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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标准由“国Ⅰ及以下”提高至“国Ⅱ及以下”

成都对非道路移动机械越管越严成都对非道路移动机械越管越严
◆◆本报记者辜迅本报记者辜迅

集中开展大气、水、土壤、山体等领域问题整治靶向攻坚

烟台治污攻坚剑指“痛点”问题

沈阳初步建成机动车
排放立体监控系统
柴油车监督抽检率
每年均达 60%以上

图片新闻

为进一步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改善
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四川省成都市按照2021版最
新《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
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规定，从6月23日起，
在原划定禁止使用区域范围不变的情况下，成都
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标准，将由“国Ⅰ及
以下”提高至“国Ⅱ及以下”。

针对这项标准变化的背景和重点，下一步如
何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监管，记者日前专访
了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史鸿乐。

定标设限领先 整治效果明显

湖北省十堰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狠抓
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对原开采山体进行生态修复和生态景观改
造，将废弃采石场打造成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生态园，让乡村更
美丽、环境更宜居、百姓更幸福。

图为十堰市郧阳区汉江绿谷生态园，废弃采石场治理修复后
呈现山、水、草、景相融的地貌景观。 薛乐生摄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谢楠烟
台报道“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扎
实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整治
攻坚行动，集中开展大气、水、土壤、
山体等领域问题整治靶向攻坚，做到
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动重点领
域 问 题‘ 清 底 ’、督 察 反 馈 问 题‘ 清
零’、关键核心指标提升，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近日，山东省烟台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郑德雁在市政府党
组扩大会议上，对全市生态环保攻坚
行动作出安排部署。

此前，烟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以今年 1 号文件印发了《烟台市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攻坚行动
方 案》，在 全 市 拉 开 环 保 攻 坚 行 动
大幕。

记 者 了 解 到 ，烟 台 市 开 展 此 次
攻坚行动，旨在全面解决生态环境

“痛点”问题，补齐生态环保短板弱
项 ，持 续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进 一
步提升人民群众的环境幸福感、获
得感和安全感。

攻坚行动聚焦关键核心指标提
升，进行集中靶向攻坚，特别是把扬
尘污染防治和臭氧治理作为全市空
气质量改善的重中之重，力争在最短
时 间 内 彻 底 扭 转 PM10 和 O3 恶 化 态
势，带动空气质量的整体改善提升。
聚焦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重复出现
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组织开展现
场核查，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坚决杜
绝问题反弹。聚焦生态环境重点领
域，开展问题大排查大整治，拉出问

题清单、列出关键节点、明确完成时
限，实行销号管理，限期检查验收。

此次行动，烟台市锁定“60 天”期
限，要求各级各部门挂图作战，倒逼
责任落实。对于目前各级环保督察
反馈仍未整改完成的重要事项、新发
现的环境突出问题以及攻坚行动指
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全部纳入全市

“挂图作战”指挥平台，持续跟踪督
办。每周公布各区市、各镇街的空气
质量排名，对排名后 3 位的区市和排
名 后 10 位 的 镇 街 ，实 行 重 点 督 导
指导。

攻坚行动期间，烟台市将成立现
场检查组，到各区市、镇街、企业进行
现场实地检查，及时掌握各领域、区
域问题隐患。同时，为全市重点监管
网格及重点排污单位派出“环保医
生”，开展驻在式环保服务，指导帮扶
问题整改，提升责任单位的污染治理
能 力 ，将 问 题 预 防 在 源 头 、化 解 在
基层。

烟台市还将加大问题通报曝光
力度，定 期 在 媒 体 通 报 各 区 市 空 气
质量、水环境、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交办问题完成率等方面的排名，并
集 中 曝 光 一 批 具 有 典 型 性 的 突 出
问 题 ，集 中 曝 光 一 批 虚 假 整 改 、表
面 整 改 、敷 衍 整 改 的 突 出 问 题 ，集
中曝光一批产生不良影响、具有警
示作用的突出问题，形成舆论监督
合力。对攻坚行动中作风不严、工
作 不 实 、整 改 不 到 位 的 单 位 和 个
人，严肃追责问责。

资讯速递

黑龙江省七部门联动

启动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

空气质量优良率同比提高
12.3%

奎屯市多措并
举护蓝天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
报道 近 日 ，黑 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
务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七部门联合印发《黑龙江
省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决定自 5 月起至 11 月，联合开展
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

专项整治行动规定 3 项主要
任务。首先，学习宣传贯彻固废
法。各市地要组织固废法进企
业、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家
庭，增强公众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意识。

其次，深入开展固体废物大
排查。各市地要以重点区域（沿
江、沿河、沿湖等）、重点行业（精
炼石油产品制造、煤炭加工、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有色金属
冶炼、石油开采等）、重点企业（年
产生危险废物 10 吨以上、年产生
工业固体废物 100 吨以上企业，
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处置企业）为
排查重点，开展固体废物非法贮
存、倾倒和填埋情况专项排查。

同时，依法开展固体废物分
类治理。各市地要开展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农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
物、废塑料污染、污泥安全处理共
8个专项整治行动。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分 3 阶 段 进
行。方案强调，对组织不力、谎报
瞒报，责任不落实、工作不作为
的，将通过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等机制予以通报批评、公
开 约 谈 、挂 牌 督 办 ，督 促 工 作
落实。

人工智能助力太湖安全度夏

蓝藻水华监测预警有“神器”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太湖水

文、气象条件有利于蓝藻生长，给
太湖安全度夏带来较大压力，对
蓝藻水华监测预警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

为解决常规蓝藻手工监测时
间长，并且不能完全满足太湖蓝
藻监测预警工作的现状，江苏省
无锡环境监测中心联合东南大学
和江苏宏众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成功研发了“藻类人工智能快
速分析系统”。

记者了解到，这一系统是基于
图像识别技术、深度学习人工智能
算法，结合5G和大数据技术的一体
化藻类智能分析系统。其主要功
能包括自动识别藻类，实现常见60
个属种的识别与分析，同时可以自
建数据库并不断完善。

同时，自动输出常用表征参

数和统计结果，极大地缩短了人
工分析时间，实现样本信息全数
字化保存及有效质控，为藻类自
动监测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撑。

系统目前已完成太湖“引江
济 太 ”“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预 警 ”和

“夏季蓝藻预警”等项目共计 234
个样本检测，检出常见藻类属种
53 个，较好地完成了饮用水水源
地藻类快速监测预警和蓝藻水华
监测预警工作，为确保太湖连续
14 年安全度夏提供了有力的技
术支撑。

系统目前已经在江苏省环境
监测中心、广东省深圳环境监测
中心站、太湖流域水文水资源监
测中心以及东南大学、清华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等 20 多家单位进行了试用
和业务化运行。 李莉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近年来，辽
宁省沈阳市先后投入 1200 多万元，初步
建成机动车排放立体监控系统。系统包
含两辆遥感检测车，18 套车辆冒黑烟智
能识别系统，以及 4 套柴油车尾气固定
遥感检测系统。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机动车排放立体监控系统包括调整车辆

（低排放区）禁限行卡口电子监控系统，系
统的建成大大提高了柴油车监管能力。

开展柴油车污染治理攻坚以来，沈
阳市通过不断强化柴油车环保查验、监
督抽测、检验机构全覆盖执法检查、有奖
举报等“人防”手段，以及建设移动源遥
感监测系统、冒黑烟智能识别系统、调整
车辆禁限行卡口监控系统等措施提高

“技防”能力，柴油车监督抽检率每年均
达 60%以上。

其中，固定遥感监测系统筛查柴油
货车 3 万余台次，发现疑似超标 207 台
次，均进行了短信维修提示；公安部门对
违法驶入禁限行区域的车辆持续实施查
处，累计查处超载、违反禁限行标志、违
反 低 排 放 区 规 定 等 违 法 行 为 2073 个 。
累计淘汰营运柴油货车 5523 辆，更新淘
汰 出 租 车 8079 辆 ，购 置 新 能 源 公 交 车
1827 辆。累计注销淘汰老旧柴油货车
6628 辆、天然气车 455辆。

同时，划定柴油车低排放区。每天
7 时至 19 时，禁止国三排放标准的中、重
型柴油货车在三环路以内全部区域（不
含三环路）行驶。市民发现冒黑烟货车
上路行驶情况，可通过“沈阳生态环境”
微信公众号、沈阳市生态环境局专用信
箱、“沈阳易行”APP 进行举报，对被举报
车辆认定为超标的，给予举报人 100 元
的奖励。 姚亮

小小公示牌显示大责任
桐乡探索推行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公示牌制度

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员帕提曼奎
屯报道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环
保行执法检查组一行前往奎屯市中石油
市区加油站等地，现场查看奎屯市贯彻
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油气回收治理、
环 保 设 施 运 行 、道 路 扬 尘 管 理 等 相 关
情况。

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工作成效如
何？在中石油奎屯市区加油站，前来加
油的车辆来来往往。正在加油的车主赵
欢告诉记者，现在即使站在正在加油的
车旁，也几乎闻不到汽油味。

“公司自建厂以来，在大气污染物治
理方面累计投资 1.6 亿元，目前有热电装
置布袋除尘系统、SNCR+臭氧脱硝系
统、氨法脱硫系统及厂界 VOC 监测系统
等，目前所有设施均正常投用，在线监测
系统验收合格，环保数据全部与生态环
境局联网。”在奎屯锦疆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后，检查组一行查看了奎屯市城
市管理执法局“智慧城管”、开干齐乡电
采暖项目落实等情况。

“以前烧煤，家里脏得一天不擦都不
行，自从用上电采暖后，不仅省钱，家里
干净多了。”在开干齐乡梧桐树村，村民
玛依古丽·哈比说。

随后，检查组一行召开座谈会听取
了奎屯市政府的汇 报 。 伊 犁 州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努 尔 江·买 买 提 在 座 谈 中
强调，截至 5 月中旬，奎屯市今年空气
质 量 优 良 率 为 76.5% ，同 比 提 高
12.3% ，PM2.5 日 均 浓 度 同 比 降 低
21.2%。接下来，各部门一定要把生态
环 境 保 护 放 在 更 加 突 出 位 置 ，通 过 精
准 、科 学 、依 法 治 污 ，实 现 通 过 环 境 管
理 推 动 产 业 升 级 、技 术 进 步 、高 质 量
发展，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

作为长期致力于大气污染治理、在
全国较早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
控的城市之一，成都市不断创新相关工
作机制，积极探索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
械治理途径。

2018 年 1 月 2 日，成都市首次发布
2018 版《通告》，主要针对国Ⅰ排放标准
及以下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通过划
定禁止使用区域以及组织市级多部门
协同现场检查、专项督查、违规处罚等

多项管控手段，逐步规范高排放非道路
移动机械使用范围，大力促进老旧机械
淘汰更新，实现对全市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有效监管。

据 史 鸿 乐 介 绍 ，截 至 2021 年 4 月
底，全市共备案登记非道路移动机械
64783 台，规模居全国省会城市和副省
级城市第一。相较于 2018 年，国Ⅰ排
放 标 准 及 以 下 机 械 备 案 占 比 下 降 了
5.81%，国Ⅱ排放标准机械备案占比下

降了 17.52%，国Ⅲ排放标准机械备案占
比增加了 21.94%，电动机械数量逐步增
加。

与 此 同 时 ，通 过 划 设“ 高 排 放 非
道路移动机械禁止区”等一系列管控
措施，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物中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细 颗 粒 物 、氮 氧 化 物
减排效果明显，对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的 稳 定 改 善 发 挥 了 十 分 重 要 的 促 进
作用。

禁用标准提升 监督抽查趋严

尽管已有一定成效，但去年以来，
随着生产型企业的全面复工复产和各
类建设项目的大量实施，成都城区环境
空气质量一度有所下降，包括非道路移
动机械在内的移动源排放，成为市区大
气环境重要污染源之一，大气污染防治
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

针对这一情况，成都市各相关部门
密切协作，全力开展移动源专项攻坚，
一系列攻坚措施有序推进。

5 月 24 日，市政府印发 2021 版《通

告》，切实调整限制区域高排放非移动
道路机械使用标准，进一步严格大气污
染物排放。

史 鸿 乐 告 诉 记 者 ，本 次 发 布 的
《通 告》是 对 2018 年 划 定 的 高 排 放 禁
止 区 机械使用标准的 调 整 ，原 市 级 划
定的高排放禁止区范围不变，禁止使
用 机 械 标 准 由“ 国 Ⅰ 及 以 下 ”提 高 至

“ 国 Ⅱ 及 以 下 ”，不 涉 及 各 区（市）县
自行划定的高排放禁止区（重合区域
除外）。

本次市级调整后，各区（市）县也被
要 求 在 2021 年 底 前 同 步 完 成 相 应 调
整。

“在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方面，除
了提高高排放禁止区非道路移动机械
使用标准，还将建立进场施工机械需出
具三个月内检测合格证明及机械动态
管理等机制，继续加大非道路移动机械
监督抽测力度，强化机械备案、使用和
排放各环节监管，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史鸿乐说。

防治重点明确 执法力度加大

史 鸿 乐 介绍，按照成都市三大战
役办统一安排，自今年 4 月初以来开展
的以移动源、工业源和城市面源为重点
的二季度攻坚行动正稳步推进，工业生
产、建筑施工和移动源污染治理方面进
展顺利。

其中，对 3204 家家具制造行业企
业的绿色化发展绩效考核进行了分级
定档，指导 7585 家涉 VOCs排放企业完
成了自检自查自测，组织 39 家重点行
业企业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导
3 家水泥行业企业、两家平板玻璃行业
企业完成年度 NOx 超低排放改造方案
制定并有序推进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
造工作。

通过持续开展“散乱污”工业企业
清理整治“回头看”，排查工业企业 5618
家，督促问题整改 9 个，检查工业企业
1594 家，开展监督性监测 194 家，立案
调查涉气环境违法案件 20件。

同时，出台《成都市重点管控区域
施工工地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导则》，印
发《成都市绿色标杆施工工地技术标
准》（2021 年修订），开展建设工地天幕
防尘项目试点，巡查检查工地 46844 个

（次），对违规企业实施信用扣分 62.75
分……

此外，在今年以来持续开展的非道
路移动机械监督抽检中，先后检查工地
及企业 1656 家，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

3416 台，检测机械 2137 台，发现问题机
械 145 台，立案 33 件，处罚 24 件，处罚
金额 14.17万元。

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处有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将争取提前两年实施
国六 b 标准，着力强化油气回收监管，
在持续打造绿色加油站的同时，积极推
进货物运输“公转铁”，加快构建城市绿
色出行体系，推广新能源汽车，促进老
旧车辆淘汰，分时分区域对不同排放标
准柴油货车进行控制，充分利用柴油车
遥感监测（含黑烟车抓拍）等非现场执
法手段，严禁尾气超标车辆上路行驶，
努力从油、路、车 3 个方面抓好移动源
污染防控。

强化涉镉等重金属
重点行业企业排查

滁州市 14 家企业全部纳入涉
镉污染源排查清单

本报通讯员朱灵洁 范文辉
周正来 见习记者王雯 记者晏利
扬嘉兴报道 近日，浙江省嘉兴市
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工作人员来
到位于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桥街
道）的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将一块绿色的公示牌贴在了企业
危险废物贮存仓库的外墙上。

“我的名字、联系方式都在公
示牌上，一旦出现问题，就像贴在
我的脸上一样，责任重大。”华友
钴业危废仓库管理责任人直言。

据了解，这是桐乡率先在嘉
兴探索推行的“危险废物贮存场
所公示牌”制度。除了危废仓库管
理责任人姓名、联系电话，公示牌还
明确了违法举报电话，不仅企业员
工可参与监督和举报，群众也可直
接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电话投
诉，倒逼企业主动履责。

“随着百日攻坚固废专项治
理行动的深入推进，我们发现，企

业在日常生产管理中，较为普遍
地存在重生产效益、轻环境安全
的问题。”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
分局相关负责人坦言，企业会将内
部设施完好、配套齐全的房屋，优先
用于生产设备安装和产品存放，而
将废弃厂房、临时搭建房屋或车间
角落，作为危险废物贮存场所。

公示牌虽然不大，但“五脏俱
全”，阐明了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基
本要求，精炼了防雨、防泄漏等
10 项内容，项项都是危废规范贮
存的硬要求。

“采取公示上墙的方式挂牌
监督，让企业危险废物贮存场所
有了一张‘身份证’，推动了问题
整改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据嘉
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桐乡已对辖区内
30 多家企业危险废物贮存场所
进行挂牌公示，接下来将逐步扩
大公示制度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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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安徽省滁州市近年来根据《涉
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工作方
案》等文件要求，不断强化涉镉等重金属重点
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工作。

首先，聚焦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确定排查对象、明确整治对象，持续排查、动
态更新。截至 2020 年底，滁州市已将全市 14
家涉及重金属排放企业全部纳入涉镉污染源
排查清单。

同时，建立信息共享制度，与农业农村、
粮食等部门及时对接，共享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等相关信息，为排查
整治工作奠定基础。对列入清单中的企业，
按照切断镉等重金属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途
径 ，降 低 粮 食 中 镉 等 重 金 属 超 标 风 险 的 目
标，并且按照涉镉污染源整治要点，对在检查
中发现问题的企业，精准施策，逐一制定整改
方案，建立资料台账。

其次，持续加强涉重金属土壤污染重点
监管企业环境管理。制定印发《滁州市 2020
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点》，将涉镉等重金属
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要
点，实行按月调度。结合各类专项行动，不断
更新排查对象。截至目前，确定重点排查对
象 29个。

此外，建立隐患定期排查制度。按照相
关技术规范要求，定期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监
测，建立隐患排查档案，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
工作，将各项环境监管措施、制度落实到位，
确保消除各类环境污染隐患，避免造成土壤
污染，保障土壤环境质量安全。

潘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