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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陈昊 记者钟
奇振广州报道“以前用山泉水，
肯定担心水质不好，现在接入
了自来水，水量稳定，也安全
了。”在广州增城小楼镇邓山
村，村民梁定美乐呵呵地拧开
水龙头说。

目前，广东省农村生活污
水 治 理 率 由 2018 年 不 到 20%
提升至 40%以上，近两年新增
设施占已建设施近七成，有效
缓解了农村水污染问题。

在全面摸查 5.77 万个自然
村的基础上，广东近日印发《深
化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
行 动 的 指 导 意 见》，明 确 到
2021 年底新增 1000个自然村完
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到 2025

年，珠三角地区基本完成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全省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达到 60%以上。

截至 10 月中旬，今年底全
省新增 1000 个自然村完成生
活污水治理的年度民生实事任
务 已 完 工 866 个 ，完 工 率 为
86.6%。

“今后不仅要加大投入力
度，还要用‘绣花功夫’推动工
作。”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农村具有分散性、多
样性特征，需要针对具体乡村情
况，用最适宜的技术方式解决。
未来，还将联合省有关部门，开
展民生实事办理情况督导调研
和评估认定，并依托省级技术团
队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培训。

广东着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年度民生实事任务已完工 866个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
灌南县紧盯臭氧污染治理，多
项 举 措 发 力 ，精 准 管 控 污 染
源 ，臭 氧 污 染 治 理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效 。 截 至 目 前 ，全 县
PM2.5 均 值 为 29.8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6.5% ，空 气 优
良 率 为 86.0% ，同 比 上 升
4.1% ，臭 氧 浓 度 为 148 微 克/
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0.8% ，跃
居全省第二名。

严控源头，加快散煤和“散
乱污”企业清零。实施源头防
控，目前共排查散煤经营户 72
户，其中吊销、注销 12 家；对申
请从事煤炭加工、销售、储存等
登记申请一律不予核准。开展
新一轮“散乱污”企业排查，关
闭取缔 14 家，升级改造 5 家，整
合搬迁两家，同时实施常态化
管理。

紧抓扬尘治理，推动工地

“6 个 100%”落地。督促 54 家
在建建筑工地、10 家混凝土搅
拌站、5 宗拆迁地块采取有力
措施管控扬尘，开展扬尘检查
150 余次，下达整改通知书 85
份、停工通知书 11 份。要求施
工工地实施封闭管理，主要道
路一律硬化处理，车辆出入口
安装自动冲洗设施和车辆未冲
洗抓拍装置，做到出场车辆“一
车一洗”。

深挖创新，加速实施“清洁
原料”替代。在小化工整治中
将 4 家涂料生产企业关闭，督
促 4 家木材加工企业达到清洁
原料替代要求，责令两家企业
整改。针对汽车尾气挥发性有
机物污染问题，建成全县第一
座集中式汽修喷涂中心“绿岛”
项目，破解汽修喷涂无专业化、
集中式处理的难题。

李烜 杨光明 戴青

灌南臭氧污染治理交出“高分卷”
臭氧浓度同比下降 10.8%，居江苏省第二

资讯速递

与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20 年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3.5%，汾渭平原为
2.8%，高于 1.2%这一全国平均值。

有些人可能急了：“什么？还有这么高？”
稍安勿躁，让我们回到 2015 年。
这一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8个地级以上城

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9.7%，长三角区域41
个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9%。

现在明白了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
原并非成绩不理想，恰恰相反，它们在能源、产业、交
通以及用地四大结构调整上做出了巨大努力：

清洁取暖改造共完成约 2500 万户；河北产
业结构调整，压减退出粗钢产能8212.4万吨；北京
彻底结束燃煤发电历史，累计淘汰老旧机动车 109
万辆，新能源车规模累计达到 40 余万辆……

正是以上这些心血的付出，才实现了重度及
以 上 污 染 天 数 从 2015 年 的 9.7% 到 2020 年 的
3.5%，下降约 64%，下降幅度和长三角地区比差
不了多少。但是因为基数太高，所以暂时还未下
降至全国平均值水平。

即便如此，有些人可能还会问，那为什么秋
冬季重污染还是“挥之不去”？

以 11 月 2 日开始的这轮重污染为例，据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分析，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进入采
暖期，导致污染排放基数增加30%左右，再叠加不利
气象条件以及大雾高湿诱发二次转化和颗粒物吸
湿增长，即便10月下旬“2+26”城市工业污染源活
动数量已经同比减少 40%，污染还是来了。

在此形势下，各地已经紧锣密鼓，高度重视，
力争减缓污染积累速率，降低污染峰值。

山西省省长蓝佛安部署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指出要时刻牢记生态环境保护长远账、五年
账、当年账、眼前账，坚持对生态环境问题“零容忍”。

陕西省省长赵一德强调，要坚决打好秋冬季
治污降霾攻坚战，狠抓重污染天气应对。

河北省邢台市委书记专题调研秋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坚决实现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年内“退
后十”目标。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张金智
表示，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要求落实到
企业具体生产线，深化企业绩效分级分类管控，
规范应急减排措施，着力减少重污染天气。

此外，根据大气攻关研究成果，河北北部 3
个城市和山西北部 3 个城市与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和汾渭平原的冬季污染特征相似，对区域空气
质量有传输影响。“把这些城市也纳入本次秋冬
季攻坚的城市范围，通过深入开展监督帮扶，强
化区域联防联控，能够提高这些城市的大气管理
水平，推进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上一个台阶。”雷宇
告诉记者。

在采访的最后，雷宇谈道：“‘十三五’期间，
空气质量改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看蓝天、赏繁
星的天数多了，老百姓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十
四五’的目标是能够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

“能实现吗？”记者问。
“我们全力以赴。”雷宇答。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
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市，雄安新区，定州、辛集市

（原11个，新增3个，现14个）

●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大同、朔州、晋中、运
城、忻州、临汾、吕梁市 （原8个，新增3个，现11个）

●山东省：济南、淄博、枣庄、东营、潍坊、济宁、泰安、
日照、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

（原7个，新增6个，现13个）

●河南省：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
焦作、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
店、济源市 （原10个，新增8个，现18个）

●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市（含韩城市）
及杨凌示范区

数数据据新新闻闻

●江苏省：徐州、连云港、宿迁市
安徽省：淮北、阜阳、宿州、亳州市

7城参照本方案执行

●长三角地区其余34城全部退出

●秋冬季期间（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年3月31日），各城市完成PM2.5浓度控
制目标和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控制目标

主要目标

●在实施过程中要坚决防止“一刀切”
●不得采取“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简

单粗暴措施
●各城市要将方案任务逐级细化
●分解到各区县、各部门
●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
●并将主要任务纳入当地督查督办重要

内容
●建立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定期调度机制

注意事项

哪些城市退了？哪些城市进了？

“往年的攻坚范围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
渭平原和长三角，一共 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今
年聚焦到 59 个城市，跟原来 80 个城市相比有进
有出。”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一级巡视
员吴险峰在 10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话引起了
不小关注。

有的城市退出了，有的被新纳入名单，“有
进有出”有何考虑？可以简单认为是“做得好就
退出，做得不好就纳入”吗？

背后的故事脉络恐怕没这么简单，我们从具
体名单开始说起。

记者通过梳理 2020-2021 年秋冬季攻坚城
市范围发现，除北京、天津外，攻坚范围增加的主
要集中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山东东部和南部、
河南南部。

其中，河北去年有 11 城，今年新增秦皇岛、
张家口、承德 3 城；山西在原来 8 城的基础上，新
增大同、朔州、忻州 3城。

山东枣庄、东营、潍坊、泰安、日照、临沂 6 城
也新补充进名单；河南增补城市最多，为平顶山、许
昌、漯河、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共8城。

退出城市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除江苏徐州、
连云港、宿迁，安徽淮北、阜阳、宿州、亳州 7 个城
市依然需要参与秋冬季攻坚外，其余 34 个城市
全部退出。

“攻坚范围的变化跟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
大气污染治理面临的重点和难点紧密相关。”生
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
雷宇告诉记者。

“十四五”期间，大气污染治理领域要打好三
项标志性战役，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是其中之一。

“除沙尘影响外，八成以上的重污染出现在
秋冬季，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主要在秋冬季。此
轮秋冬季攻坚紧密结合了‘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
的要求，是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重要举措。”雷宇说。

长三角何以能几乎“全身而退”？

有了重污染天气这一衡量标准，一切疑惑似
乎开始明朗。雷宇给出一组数据：

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中，20个没有出现重
污染，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5%，比2015年
下降了 74%，明显低于 1.2%这一全国平均值。

“在此情况下，为了能够全力打好重污染天
气消除攻坚战，我们不再把长三角纳入攻坚范
围，而是集中资源向重污染依然频发的地区发
力。”雷宇解释道。

长三角重污染天数大幅减少，得益于其在污染源
深度治理、大气环境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开展的工作。

湛蓝的水晶天空，点缀着朵朵棉花云。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在无人机、

卫星遥感、走航监测等大数据赋能下，生态环境各项
工作都走在了前列，不仅已经启动 VOCs“一厂一
方案”2.0版，还将“大数据+嗅探技术”应用到船舶大
气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治理越来越精细化。

空气质量领跑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2020
年优良天数比率达 93.3%。

“十三五”期间，浙江分区分时分类精准采取
强化减排措施，编制首份季节性 VOCs强化减排
措施正面清单，实施 VOCs 源头替代“百万”工

程，PM2.5和臭氧（O3）“双控双减”成效初显。
而依然参照执行的长三角7城，以及山东东南

部6城和河南南部8城属于苏鲁豫皖交界地区。
这一地区被重点“关照”早就有迹可循。
2019 年 11 月，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因 PM2.5 浓

度上升被生态环境部点名。2020 年 4 月下旬，生
态环境部提出将推动苏皖鲁豫交界地区等建立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2020年6月，生态环境部向
这一地区派出监督帮扶工作组。

“苏皖鲁豫交界地区所涉及地市均远离各省
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视程度
和管控力度相对较低，已成为全国大气污染最严
重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部能源环境政策研究
部副主任冯相昭说。

“因此，不仅是此轮秋冬季，‘十四五’期间，
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在工作要求上要有所提升，在
政策和资金支持上也要加大力度。”雷宇表示。

此外，长三角地区退出秋冬季攻坚范围也并
不意味着蓝天保卫战各项工作可以放松，而是要
乘势而上，在 PM2.5 和 O3 协同控制上下功夫。毕
竟，其在三项标志性战役中还有臭氧污染防治攻坚
战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这两场“硬仗”要打。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数下降幅度并不比长三角小

《《20212021--2022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
案案》（》（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近日正式印发近日正式印发。。印发后第印发后第44天天，，1111
月月22日起日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PMPM22..55污染过程再现污染过程再现，，
2020个城市启动重污染橙色预警个城市启动重污染橙色预警，，99个城市启动黄色预警个城市启动黄色预警。。

1111月月77日日，，又一又一份重磅文件份重磅文件————《《中共中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出台出台。《。《意见意见》》在在““深入打深入打

好蓝天保卫战好蓝天保卫战””中强调中强调““着力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着力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聚焦秋冬季细颗聚焦秋冬季细颗
粒物污染粒物污染，，加大重点区域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
力度力度。”。”

据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一级巡视员刘舒生介绍据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一级巡视员刘舒生介绍：：
““与往年相比与往年相比，，今冬明春的大气扩散条件基本接近或略微偏今冬明春的大气扩散条件基本接近或略微偏
差差”。”。那么那么，，在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在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为何为何
还要减少攻坚范围还要减少攻坚范围？？

秋冬季攻坚城市为何“有进有出”？

1-9 月 ，上 海 市 PM2.5 为 26.3 微 克/立 方 米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AQI）达 91.6%。2021-2022年秋冬季，上海退出攻坚城市范围。

“智慧环保”助力昌吉天更蓝
今年已有效处置环境污染事件 241起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
道 山 西 省 太 原 市 日 前 印 发

《太原市 2021-2022 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
案 》，提 出 2021 年 10 月 1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全 市
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 57 微克/
立方米以内，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不超过 7天。

同时，自加压力，设定争取
性指标，力争市区环境空气质
量 综 合 指 数 在京津冀及周边

“2+26”城市中排名退出后3名。
接下来，太原将着力推进

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强化“两
高”行业产能控制，2021 年底
前 ，美 锦 钢 铁 压 减 粗 钢 产 量
23.6 万吨，全市 6 家水泥熟料
生产企业实行错峰停产。

进 一 步 加 快 能 源 结 构 调
整。继续实施清洁取暖改造。

完成清洁供暖改造 10384 户，
其 中 煤 改 气 4168 户 、煤 改 电
6216 户，完成年度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目标。

同 时 ，加 快 运 输 结 构 调
整。年底前太钢、二电清洁运
输（铁路、新能源或国六货车）
比例达到 100%；全市煤炭行业
清洁运输比例达到 80%，钢铁、
焦化行业达到 100%。加快推
进清徐工业园区晋煤物流铁路
专用线工程建设。

此 外 ，加 快 老 旧 车 淘 汰 。
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
柴油货车 2293 辆。529 台公交
车完成新能源置换。推进车用
燃油品质改善，组织开展打击
黑加油站点（车）专项行动。强
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管理，
每月抽查率不低于 10%，做到
重点场所全覆盖。

《太原市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印发

力争“2+26”城市中排名退出后3名

本报讯 无人机在偌大的
火电厂区上空盘旋，遥控器的
屏幕上，排污监测情况一览无
余……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昌吉州将大数据、物联网
等 高 科 技 应 用 于 生 态 环 保 领
域，建成“精细化管理、数字化
巡查、智能化决策”智慧环保大
数据管理平台。

全天候视频监控探头，实
时拍摄影像和采集数据，并通
过互联网传回系统。平台第一
时间自动分析，自动生成环境
监 管 任 务 派 发 给 执 法 工 作 人
员。

昌吉州阜康市建成“视频
监控+在线监测+12369 环保热
线”三网合一的环境监管调度
中心。通过在线监控、视频监
控，对辖区环境进行实时、远距
离监控，对重点污染企业进行
实时、近距离监控，高低搭配、
远近结合，把污染排放全部纳

入“天眼”，实时监控企业污染
排放行为。

为实施精准治污，昌吉州
在全疆率先建成大气污染防治
指 挥 中 心 ，利 用 现 有 11 个 国
控、区控站点，新建 327 个网格
化微型监测站点，形成全疆覆
盖范围最广、监测点位最多的
网格化监测体系，对网格内城
市环境质量、企业周边环境污
染物浓度进行实时监测。

同时，融合昌吉州智慧环
保平台、高空瞭望系统等平台，
设 置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三 级 网 格
176 个，发展网格员 2637 名，构
建起“三级网格、四级管理”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指挥体系。

今年，昌吉州大气污染防
治 指 挥 中 心 通 过 微 站 数 据 监
控，结合现场巡查，对全州环境
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控，年内
有 效 处 置 环 境 污 染 事 件 241
起。 陈奕皓 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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