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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聚焦施工聚焦施工、、裸地裸地、、道路三类扬尘主要来源道路三类扬尘主要来源，，齐抓共管形成强大管控合力齐抓共管形成强大管控合力

北京治扬尘北京治扬尘““打蛇打七寸打蛇打七寸””
◆◆张雪晴张雪晴

打造“绿牌”工地，实施精准调度和差别化管控

桐庐破解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置难题
3.2万吨存量飞灰固化块已完成安全填埋处置

2018年，北京公布的新一轮PM2.5来源解析结果显示，扬尘
污染占北京本地PM2.5来源的16%，是第二大贡献源。

不同于固定源、移动源污染排放，扬尘污染排放时间和空
间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北京市秋冬季风沙大，空气干燥、土
壤含水率低。与沿海城市相比，气候条件为北京治理扬尘增加
了一定难度。

近年来，北京运用“组合拳”，聚焦施工、裸地、道路三类扬尘
主要来源，齐抓共管形成扬尘管控强大合力。2020年，北京降
尘量比2018年下降32%。

“一厂一策”精准治理，探索开展应急减排，加强污染源头管控

烟台臭氧污染防治招招连环

在 北 京 百 万 庄 北 里 施 工 现
场，一片正在移动的绿色天幕覆
盖了整个施工地块，工人们在天
幕下和水雾中穿行作业。

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任积超
介 绍 ，这 片 工 地 整 体 占 地 面 积
13000 平方米，施工过程中时常
会产生大量扬尘。为了最大程度
避免扬尘扩散，施工方决定采用
防尘天幕。

“与传统的施工作业相比，天
幕能减少 50%以上的扬尘。大跨
度的天幕防尘网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加上喷淋系统、雾炮等多重

‘保险’，基本能够实现扬尘不出

工地。”任积超说。
良好的抑尘效果为工地赢得

了北京市第一块扬尘治理“绿牌”。
根 据《北 京 市 建 设 工 程 施

工现场扬尘治理‘绿牌’工地管
理办法》，“绿牌”工地在扬尘防
控 、施 工 监 管 等 17 个 方 面 均 需
达到严格的标准。空气重污染
预 警 期 间 ，在 严 格 落 实 扬 尘 治
理 措 施 的 基 础 上 ，“ 绿 牌 ”工 地
可 进 行 除 土 石 方 、建 筑 拆 除 以
外的施工作业。

“绿牌”工地是近年来北京不
断更新绿色施工管理规程的缩
影，通过“绿牌”工地等政策，北京

市对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精准
调度和差别化管控，不搞“一刀
切”，引领企业在绿色发展的同
时，全力将绿色施工贯穿在工程
建设全周期内，实现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共赢。

同时，针对房建、市政基础设
施、交通、水务和园林绿化等行业
工地，以及混凝土搅拌站、建筑垃
圾消纳（资源化）场站，各行业主
管部门开展监督性检查，督促责
任主体强化内部管控，落实施工
扬尘现场管控责任，构建由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牵头的施工扬尘管
控体系。

研发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测系统，实现大数据分析与针对性治理无缝对接

曾经，老通州人提及复兴里
西路，总免不了皱起眉头。这里
曾经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现在
的复兴里却让人眼前一亮。

2017 年起，通州生态环境部
门与科研机构、城市管理部门携
手，开展道路积尘负荷监测，实现
了从大数据分析与开展针对性治
理的无缝对接。

“北京市道路累积的尘土，通
常来自渣土车、裸地、施工现场等
污染源，公路和城市道路总长接
近 3 万公里。以前靠人工采样需
要历经停车、选点、吸尘、筛分、称
重等步骤，不仅繁琐、周期长，而
且安全性差，无法适应大范围监
测覆盖的需求。

“ 为 了 给 北 京 市 量 身 打 造

一款适合本地扬尘分布规律的
检 测 设 备 。 我 们 对 全 市 100 余
条 路 段 进 行 检 测 和 采 样 ，对 设
备 进 行 不 断 改 进 和 完 善 ，最 终
研发出这套道路积尘负荷走航
监测硬件系统及软件平台。”北
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樊守彬说。

积尘负荷监测系统包括测试
车辆，颗粒物监测设备、扬尘颗粒
物测量结构和数据处理及输出单
元，构建了基于车载走航监测的道
路扬尘污染监管体系，集成道路扬
尘负荷、在线地图、实时数据处理功
能，采样效率提高10倍以上。在车
辆正常行驶过程中便可实施监测，
所有数据图像一目了然。这一研
究成果获得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

保科技实用创新成果奖。
目前，北京利用道路积尘负

荷走航监测系统，每月对全市平
原 地 区 260 余 个 街 道（乡 镇）约
1800 多条道路开展监测、评价，
助力精准有效提升道路清扫保洁
水平。

在大数据监测的基础上，结
合小巷不利于大型设备出入的特
点，通州区采用人工加小型清扫
机械的灵活组合的方式，解决了
步道狭窄、车下土多等问题。

家 住 复 兴 里 西 路 的 胡 大 妈
说：“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已经
有七十多年了。以前巷子里的泥
土路很多，风一刮灰头土脸，现在
道路干净了，咱们复兴里重获新
生。”

“太空照相机”将裸地扬尘尽收眼底

在北京的上空，有一台“太空照相机”。在空中一
拍，全市的裸地就能尽收眼底。

由于裸地扬尘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人为清查难
以在短期内做到准确、全面。通过裸地遥感监测找
出 裸 地 位 置 、面 积 ，按 月 进 行 比 对 ，可 以 了 解 裸 地
的变化规律。

2006 年，北京开始着手对裸地扬尘进行遥感监
测，频率是一年把全市域“扫”一遍，再利用数据分析解
译等方式，分辨出全市的裸地数据。随后逐渐加大遥
感监测频次，增加到一年两遍、一年四遍。2018 年夏
天，实现了对全市域裸地一个月“扫”一遍。据此，管理
部门可对裸地苫盖率较低的乡镇（街道）进行通报提
醒，帮助属地提升裸地扬尘精细化管理水平。

除开展卫星遥感“每月一拍”外，针对裸地扬尘，北
京着力构建由各区政府牵头的裸地扬尘管控体系。以
西城区为例。街道建立本辖区裸地台账，试点开展行
道树树坑抑制扬尘覆盖工作。2018 年-2019 年已完成
91 条道路行道树树池内 12377 个一体化生态树池篦子
安装工作。2020 年，完成一体化生态树池篦子及橡胶
护树板安装地点的选定工作，接下来，计划完成 301 条
道路，21796 个树池篦子安装工作。

“宜林则林、宜绿则绿、宜覆则覆”，北京各区在裸
地扬尘治理工作中贯穿了“因地制宜”这条主线。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扬尘治
理在管制体系上强化行业牵头管理，施工、道路、裸地

“三尘共治”，精准施策，取得了阶段性成绩。2021 年，
北京将固化经验做法，以问题为导向，科技创新、科学
施策，立足自身做好 6个“进一步”。

首先，对症下药、因地制宜，进一步强化耕地和园
林绿地等裸地扬尘管控。其次，规范作业、拓宽范围，
进一步提升道路清扫保洁水平。同时，加密巡查、加强
监管，进一步加强施工扬尘的行业管理。加强曝光、有
效联动，进一步加大各类扬尘问题的执法力度。科技
助力、精准治尘，进一步发挥卫星遥感、道路积尘负荷
走航监测等扬尘监测的指导作用。信息公开，全民共
治，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外部监督。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谢楠
烟台报道 入夏以来，臭氧污染问
题日渐凸显，成为影响环境空气
质量的首要污染物。对此，山东
省烟台市积极行动，打出“狙击”
臭氧的“组合拳”、“连环招”，臭氧
污染防治取得积极成效。

“一厂一策”，深入推进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VOCs 是臭氧形成的重要前
体物，治理专业性强、治理要求复
杂且企业间差异大，大部分企业
对治什么，如何治，达到什么标准
均不甚了解。

为此，烟台市编制出台《2021
年烟台市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治理方案》，采用“方案制定+
技术评估+跟踪推进”技术路线，
针对六大领域 29 个工业行业，4
个通用工序以及涉异味排放重点
企业共 220 家重点企业开展深度
治理，要求企业全面对标对表，编
制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

烟台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专
家 团 队 对 企 业 人 员 开 展 技 术 培
训，并对治理方案开展技术评估，
确保企业治理措施的科学性、针
对性和有效性。

创新思路，首次启动臭
氧污染应急响应

应 急 响 应 是 减 少 前 体 物 排
放，削峰降频的措施之一。烟台
市创新思路，依托专家团队，探索
开展臭氧污染应急减排。

烟台市印发《2021 年烟台市
重 点 月 份 臭 氧 污 染 管 控 实 施 方
案》，针对臭氧连续 3 天及以上污
染过程，会同监测部门、气象部门

和专家团队，每日对臭氧污染形
势进行跟踪研判。聚焦重点前体
物、重点行业、重点时段，首次建
立了以臭氧管控为目标的应急减
排措施清单。

5 月 24 日 ，根 据 臭 氧 污 染 预
警会商结果，烟台市在全省首次
启动臭氧污染应急响应，按照联
防联控和差异化管控要求，采取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应急响应期间，减排清单内
企业采取临时性减排措施、中心
城区加油站实施错时加油和卸车
作业、工地禁止粉刷喷漆、道路划
线、沥青铺装等室外作业。

全市生态环境部门每天出动
32 个执法检查组和走航监测组，
开展涉 VOCs企业执法检查，各部
门按职责分工，分别对施工工地、
道路工程以及餐饮、汽修等行业
措施落实情况加强监管，有效确
保各项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位。

用好“眼睛”“鼻子”，加
强涉VOCs污染源管控

走 航 监 测 是 烟 台 市 强 化
VOCs排放监管的重要手段。

入夏以来，烟台市专门组建 3
个 走 航 检 查 组 ，对 化 工 、包 装 印
刷、工业涂装、油品储运销等重点
行业开展不间断帮扶检查，实现
全市夏季 VOCs走航全覆盖。

截至目前，共发现问题加油
站 27 个，问题工业企业 120 个，对
发现的问题当即移交属地生态环
境部门现场督办。同时，组织国
内挥发性有机物专家对一线执法
人 员 进 行 现 场 指 导 培 训 ，提 升
VOCs执法监管水平。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还委托上

海环科院等专家团队，组织编制
2020 年大气污染源清单，对摸清
全市 VOCs 排放底数，找准方向、
找对措施，开展 VOCs治理工作起
到有力支撑。同时，依托专家团
队开展 PM2.5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
联合攻关，强化臭氧污染成因与
治理研究等，为精准科学治污提
供强有力的科技保障。

为提升对臭氧及 VOCs 组分
连续监测分析能力，烟台市安排
专项资金建设大气污染超级观测
站和城市 VOCs 自动监测站。目
前，城市 VOCs自动监测站已经建
成投运，大气环境超级监测站也
将于今年建成。

此外，各区市均在现有空气
质量监测站点的基础上，加密重
点区域臭氧监测点位建设，升级
原有大气污染监测系统，绘制更
加全面的臭氧污染防治地图，力
争有效控制臭氧污染。通过站点
数据分析和臭氧形势研判，支撑
专家团队形成污染快报、周报和
月报，全程跟踪评估臭氧污染发
展态势和治理措施落实效果。

本报讯 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
县，记者看到了一片嫩绿色的草地，
草中还夹杂着一些五颜六色的野
花，从远处看像是一张绣着花纹的

“绿地毯”。谁能想到，在“绿地毯”
下，竟是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场。

因 为 缺 乏 规 范 有 效 的 处 置 出
路，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置难问题
一直是行业的通病。

桐庐县也曾经面临这个难题，
2019 年之前，桐庐生活垃圾焚烧厂
累计产生的 3.2 万吨飞灰经螯和固
化后均暂存于垃圾焚烧厂区内。存
放的飞灰固化块不仅占用了大量的
土地资源，若不规范处置，还会对生
态环境造成极大危害。

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桐
庐县经充分调研、多方论证，秉持绿
色、安全、规范、协调的工作思路，实
施了飞灰固化块综合整治项目。

负责这一项目的桐庐县国投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综合整治项目包
括地下水导排系统、渗滤液收集导

排系统等，均执行了严格的环境准
入标准。

“ 目 前 ，3.2 万 吨 存 量 飞 灰 固
化 块 已 全 部 完 成 安 全 填 埋 处 置 ，
填 埋 场 地 设 置 了 防 渗 系 统 、雨 污
分流、环境监测等系统，不仅保障
了 生 态 环 境 安 全 ，而 且 通 过 覆 土
增 绿 等 方 式 美 化 了 环 境 ，实 现 了
双赢。”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桐庐分
局副局长陈学军说。

除了消除存量，为有效应对生
活垃圾焚烧飞灰等固体废物与日俱
增的现状，桐庐县还依托“无废城
市”创建，打出一系列组合拳，走出
一条绿色、科学的固体废物产业化
处置发展道路。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遗留问题的
处置是桐庐县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
缩影。接下来，桐庐县将深入践行

“两山”理论，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让绿色成为桐庐新时代发展
的动人色彩。

周兆木 何小华钟兆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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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涛利通讯员李行

小区里的垃圾站不再臭气熏天、垃圾焚烧厂
里空气清新、固废处理车间完全没有异味……近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天山环保行执
法检查组在阿克苏地区就《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落实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时，看到阿克苏地区
的生活垃圾、各种工业固废和农业废弃物得到了
有效、合理处置，许多垃圾、固废变废为宝，成了

“香饽饽”。
据了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以

来，阿克苏地区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与经济
建设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按照“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要求，在固体废物收集、运输、储存、处
置各环节采取措施，将源头分类与后续利用有效
衔接，形成完整的回收利用网络。

工业固废资源化

6 月 8 日，检查组来到浙江能源集团阿克苏热
电有限公司，只见厂区里绿树成荫，芳草遍地，一
派花园景象。

浙江能源集团阿克苏热电有限公司采用浙能
集团首创、国内外环保领域先进的大气污染物超
低排放工艺，投资 6000 万元建设中水深度回用设
施，并采用直接空冷、集中供热、封闭式煤场等环
保工艺，使之成为新疆区域较为环保的火力发电
厂之一。

在公司的石膏库房，检查组一行看到，运送石
膏的车辆用篷布严密覆盖，以保证石膏装卸及运
输过程中水分不会丢失，从而避免产生扬尘。

公司运行部主任助理兼化学专工赵悦介绍，
企业产生的固废除了脱硫石膏外，还有粉煤灰和
炉渣。粉煤灰储存及运输采用密闭式罐体车，无
扬尘产生；炉渣是锅炉燃烧产生的底渣，采用湿式
作业，整个过程实现零扬尘排放。

“2020 年，公司所有固废全部交由新疆天达
环保有限公司生产加气块、混凝土、水泥等建材，
利用率达到 100%。”赵悦说。

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王雷介绍，阿
克苏地区建立规模以上重点企业工业固体废弃物
排放与利用情况统计调度机制，及时掌握规模以
上重点企业煤矸石、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废物
堆存、利用情况，“目前，阿克苏地区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率达到 84%。”

生活垃圾减量化

6 月 8 日，检查组一行来到
位于阿克苏地区静脉产业园（西
区）的阿克苏三峰广翰环保发电
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业处理
生活垃圾的企业，主要负责处理
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阿
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的生
活垃圾。

一进厂区，满眼绿色扑面而
来，厂区空气清新，闻不到一点
异味。

“垃圾全部由密封罐式垃圾
车拉进厂区，倾倒至全封闭、负
压状态的垃圾储坑，臭气被抽进
焚烧炉焚烧、助燃，因此闻不到
臭味。”公司总经理李冬说。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有填埋、
堆肥、焚烧等。“焚烧处理减轻了
垃圾填埋对周边环境、地下水可
能产生的影响，减少二次污染产
生。”李冬说，现在，每天入厂垃
圾平均达 520 吨，焚烧后的炉渣
可用于制作路沿石、透水砖等建
筑材料，飞灰则通过固化处理后
填埋。

目前，阿克苏地区除了静脉
产业园（西 区）垃 圾 焚 烧 项 目
建成并投入使用，静脉产业园

（东 区）垃 圾 焚 烧 项 目 主 体 工
程 也 已 完 成 95% ，生 活垃圾日
无害化处理能力达 1460 吨，辖
区生活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率
达 100%。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

6 月 9 日，在库车佳禹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检查组一行看
到，成堆的废弃地膜经除杂、清
洗、热熔后，变成了滴灌带、塑料
筐等物品。

“我们与库车市齐满镇周边
13 个棉花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废
旧农膜处理合作协议，每年废旧
地膜回收量可达 7000 吨。”公司
总经理李军超说。

目前，库车佳禹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产品从地膜、滴灌带逐步
向塑木托盘、塑制枕木、塑筐等
多 元 产 品 转 变 ，逐 步 形 成“ 农
户+合作社+残膜回收网点+加
工企业”的农田废旧地膜循环再
利用模式。

“我家有 280 亩地，每年交
给 佳 禹 公 司 1.5 吨 左 右 废 旧 地
膜，买他们的滴灌带，一卷可以
优 惠 20 元 ，一 年 可 以 省 2000
元。”齐满镇农民买买提艾力·吐
尔逊说。

“我们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
建立覆盖县、村的农田废旧地膜
回收网络，目前全地区建设地膜
回收网点 17 个,设立 160 个地膜
残留监测点对残膜率进行有效
监测。”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华伟杰说。

除 此 之 外 ，阿 克 苏 地 区 还
通 过 推 进 精 准 施 肥 、精 准 施
药 ，实 施 有 机 肥 替 代 、化 学 农
药替代，优化化肥农药使用结
构 ，提 升 耕 地 质 量 ，推 行 专 业
化 统 防 统 治 与 绿 色 防 控 融 合
等措施，扎实推进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减少阿克苏地区农药
废弃包装物产生量。

梧州完成广西国家网土壤
环境监测样品制备

采集、运送、制备效率实现“三个全区第一”

图为北京市防尘天幕下的施工工地。张雪晴摄

本报讯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率先完成 2021 年广西国家网土
壤环境监测土壤样品制备工作。至此，中心 2021 年广西
国家网土壤环境监测工作的土壤样品采集、运送、制备效
率实现“三个全区第一”，为全区高效推进土壤监测样品
采集、制备任务提供了“梧州经验”。

4 月下旬，土壤环境监测启动之际，恰逢中央第七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梧州开展督察。两项生态环境保
护系统重点任务“碰头”，让中心本来就吃紧的人员和设
备力量更为紧张。

中心副主任罗楚坚介绍，中心今年承担了 41 个土壤
监测点位采样任务，大部分点位地处偏僻区域，采样难度大，
条件艰苦。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国家网土壤环境监
测项目组的监督指导下，中心提前组织人员开展点位踏勘，
提出“一个点位、一组人员、一项对策”的“三个一”工作思路，
制定专项监测方案，完善应急预案，科学调配人员、设备、车
辆等，全面做好野外监测采样后勤保障工作。

中心的张宇和同事承担了苍梧县岭脚镇石龙村某点
位的监测任务。这个点位在一个山头上，车辆无法到达，
张宇和同事接连爬了几座高山。烈日炎炎，到达监测点
位时已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但更让他们想不到的
是，点位所处位置没有网络信号，手持监测终端没办法实
时上传采样图片。于是，他们现场拍照，把采样图片暂存
在手机，等到网络畅通后再上传。

诸如此类的采样“小插曲”不计其数。但中心工作人
员灵活应变、苦干实干，仅用 10 天左右时间，在全区率先
完成样品采集。

中心另一位同事莫石昌负责样品转送任务。他常常
连夜赶到南宁，次日一早把样品送到广西土壤样品库后，
又立刻赶回梧州。莫石昌说：“样品转送有严格的时间要
求，必须严格执行，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懈怠。”

粗磨、混匀、弃取、分装……细碎、繁杂的土壤样品制
备工序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连续一周，中心彭伟东、梁恒
韬等同志坚守在样品制备岗位上，规范、细致地执行每一
道制样程序，并琢磨着如何优化提升制样流程。看着一
个个样品被封存、打码，彭伟东有说不出的自豪感。他知
道，每一道细小的制样工序直接关系监测结果的精准度，
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着重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