障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权
益双赢。”董利国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
报道 河北省把坚决打赢蓝
天保卫战作为防治污染的重
中之重，强化全民共治、源头
防治、城乡联治，全省环境空
气质量明显改善。2020 年，
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和优良
天数两项约束性指标均超额
完成“蓝天保卫战 3 年行动
方案”和“十三五”规划目标。

2020 年，河北省聚焦重
点 区 域 、重 点 领 域 、重 点 行
业、重点时段，连续组织开展
秋冬季攻坚、扬尘污染防治
攻坚、夏季臭氧污染防治会
战、大气污染防治集中攻坚
等专项行动，坚决打好重污
染城市“退后十”攻坚战、去
产能和退城搬迁攻坚战等专
项治理攻坚战，全省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河

北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
为5.03，同比下降11.8%；PM2.5

平均浓度为 44.8 微克/立 方
米，同比下降 10.8%。此外，
全 省 PM10、二 氧 化 硫 、二 氧
化氮、一氧化碳及臭氧平均
浓度均同比下降。全省优良
天数为 256 天，同比增加 30
天，优良天数比率 69.9%，优
于年度目标 1.8 个百分点；重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天 数 平 均 为
11 天，同比减少 6 天。全省
11 个设区市中，张家口、承
德、秦皇岛市 PM2.5平均浓度
分 别 为 23 微 克/立 方 米 、27
微克/立方米、34 微克/立方
米，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
标准。

河北蓝天保卫战取得关键性胜利
PM2.5 平 均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10.8%，好 天 增

加，重污染天减少

资讯速递

自 2019 年广东省深圳市入选全国“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以来，龙岗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第一时间印发《龙岗
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成立了由区
委主要领导任组长，区政府主要领导任常务副
组长，区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领导小组，将市政府下发至龙岗区的
任 务 细 分 为 82 项 工 作 任 务 ，并 分 解 到 各 职 能
部门。

作为深圳市的工业大区，为解决令企业与
政府长期“头疼”的工业固废问题，尤其是无价
值的工业固废处理难、找不到合法处理渠道的
问题，龙岗区以“无废城市”建设为契机，选取两
个产业园为试点，分别推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集中收运模式与危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固废集中
暂存收运模式，努力探索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难
题的新出路。

嶂背汉光科技园：探索一般工
业固废集中收运试点

据悉，嶂背汉光科技园以五金加工企业、电
子产品生产及加工企业为主，园区企业存在工
业固废处置较混乱的现状：有价值的工业固废
交由再生资源回收，但基本没有签订合同；数量
较少的无价低价工业固废基本随生活垃圾丢弃
处理。针对上述问题，龙岗区在该园区开展了
一般工业固废集中收运试点工作。

入户+培训，规范企业管理工业固废

为摸清园区工业固废处置情况，深圳市生
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派出专家组对园区 23 家固
废产废企业逐家走访调查。在掌握企业工业垃
圾产生种类和数量、日常处理方式和企业需求
之后，龙岗区生态环境部门、工信部门以及辖区
街道办和社区工作站等多方联动，达成“提高企
业守法意识，帮助企业规范管理，开拓合法处置
渠道”共识，为企业纾难解困、提升营商环境明
确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向。

龙岗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工信部门还组织园
区企业开展多场培训，发放指导手册、标识标
签、固废处置合同模板；组织专家深入车间了解
企业选址固废暂存点和分类情况；指导园区和
企业选择合法的再生资源处置公司和固废处置

公司。目前，园区内基本实现工业固废“五个
有”：有人管、有暂存场所、有分类、有标识、有处
置合同。

指导+培育，发挥园区管理处组织效用

在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指导下，
汉光科技园区成立了园区环保和安全生产管理
委员会，以协助政府部门督促企业做好污染防
治工作，协助法律宣传，引导企业知法守法；做
好日常巡查，收集企业意见和问题，向政府部门
反映企业诉求，帮助企业解决环保问题。

“产生一般工业固废的企业数量很多，如果
由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直接面对企业管理和
服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既浪费行政资源，
也不科学。因此，必须设法调动和发挥园区管
理处的作用，把管理处培育成为协助政府开展
环境管理的好帮手、服务企业的好助手！”深圳
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委员会成立以来，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引导园区内企业开展垃圾分类、源头减
量、规范堆放、集中收运等工作，充分发挥了巡
查、指导、检查和督导作用。到目前为止，园区
内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减少、标识清晰、规范有
序，实现了减量化、规范化和综合化利用。

分类+科技，提高工业固废处置效率

园区内的一般工业固废分两类处理。一类
如金属、纸皮、塑料等有价部分，企业已有固定
的出售渠道，则以完善收运处置手续为主，指导
企业签订合同，保障企业的收益和权益。

对另一类无价低价的碎件、木料、泡沫塑料
等，企业则需要合法渠道并付费处置。作为试
点工作的重难点所在，园区采取“搭伙吃饭，分
摊费用”方式，由处置公司和园区管理处、产废
企业三方签订协议“1+N”合同的方式实施园区
集中收运模式。该方式没有最低消费，企业按
实际重量计费；园区管理处则负责收集企业处
置需求，达到一定数量后通知处置公司上门收
运，并负责帮助处置公司收取处置费用；处置公
司也因找到集中货源而降低了运输成本。

同时，为做好一般固废的收运跟踪管理，处
置公司在其原有基础上开发了一般工业固废转
运小系统和微信小程序，能够对汉光科技园的
无价值、低价值一般工业固废产生、转运情况进

行信息化登记和跟踪，达到用信息化手段强化
监 管 、灵 活 服 务 企 业 、有 效 提 高 处 置 效 率 的
目的。

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基本实现一般工业固
废规范化管理，并签订了一般工业固废集中收
运三方协议。处置公司已组织开展了收运工
作，集中收运一般工业固废 3.09吨。

珠宝产业园：探索危险废物和
一般工业固废集中暂存收运试点

引进 220 多家珠宝企业的中和盛世珠宝产
业园，专注于国际珠宝文化土壤培育与珠宝产
业生态发展。针对园区内企业数量多、规模小，
各企业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废产量小，使得企
业单独处理工业固废成本较高的问题，龙岗区
在该园区开展危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固废集中暂
存收运试点建设工作。

根据园区情况，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
理局指导中和盛世珠宝产业园管理处按《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相关要求，建设危险
废物和一般工业固废集中暂存仓库，用于集中
贮存园区企业产生的工业固废。

培训信息化，强调规范化管理和跟
踪管理

为帮助企业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管理危险废
物、一般工业固废，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
局组织园区企业开展工业固废规范化管理培
训，并发放指导手册、标识标签，组织专家到达
企业进行现场检查，督促企业规范化管理危险
废物、一般工业固废。

此外，园区管理处还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发
中和盛世“固废通”及“固废称重”两款固废管理
APP，用以对园区企业一般工业固废及危废的
产生、转运情况进行信息化登记和跟踪，在灵活
服务企业的同时，有效地加强了监管，提高了工
业固废处置效率。

园区管理处成为“桥梁”，对接企业
和处置公司

试点开展以来，园区管理处一方面组织与

园区内企业签订工业固废收运协议，企业产生的
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废交由园区统一进行管
理，放在危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固废集中暂存收运
仓库进行暂存；另一方面则负责仓库的日常管理
工作，并对接具备相关处置资质的公司，与处置
公司签订协议，将仓库暂存的危险废物和一般工
业固废交由处置公司收运处理。

工业固废集中暂存收运工作的开展，降低了
园区企业固废贮存带来的安全隐患，解决了企业
无合法处置渠道、固废处置难的问题，同时，也方
便了园区管理处对企业固废的管理工作。

截至 2020 年 12 月，园区内各企业基本实现
危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固废规范化管理；园区管理
处已与有相关资质的处置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
一般工业固废集中收运协议，并与园区内 20 家
企业签订了工业固废收运协议，正在进一步推进
园区内企业签订协议。中和盛世珠宝产业园危
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固废集中暂存收运模式基本
成形。

对龙岗而言，嶂背汉光科技园和中和盛世珠

宝产业园两处试点的设立为创新工业固体废物
管理模式、补齐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这一短板提
供了新的可能，是地方参与“无废城市”建设的
有益实践和探索，也为下阶段开展部门联动做
好工业固废处置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其中嶂背汉光科技园一般工业固废集中收运的
模式获得了上级部门肯定，其工作模式被写进
深圳市工业园区工业固废指导规范。

据了解，龙岗区目前已确立“系统治理，体
系融合，创新示范”的工作思路，从构建生活垃
圾源头减量、分类收运处置体系，打造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绿色制造体系，打造建筑废弃物
减排利用、协同处置体系，打造工业固废全过
程、规范化安全管控体系，构建市政污泥绿色转
运、无害化处置保障体系，搭建农业废弃物循环
利用、无公害生态农业体系，构建成效显著的市
场、技术、监管体系，搭建全媒体立体传播体系
八 个 方 面 推 动 龙 岗 区“ 无 废 城 市 ”建 设 试 点
工作。

吕蕊

深圳龙岗区双管齐下助推“无废城市”建设

探索工业固废管理新模式

六广门再生水厂和贵医再生水厂，是南明河流域治
理的重要节点工程。两大再生水厂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
正式投运，不仅为贵阳市深度利用地下空间、节约土地开
启先河，提供借鉴，也为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扩能提
供新模式、新思路。

每天，12 万吨城市污水从贯城河截污沟经引水隧道
进入六广门再生水厂，从预处理开始，层层净化，最终让
污水“脱胎换骨”。贵医再生水厂每天污水处理量为 5 万
吨。贵医再生水厂和六广门再生水厂的建设运行，将助
力改善南明河水体环境，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的能力。

在污水处理设施的加持下，南明河污染物浓度平均
下降了 11.2%，南明河干流城区段生物多样性指数、水生
植被盖度、生态系统完整性显著提高，沉水植物覆盖率由
15%提高至 75%。 岳植行文/摄

20202020 年以来年以来，，烟台市常态化开展夜间执法检查烟台市常态化开展夜间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大气环境违法行严厉打击大气环境违法行
为为。。图为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查看企业污染防治设施配套运行情况图为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查看企业污染防治设施配套运行情况。。张立明摄张立明摄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
岗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嶂背
汉光科技园现场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