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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成健兰州报道
近 日 ，甘 肃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召 开
2021 年第 13 次新闻发布会，就甘
肃省“十三五”水污染防治工作完
成情况、“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
护总体思路等进行介绍并回答记
者提问。

甘肃省位于黄河、长江上游，
是重要水资源补给区。“十三五”
以来，甘肃省认真贯彻关于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部署要求，全
面推行“河湖长制”，聚焦人民群
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环境问题，抓
好关键流域、关键节点整治。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甘
肃省在 2016 年-2020 年全国《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
核中连续取得良好、优秀等次，居
全国前列。截至 2020 年，全省 38
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
比例为 100%，18 条城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消除比例为 100%，18 个地
级城市重点监管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水质均达到优良，35 个地下水
国 考 点 位 极 差 控 制 比 例 为
8.57%。

“十四五”时期，甘肃省以持
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水
生态系统稳定性为核心，持续减

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
提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水平，不
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提出“建一带、保两库、治
五区、守多点”的具体主攻方向。

据悉，甘肃省“十四五”水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总 体 目 标 是 ，到
2025 年，水生态环境持续巩固改
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
减少，主要河流生态流量得以保
障，祁连山和黄河上游水源涵养
功能有效提升，水环境风险管控
水平全面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
提升，以水生态保护为核心的水
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等要素系统
治理、统筹推进格局基本形成。
远期展望 2035 年，全省水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与水资源、水环境承
载能力相协调的生产生活方式总
体形成。

在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工
作方面，甘肃省重点围绕“1+7”
行动，全力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
法效能，推进精准执法、科学执
法、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解决一
大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甘肃
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发挥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本报讯 河 流 欢 畅 ，碧 波 荡
漾，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市伊州区域内 66 条河流近日的
真实写照。近年来，伊州区大力推
进河长制工作，从“有名”到“有实”，
从“建立”到“见效”，实现了“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护河治理取得
明显成效。

2021 年 12 月 8 日，伊州区西
河街道河长制工作负责人阿丽
耶·达伍提正在对哈密河例行巡
护，通过走访调查、实地察看等方
式，了解河道保洁、流域生态环境
等情况。阿丽耶说：“哈密河西河
坝这一段总体来看水面上无漂浮
物，水流比较清澈，处于良好状态。”

在例行巡河工作中，阿丽耶
不仅要及时清理河道垃圾，确保
河道干净流畅，还要向附近居民
宣传河流水资源保护知识，提高
群众河流保护观念和绿色发展
意识。

2020 年 5 月 18 日，哈密市启
动哈密河生态恢复工程，将生态
修复、文化建设、棚户区改造、道
路建设等相关工作进行一体设
计、一体规划、一体建设。工程竣
工 后 ，哈 密 市 将 新 增 绿 地 2157
亩，哈密河生态恢复工程范围内

绿 化 率 将 由 原 来 的 18%提 高 至
78%。哈密河生态恢复工程虽然
没有完全竣工，但修复效果已显
现，如今的哈密河两岸，林木间曲
径通幽，小道上游人漫步。

伊州区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
邹建威说：“伊州区还开展示范河
湖建设工作，将哈密河列入示范河
流。此外，每年对哈密河进行生态
补水，生态补水量不少于 1千万立
方米，保障哈密河下泄流量。”

2021 年，伊州区完成 22 条河
流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其中规模
以 上 河 流 10 条 ，常 年 有 水 河 流
12条。

邹建威介绍，伊州区现有总
河长两名、区级河长 9 名、乡级河
长 67名、村级河长 103名。

2021 年，伊州区通过河长+
检察长方式立案查处破坏河道和
湿地环境案件 1 起，开展水土保
持督查 10 次，查处水事违法案件
18 起。伊州区还加大了项目审
批力度，严禁河道范围内进行采
砂、采矿、探矿，并对城市规划进
行积极探索，实现了哈密河环境
保护与城市规划双平衡、双驱动
发展。

陈奕皓张超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滨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1 年 10 月、
11 月，滨州市臭氧浓度分别为 132μg/m3、95μg/m3，分别位列全
省第一位和第二位。在臭氧治理形势严峻之下，滨州市逆风翻盘，取得臭
氧浓度分别同比改善10.2%、9.5%的好成绩。

近年来，滨州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但臭氧浓度呈上升趋势，
尤其 2020 年臭氧浓度为 192μg/m3，严重影响了全市环境空气质
量。

为彻底扭转这一局面，滨州市生态环境局全面开展臭氧整治，
组织编制印发《滨州市 2021 年夏秋季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
案》，开展夏季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组织各县市区对国控站点
及重点园区周边开展走航监测，持续推进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提
标改造治理工程设施建设，推动 530 家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治理
设施提标改造。建设 244 套 VOCs监测微站，投资 8283.5 万元完成
7 个省认定化工园区 有 毒 有 害 气 体 预 警 体 系 建 设 ，生 态 环 境 监
管部门、园区、企业联防联控、联管联动机制已基本建立。

图为滨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臭氧污染防治专项检查行动。
本报记者董若义通讯员丁影 陈晴晴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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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排放减下来，把污染管控住”
石家庄全力推进治气攻坚石家庄全力推进治气攻坚，，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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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严格措施，重点行业提高排放标准

实施精准管控，全方位织密监管网络

落实铁腕执法，公安、生态环境部门联手惩治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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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力以赴把治污减排各项措施不
折不扣执行到位、落实到位，把排放减下
来 ，把 污 染 管 控 住 。”2021 年 11 月 30 日
晚，在石家庄市召开的空气质量“退后十”
攻坚大会上，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马
宇骏的讲话掷地有声。

“石家庄地处太行山东麓，西南至西
北区域群山环抱，其地理位置导致污染物
不易扩散，尤其是秋冬季气象条件不给
力，容易形成污染。”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组长王春
迎向记者解释，这也意味着，石家庄市要

改善秋冬季大气环境质量，必须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

围绕“把排放减下来”这一目标，2021年
10月15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了《关于执行
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别要求的通
知》，决定对钢铁、水泥、陶瓷、有机化工等重
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执行排放特别要求。

记者通过对比发现，新的排放要求明显
提高了。以钢铁行业为例，石家庄市要求钢
铁企业烧结机头工序，烟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分别为5毫克/立方米、15
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这比河北省

《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中的
排放限值 10、35、50毫克/立方米，再次收严
了50%、57%、30%。

同时，石家庄市明确提出，将这一排
放特别要求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由行政审
批部门及时变更相关企业排污许可证，按
照特别排放要求进行排污许可管理。

抓大不放小，在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减
排的同时，石家庄市还对城市扬尘污染、
露天焚烧、餐饮油烟、异味污染等开展专
项治理。

减少渣土车遗撒和尾气污染，石家庄

市首次采用无噪声、零排放的新能源渣土
车队清运建筑垃圾。

坚决治理异味污染，石家庄市充分运
用 VOCs 走航监测车，对重点区域开展监
测分析，“揪出”污染源头。

严防露天焚烧，石家庄市利用秸秆禁
烧视频监控和红外报警系统，实行全天候
监控，第一时间处理污染事件、第一时间
查处违法行为。

解决群众身边环境小事，石家庄市完
善环境污染举报奖励办法，组织研发“卫
蓝天随手拍”网络举报平台，上线 4 个月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332 个，213 名举报人
受到奖励。

在全面深入推进减排措施的同时，围
绕“把污染管控住”，石家庄市通过改革体
制机制织密监管网络，通过智慧环保实施
精准靶向管控，确保减排措施落实到位。

2021 年 8 月份以来，石家庄市对各分
局局长全部进行了交流调整。按照《石家
庄市生态环境系统派出分局局长异地任
职交流实施办法（试行）》，石家庄市生态
环境系统派出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应当异
地交流任职，新提拔担任派出分局主要负
责同志实行异地任职，原则上 3 年进行交

流。与此同时，石家庄市还首次对派出分
局执法岗位人员负责地域和分工全部进
行了调整。

提升监管效能，石家庄市相继出台了
《网格化监管“1+4”问责机制（试行）》《污
染源自动监控第三方运维单位监督制约
机制（试行）》《环境违法典型案件曝光工
作机制》等文件，全方位加大环境监管的
密度、力度、广度、深度，为石家庄市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强劲动力。

在压实监管责任的同时，日前，石家

庄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依法科学精准
实施大气污染管控确保持续推进大气环
境质量改善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要根据企业、项目实际，开
展差异化精准管控，避免“一刀切”“切一刀”
等简单操作。在重污染应急响应等重点时
段，动态调整管控措施、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确保重点时段空气质量保障有力。

事实上，科学精准应对污染天气过程
是石家庄市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的重中之重。

王春迎介绍说，“在污染天气应对中，
石家庄市充分利用各类在线监测数据，精
准发现‘病灶’以及应急减排措施落实不
到位问题，开展‘点穴式’执法，既提高了
监管效能，又减少了对依法生产、依规排
污企业的打扰。”

说话间，王春迎拿出厚厚一沓监测数
据，“进入秋冬季以来，石家庄市共经历了
6 次污染天气过程。因为实施了精准管
控，今年的应对效果比较明显。主要有 3
个特点，污染峰值明显降低了，污染过程
持续时间明显缩短，污染影响范围明显小
了，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山前区域。”

11 月 16 日凌晨，石家庄市生态环境
局、市公安局联合执法专班成员刘津涛和
同事在赵县范庄镇检查时，发现了一起露
天土法炼锌环境违法案件。

在取缔关停这一违法小作坊的同时，
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侦办。石家庄市公安
机关依法对案件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对 6
名嫌疑人立案调查。

这是石家庄市公安、生态环境部门联
手惩治环境违法行为的一个缩影。

“2021 年 10 月份以来，石家庄市公安
局、市生态环境局成立公安环保联合执法
专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
动。”刘津涛介绍说，此次专项行动持续到
年底，执法专班共计出动 200 个检查组，
实行日查夜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展工
作，全面建立协作机制，严厉打击涉气环
境违法犯罪行为，对失职失责人员严肃问
责，对典型违法案例实行通报机制。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月 31 日，石家庄市公安环保联合
执法专班共查处问题 682 个，移交生态环
境部门立案调查 119 个，移交当地政府处
理 305 个，移交公安机关 166 个；根据线
索，公安行政拘留 17 人，行政警告 42 人，
行政处罚 26人。

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的同时，石家庄
市生态环境系统还统筹全市执法力量，开
展空气质量“退后十”执法攻坚行动。

“10 月份以来，我们从市县两级抽调

258 名执法骨干，组成 11 个攻坚执法组和
19 个夜间交叉执法组，持续开展交叉执
法、错时执法。”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执法攻坚行动中，已建立
包联分工和常态化夜查机制，以白天严
管、晚上严查的方式，加大监管力度，严厉
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一系列攻坚举措的落实，推动石家庄
市大气环境质量实现了持续改善。2021
年，石家庄市优良天数 240 天，同比 2020
年增加 35 天，圆满实现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退后十”目标。

蔚蓝的天空，金色的斜阳，绚烂的“排骨云”……2021年12月7日下午，石
家庄网友被“排骨状”白云刷屏，以此拍摄的抖音作品点赞量达到6.4万次，网友
纷纷调侃“好壮观，满天排骨看馋了”；不少市民也在朋友圈晒出了这一美景。

当日，石家庄市收获一个优良天。
“以往秋冬季正是石家庄市重污染天气易发频发时段，随着近年来的治理，

污染天数明显减少了，像这样的优良天正在变得寻常。”王汝春老人是一名摄影
爱好者，多年来坚持用照片记录石家庄蓝天的变化。

进入秋冬季以来，石家庄市围绕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退出全国重点城市排名“后
十位”这一目标，坚持用最严格的措施、最精准的管控、最铁腕的执法推进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全力以赴抓执行、抓落实，推动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讯 当前正值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的关键期。江苏省南京市建邺生态环
境部门有针对性地从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
污染入手，通过精细化管控，有效地改善了
区域内的空气质量。

进入冬季以来，氮氧化物污染占空气
污染的比例上升。建邺区攻坚办利用在全
区布设的 75 个微型空 气 质 量 监 测 站 ，对
全 区 所 有 快 速 通 道 进 行 了 持 续 半 年 的
数 据 追 踪 监 测 。 根 据 监 测 数 据 统 计 ，建
邺 区 平 均 每 晚 有 3000 余 辆 过 境 的 渣 土
车 、1000 余 辆 混 凝 土 搅 拌 车 以 及 近 400
台 夜 间 使 用 的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 这 些
车 辆 尾 气 排 放 的 污 染 物 是 建 邺 区 氮 氧
化物的污染来源之一。

针 对 这 一 主 要 污 染 源 ，建 邺 区 攻 坚
办 和 渣 土 办 对 相 应 工 地 严 格 管 控 。 每
日从 19 时开始，每个出土工地都会有监
督 人 员 检 查 ，务 必 做 到 渣 土 车 无 怠 速 等
待 ，外 出 渣 土 车 做 到 100% 冲 洗 干 净 ，不
带泥上路。

此 外 ，针 对 渣 土 车 尾 气 污 染 ，建 邺
区 攻 坚 办 细 化 区 域 内 渣 土 车 运 行 的 管
控 方 案 ，设 置 重 点 区 域 禁 行 区 ，调 整 夜
间 施 工 审 批 ，严 查 高 排 放 柴 油 车 辆 和 非
道路移动机械，多部门协同设卡、检查驻
点帮扶。

政府和工地、渣土单位协同管控，打出
一系列治理防控的“组合拳”。根据数据监
测，建邺区氮氧化物浓度与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 10.2%；在月度均值高出全市 23%基础
上 降 至 14%左 右 ，下 降 率 达 到 9%。 下 一
步，建邺区将进一步加强全域治理、全线防
控，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徐向荣 卞薇薇李莉

南京市建邺区实施精细化管控

氮氧化物浓度同比
下降10.2%

本报讯 2021 年是“十四五”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局之年，重庆市委
市政府统一部署，各区县政府、市级有
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各司其职、区域联
动，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2021 年，
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实现 326 天，其
中优 146 天（同比增加 11 天），未出现重
污染天，评价空气质量的六项指标连续
两年均达标。

“2021 年，重庆分解下达七大类 70
条 2000 多项工程措施任务，从源头改
善空气质量。”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深化交通污染控制方
面，以柴油车整治为重点，突出以柴油
货 车 淘 汰 治 理 和 纯 电 动 车 推 广 为 重
点，严格落实中心城区高排放车辆限
行政策，淘汰老旧车 8.9 万余辆，新增
新 能 源 汽 车 5.3 万 余 辆 ；路 检 机 动 车
21.5 万 辆 ，查 处 超 标 车 辆 和 冒 黑 烟 车
辆 3.8 万辆次；完成加油站油气回收抽
测 395家。

在深化扬尘污染控制方面，以创建

和巩固扬尘控制示范工地、道路为重
点，突出智能监管，创建扬尘控制示范
工地 430 个、示范道路 430 条。出台并
实施《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控制标准》，开
展建筑工地和道路扬尘污染防治专项
执 法 行 动 ，检 查 建 筑 工 地 8700 余 个

（次），查处建筑垃圾运输车 2 万余台。
完 成 坡 坎 崖 、裸 露 地 绿 化 595 万 平
方米。

在深化工业污染控制方面，以工业
废气深度治理为重点，突出挥发性有机
物企业治理、锅炉排放一号修改单执行
和涉气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完成挥发
性有机物企业治理 337 家、重点行业企
业深度治理 20 家、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和低氮燃烧改造 185 台、涉气中小微企
业综合整治 8100 余家，争取中央、市大
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约 3.75 亿元，鼓励
企业进行深度治理，主动减排。

在深化生活污染控制方面，以餐饮
业油烟整治和烟花爆竹禁放为重点，巩
固餐饮油烟治理、主城都市区烟花爆竹
禁放成效，完成餐饮油烟抽测 1260 家，
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智能监控 100 余套，
扩大烟花爆竹禁放范围。新增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 101 平方公里，在主城都市
区设立无烟环保腊肉集中熏制点，制止
露天焚烧行为 4800 余起，整治露天烧
烤摊点 3700 余处。

据介绍，重庆市还以污染预警应急
为重点，不断增强监管和科研支撑能
力，持续开展冬春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和夏秋季臭氧污染防控攻坚行动。先
后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视频会
和专题会，组建“5 个综合监督组+3 个
督导帮扶组+3 个执法监测组”，开展常

态化指导帮扶和“5+6+N”强化督导帮
扶，发出市级空气污染应对工作预警 10
次 ，发 放 臭 氧 污 染 控 制 告 知 书 4 万 余
份，开展市级执法监测累计 1100 余家，
人工增雨 120 次，通报曝光 8 批大气污
染源 100 余个。实施空气质量日预警、
周调度、月通报、季约谈，现场指导企业
3200 余家次，帮扶解决问题 5100 余个，
移交问题线索 6300 余个。

强化人防、物防、技防，集成激光雷
达扫描、走航监测、遥感监测、在线监
测、自动监测、网格化监测、高空瞭望等
各类监测数据 18 亿条，科学溯源和应
对空气污染。

召开川渝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交流
和培训会议 4 次，印发《川渝大气污染
防治联动工作方案》《关于做好川渝地
区水泥常态化错峰生产工作的通知》，
协同开展联动帮扶、联合执法、水泥企
业错峰生产等，联合开展预警预报会商
53 次，发布专报 24 期，川渝共享空气质
量监测数据 1500 余万条。

“针对冬春季空气质量容易受不利
气象条件污染的严峻形势，全市各级各
部门各单位将持续加强空气污染应对
工作，进一步加大扬尘污染控制和涉气
企业、露天焚烧、秸秆焚烧、烟熏腊肉、
燃放烟花爆竹等管控，不断争取优良天
数、降低 PM2.5 浓度，努力消除重污染天
气。”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2 年，重庆将深入打好重污染天
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
治理等标志性战役，强化 PM2.5 与臭氧
协同控制、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川渝协
同控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等，持续改
善重庆环境空气质量。 程竹青

深化五大举措，完成七大类2千余项工程措施任务

2021年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26天
滨州臭氧浓度同比下降明显

2021 年 10月、11月位列全省第一位和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