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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佳芮

今年 7 月，辽宁省大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又收获了一个“大满贯”，全月共 31 天非优即
良，空气质量达标率为 100%。这是继今年 4 月以
来，大连市收获的第二个月度“大满贯”。

今年 1 月-7 月，大连市区空气质量优 68 天、良
116天，达标天数比例为 86.8%。

青山多妩媚，碧海连云天。大连的“7 月蓝”令
人留“连”忘返，但这种城市“气质”的养成殊为
不易。

大连市委、市政府将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作为
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全面实施“控煤、控车、
控工业源、控尘、调结构”五大举措，深入推进“燃
煤设施污染治理、VOCs 整治、减污降碳、保良减
污”4项行动。

部门联动，构建环境空气质量管
控新格局

为进一步提升环境空气质量精细化管控水
平，大连市今年先后印发《轻中度污染天气“保良

减污”工作措施》《夏季空气质量攻坚行动方案》，
以 PM2.5和臭氧污染协同治理为重点，精准施策，建
立 多 部 门 协 同 、全 方 位 管 控 的 空 气 质 量 保 障 新
格局。

7 月 23 日，辽宁省大连环境监测中心预报，大
连 市 7 月 24 日 -28 日 空 气 质 量 为“ 良 - 轻 度 污
染”。根据会商研判，全市上下立即启动“保良减
污”行动。

各区市县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分管领导靠前
指挥、亲自部署；城管、市政中心等部门组织作业
单位增加重点区域扫保频次、延长作业时间；公
安、住建、城管、市政等部门在臭氧易发的重点时
段停止暖房工程及建筑墙面涂刷装饰等市政工程
作业；生态环境部门聚焦大气污染重点排污单位
和重点区域大气排污单位，做到源头有效管控。

经过不懈努力，大连市有力扭转了轻中度污
染天气趋势，连续收获 5个优良天。

开展燃煤设施污染治理行动，率
先实现清洁供暖目标

作为北方供暖城市，燃煤产生的颗粒物等是

影响冬季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为此，大连市于
2020 年斥资 10.8 亿元开展了一场燃煤设施污染治
理行动。

大连市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工信局、财政局
等部门组织各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克服时
间紧、任务重和疫情影响等困难，顺利完成全市 13
家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建设或改造、383 台在用燃煤
锅炉特别排放限值改造并配套在线监测装置、47
台燃煤锅炉拆炉并网或清洁能源替代、60 台禁燃
区内燃用兰炭锅炉淘汰等 4项重要任务。

截至目前，大连市已提前达到国家清洁供暖
城市标准要求。经测算，大连市燃煤设施达到超
低排放或特别排放限值后，各项污染物排放量大
幅降低。其中，颗粒物减排 1598 吨/年、二氧化硫
减排 3384 吨/年、氮氧化物减排 3817 吨/年。

集中攻坚，推动形成VOCs治理
“大连模式”

2019 年，大连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集中攻坚
VOCs治理，推行“一厂一策”制度，组织编制石化、
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 4 个行业 VOCs 控制
技术指南，组建 VOCs污染防治专家团队，按照“全
面自查、编制方案、专家把关、推进治理、成果公
示、现场复核”6 个环节依次开展整治，逐步形成具
有大连特色的 VOCs治理模式。

截至目前，已将全市 254 家年产生挥发性有机
物10吨以上的企业，全部纳入重点管控对象；完成233
家企业深度整治，累计完成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
代 43家，完成治理无组织排放 71项和高效治理设施
建设134套，初步测算减排VOCs约两万吨/年。

大连7月再获蓝天“大满贯”
全月共 31天非优即良

◆唐倩 杨莹盖娟

“大塘口出境断面总磷浓度为 2.11mg/L，为劣Ⅴ类
水体。”指着几年前的洋水河监测数据统计表，贵州省贵
阳市生态环境局开阳分局工作人员钟丽娟说道。

洋水河属于乌江二级支流，跨开阳、息烽两县，主要
流经开磷矿区（双流镇、金中镇、永温镇），经大塘口汇入
乌江。由于沿线磷矿石开采企业外排废水和磷化工企业
跑冒滴漏，洋水河水体常年呈乳白色，总磷严重超标。

从 2015 年开始，开阳县组织实施洋水河降总磷整改
工作，邀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做技术指导，并组建国家
长江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贵阳驻点工作组，全方位指
导、全程跟踪参与洋水河的深度治理。

“国家队”把脉问诊、开出良方，开阳县
提出九大工程精准治污

“毫不夸张地说，在前期治理的时候，我们到处找污
染源，我的鞋子都走坏了两双。”在钟丽娟的印象里，那时
候的洋水河是一条“牛奶河”，河里没有鱼，周围也几乎没
有长势良好的植被。遇上雨天，道路泥泞；碰上晴天，一
路扬尘。

历时 4 个多月，通过深入洋水河流域开展详细的污
染源调查研究与分析，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相关专家编
写了《开阳县洋水河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
案》。这一方案针对洋水河“矿山企业”“磷化工企业”“工
业渣场”“道路面源”“生活源”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整改
措施。

在此基础上，开阳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开阳县洋水
河流域总磷污染问题整改工作攻坚实施方案》，提出“九
大提升工程”措施，科学化、精准化推进整改。

通过实施矿山企业面源治理、磷石膏风险控制、道路
面源治理、工业渣场整治等，洋水河逐渐从“牛奶河”变成

“淘米水”，最终变成清水河，真正实现了“旧貌换新颜”。
2019 年 9 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贵阳驻点工作组

对洋水河工程性措施的整改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评估，洋

推进精准治污推进精准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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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河顺利通过现场验收。
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4 月 15 日，

大塘口出境断面总磷浓度为 0.06mg/L，水
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水体限值要求。

实施常态化管理，让老百姓
享受治水“红利”

“目前，洋水河已实现常态化管理，水
质监测工作由过去的每月一次变为每季度
一次。看到水质变好了，感觉这么多年的
辛苦都是值得的。”钟丽娟高兴地说道。

洋水河的“病”好了，老百姓的投诉也
少了。据贵阳市生态环境局开阳分局工作
人员介绍，2015-2016 年共计接到群众反
映洋水河污染严重的信访案件 11 件次。
但近几年来，这类信访案件逐年减少。

8 月的洋水河，碧波荡漾、清澈见底，
河边出现三三两两垂钓的人。“矿二代”肖
李兵就是其中的一位。从小生长在洋水河
附近的他见证了洋水河的“前世今生”。

他回忆说，小时候，自己在洋水河里洗
过澡、钓过鱼,甚至喝过水。“大约 1997 年
后,随着污染的加重,没有人再在河里玩耍
了。”看着日渐变白、变黄的河水，大家都为
之心痛。

但近几年的综合治理让这里大变样。
空气里没有了浓烈的磷的味道，扬尘和噪
声也减少了，水清岸绿的景象又回来了。

相关负责人说，要让老百姓切实享受
到洋水河治理后的“生态红利”，长效管理
至关重要。开阳县人民政府制定《开阳县
洋水河长效管理工作方案》，提出九项巩固
措施，涵盖健全水环境监管制度、建立河长
制长效机制、完善清洁文明生产制度、加强
企业提标排放管理等方面。

“依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专业力
量，我们不断补齐洋水河治理的短板，确保
河流水质持续稳定改善，努力打造科学治
理 总 磷 污 染 的‘ 开 阳 样 本 ’。”这 位 负 责
人说。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全县哪条
道路最脏？哪个乡镇空气质量最好？如何
锁定污染源，实现科学治污、精准治污？近
日，记者从太原市清徐县智慧城市发展服
务中心了解到，100 辆出租车已成为助力
清徐县发现污染源的“环保尖兵”。

清徐县是太原市的南大门，既是工业
大县，又是闻名全国的葡乡、醋乡和鱼米之
乡。近年来，随着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清
徐县面临的环境压力十分严峻。因此，实
时掌握重点线路、重点区域环境空气监测
数据，对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有效开展污
染治理尤为重要。

“与固定监测站点相比，移动监测活动
半径更广，监测更为便捷。”太原市生态环
境局清徐分局局长马利军介绍，清徐县在
出租车上搭载的移动空气质量监测微站主
要 用 于 监 测 大 气 环 境 中 的 PM2.5、PM10 浓
度，即依托行驶的汽车源源不断地采集数
据，实时将采集到的数据、车辆位置等信息
发送到监测平台，由平台对数据进行处理

和展示。
据了解，清徐县目前在 100 辆出租车

上安装了移动监测设备。这些设备每隔 5
秒 产 生 一 组 数 据 ，行 驶 轨 迹 可 覆 盖 全 县
95%以上的机动车道路，实现对全县的空
气质量监测；每隔一小时系统自动绘制一
张精细大气污染云图，实时掌握、分析空气
污染来源，更能精准定位、发现问题。

另外，清徐县在 10 辆公交车上安装了
移动 AI 分析仪，可对裸露土地、扬尘类污
染事件实施智能抓拍，自运行以来共抓拍
扬尘类污染事件 3099 件；可以随时调取现
场视频作为执法依据，同时为后期溯源分
析提供基础。

通过智能设备的精准定位监测，清徐
县的环境空气治理有了数据支撑，为精准
施策、靶向治理提供了基础。今年上半年，
清徐县 PM10 浓度为 85 微克/立方米，同比
改善 17.5%，改善幅度位列全市第一；PM2.5

浓度为 47 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20.3%，
改善幅度位列全市第三。

太原清徐开发环境监测“流动哨”

百辆出租车化身“环保尖兵”

生态环境部近日要求生态环境部门准确掌握各地尤其是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地
区医疗废物实际产生和处理情况，梳理全国医疗废水处理情况，督促指导地方切实
抓好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作。图为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辖区内检
查医院废水处理情况。 本报记者邓佳摄

2020 年，全国优良天数比率为 87%，较 2015 年提高
5.8 个百分点。但是，全国以 O3 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
数占总超标天数比例达 37.1%，仅次于 PM2.5。

VOCs 是形成 O3和二次 PM2.5的重要前体物，我国典
型区域城市 O3污染大多处于 VOCs 控制区，特别是华北
地区、长三角地区、苏皖鲁豫交界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大
中城市。

这意味着，处于 VOCs 控制区的城市群，只要管住
VOCs，O3污染防治便能事半功倍。

在这些城市群中，如果提及最早开展 VOCs 治理并
取得一定成效的地区，上海一定“榜上有名”。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张钢锋
介绍，上海市 VOCs 治理已经形成“一厂一方案”的精细
化管理模式。从 2007 年开始，先从 150 家重点企业试点，
再扩展到 2000 家企业，2020 年，已经覆盖全市石化、化工
等六大领域，涂料、油墨使用等 4 个通用工序以及恶臭污
染物排放的重点企业，全面对标对表，落实综合治理，到
2022 年，实现工业 VOCs 排放量较 2019 年进一步下降
10%的目标。

并且，“一厂一方案”从制定治理要求到跟踪治理进
展、评估治理效果的整个过程中，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都是其中的重要技术支撑，真正做到“送政策、送技术、送
方案”，确保治理实效。

浙江则在源头替代方面可圈可点。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涉

VOCs中小企业数量多，无组织排放收集难，末端治理低
效也不少见。

为此，浙江聚焦工业涂装和包装印刷两大行业，在源
头控制方面下大力气，通过明确水性涂料、粉末涂料等 6
类低（无）VOCs含量原辅材料的种类、含量限值等，确定

“能粉不水，能水不油，油必高效”的分类管控原则，启动
VOCs 源头替代“百万”工程，不少企业不仅实现从源头
减排，更降低了原料成本。

治理大气污染，让蓝天白云常驻，不仅要解决“看得
见的污染”，也要遏制“看不见的污染”。VOCs治理是一
块硬骨头，需要下大力气啃下来，如此才能让“十四五”时
期“ 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提 高 到
87.5%”这一约束性指标“含金量”更足。

天气逐渐转凉天气逐渐转凉，，VOCsVOCs治理松口气治理松口气？？恰恰相反恰恰相反

这份通知说这份通知说：：还需加把劲还需加把劲！！
◆◆本报记者王珊

立秋刚过，很多涉VOCs企业都松了一口气。在不少地区，今年夏天接连阴雨，VOCs生成的两大“元凶”：高温和
紫外线常常无法同时“在线”。接下来天气逐渐转凉，更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巧的是，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于立秋前印发实
施。这表明，恰恰相反，对于VOCs治理，不仅不能放松，还要继续“加快解决”。

从2015年大气污染防治法首次将VOCs纳入监管范围到2020年开展针对VOCs的夏季专项攻坚，VOCs治理
已来到第6个年头。历经众多文件规范，采取多项举措后，我国目前VOCs治理形势如何？此时出台《通知》有何目
的？一些先行先试的地区经验做法好在哪？请看报道。

一次次难忘的现场摸排

2020 年 5 月-9 月，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组织夏季
臭氧污染防治调研活动共计 8 次、85 天，赴 10 个省、28 个
市，覆盖 16个重点行业。

今年夏天，他们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又赴唐山、秦皇
岛、张家口、石家庄、天津、保定、廊坊等地开展帮扶工作。

VOCs 调研帮扶活动均在夏季展开。越是酷暑难
耐，越是 VOCs 生成排放的高峰期。大多数 VOCs 具有
低浓度便散发恶臭的特点，现场调研摸排往往让人印象
深刻。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所副所长宁淼长期奔走
在 VOCs 治理一线。“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一家地炼企
业，当时刚下过一场雨，由于企业管理松散、设备老旧，厂
区无组织排放点特别多，含油污水混合着雨水到处流淌，
味道相当刺鼻，待久了让人头疼欲裂。”宁淼告诉记者。

“头疼”只是现场摸排的不适症状之一，在农药制药
企业，工艺流程需要二氯甲烷、甲苯等有机溶剂参与，这
些有机溶剂挥发出来的气味在高温下让人直想“干呕”。

除了要克服恶臭异味带来的不适感，一个个问题发
现的背后，也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

“调研中企业通过旁路偷排未处理废气的现象比较
普遍。我们在现场需要顺着废气收集管道的走向，进行
细致排查，采用红外成像仪扫描每个排口，发现疑似旁
路，再用便携式检测仪现场检测，收集证据。”宁淼说。

可就算抓到旁路排污，企业往往也有自己的一套说
辞，比如“这是应急排口”或是“泄爆口”。这时就需要查
阅企业排污许可证、检查旁路管理台账记录、核查中控系
统旁路开启信号参数等，以事实证据让企业心服口服。

2020 年，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通过这样的现场调
研，共摸排工业企业 327 家（含储油库 38 座）、加油站 178
个，发现各类问题 1242 个。

此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组织夏季臭氧污
染防治监督帮扶 5 轮次，累计有 964 个工作组，覆盖 11 省
市 81 个城市，共调研检查企业 11.7 万家，发现各类 VOCs
治理问题 10.5万个。

一份精心编制的通知

“经过 6 年的不断摸索，目前‘行业+综合’的 VOCs
排放标准体系已基本完善，现行涉 VOCs 标准有 21 项。
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产品 VOCs 含量限值标准
全面实施。”宁淼说。

但是，通过 2020 年开展的监督帮扶、深入调研和大
气攻关二期预研究等工作，相关人员发现 VOCs 领域仍
存在无组织排放问题突出、治理设施综合去除效率低、非
正常工况排放未有效控制以及源头控制力度不足等主要
问题。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VOCs减排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加
快VOCs排放综合整治，VOCs排放总量下降10%以上。

因此，大量而艰辛的现场摸排取证、细致严谨的问题
分析归类凝聚成为此次印发的《通知》。“从名称就可以看
出，《通知》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目的只有一个：解决突出
问题。”宁淼说。

《通知》分为正文和附件两部分，正文叙述工作性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将当前 VOCs 治理问题较为集中、减

排效益较大的 10 个关键环节摆在首要位置，辅以开展
“回头看”、排查整治，加强指导帮扶以及强化监督落实，
力求取得实效。

附件为技术性指导文件，也是《通知》的精华所在。
10 个关键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排查检查重点、治理要
求依次梳理列出，详细告诉企业怎么查、查什么，查出问
题之后应该怎么办。

储罐、装卸、敞开液面、非正常工况……简明扼要的
10 个涉 VOCs关键环节总结背后，是调研组、帮扶组在盛
夏的烈日炙烤下，在恶臭难忍的气味中，一步步走出来的
无数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对于工作任务完成的时间节点，《通知》也进行了分
类考虑，分为重点地区和其他地区。重点地区企业 10 月
底前需要完成一轮排查，12 月底前制定整改方案形成治
理台账，2022 年 6 月底前基本整改到位。确需一定周期
的问题，最迟可以在相关设备下次停车（工）大修期间完
成整改。整体安排符合实际情况，十分灵活。”宁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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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高标准完成各项治理任
务；2021年12月底前，汇总
集团排查清单和治理台账
报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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