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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工作，2021 年初研究制定深入实施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十条措施，明确目标任务，突出标本兼治、综合
施策，着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河北省深入
打好蓝天保卫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强化政治担当，专门成立由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晋宇任组长，厅领
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的重点城市“退后十”工作领
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把“退后十”作为全省生态
环境系统“4421”思路举措的首要任务，明晰“降总
量、管夜间、控扬尘、削高值”攻坚路径。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充
分发挥统一指挥协调调度作用，环境监察督政帮
扶、集中力量一线执法、科学监测精准预判、专家团
队精准指导 4 条战线齐抓共管，同向发力，凝聚治
污攻坚合力。

实行全天候管控，坚持常态化调度。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起，李晋宇坚持五天一调度，分管副厅

长每天调度，指导各地精准管控，雷打不动、压茬推
进。强化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问题交办机制，限时
削高值，最大限度减少本地排放影响。

推进智慧环保改革，保障精准治污。河北省建
设完善智慧环保平台，实施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自
动识别告警、线上智能派发，线下精准处置，平台运
行以来共推送货车冒黑烟、工地扬尘污染超标等环
境问题 4380 个，全部依法依规处置到位。

此外，加大督导帮扶力度，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成立了由 14 名厅级领导任组长的驻市督导帮扶
组，向 4 个重点城市派出由环境执法人员组成的督
导帮扶组，与当地执法队伍混合编组、联合执法，督
促各项攻坚措施落实落细。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李清龙表
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下一
步，河北将持续巩固深化“退后十”成果，以空气质
量改善为核心，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坚持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以更高标准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在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
处，12 个人承担着河北省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总协调任
务，主要负责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区域
联防联控联治、指导推进重点区域、重
点时段大气污染防控等工作。

这是一个敢担重任、能打硬仗的
集体。大气环境处坚决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全体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攻坚克难，推动大气环境质量实现了
持续改善，尤其是近两年来，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成效明显，得
到了河北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
先后被授予“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环境保护系统先进集体”、“河北
省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2021 年 12
月 14 日，被评为河北省第八届“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坚持科学治污。大气环境处聚焦
河北省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
运输结构偏公路、工业布局不均衡等
突出矛盾，坚持推动去产能、调结构、
促转型、优布局，着力解决河北省结构
性、布局性污染，先后组织起草了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工作方案 60 多个，其中
河北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强力推进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大气
污染综治治理十条措施》，省政府出台

《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
案》，为各级各部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
战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在完善顶层设计同时，大气环境
处充分发挥省大气办统筹协调职能作
用，积极协调发改、工信、住建、公安、
交通、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
围绕职能职责，协同发力，强力推进治
理措施落实。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年度考核办法，建立空气质量月度通
报排名考核机制，采取每月预警提示、
通报批评、公开约谈、经济奖罚、专项
督察、区域限批、追责问责等多种方
式，确保了决策部署的落地见效。

坚持精准治理。大气环境处紧盯
各地空气质量变化情况，聚焦重点区
域、重点时段，组织实施 2 月-3 月大
气污染治理攻坚、4 月和 12 月扬尘污
染防治攻坚、5 月-9 月夏季臭氧污染
防治会战、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等一系列专项行动；将全省 6 万余家
涉气工业企业全部纳入减排清单，加
强应急预警会商，指导工业企业科学
调整生产作业计划，实现“削峰降速”，
最大限度减少重污染天气发生。同
时，大力推进压能、减煤、治企、降尘、
控车、增绿等各项措施落实，积极打好
减污降碳组合拳。

坚持依法治污。针对大气污染防
治相关法规标准体系滞后、督察考核
效应偏弱等问题，大气环境处一方面
完善法规标准体系，起草制定相关法
律规章，健全钢铁、焦化、电力、水泥、
玻璃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标准等标准
体系；另一方面强化督察问责，定期对
全省大气环境质量恶化、问题突出的
地区开展驻点帮扶和解剖式督察，紧
盯问题整改，推动责任落实。

坚 持 攻 坚 克 难 。 大 气 环 境 处
2013 年成立之时，正是河北省大气污
染防治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工作压
力大、任务繁重，全处同志始终发扬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
拼搏精神，日夜奋战在“蓝天保卫战”
一线。

经过多年如一日的坚持，河北省
大气环境质量一年一个台阶，实现了
持续改善。

每天一起床，河北省邢台市生态
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李艳华要做 3
件事：看看手机软件上的空气质量数
据，本地、兄弟地市指数各是多少，在
什么位次；看看天气预报，刮不刮风，
什么风向、几级风力；最后开窗看看天
空，能见度怎样，天气如何。

此前，邢台市 PM2.5平均浓度和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长 期 在 全 国 末 位
徘徊。

从“全国空气质量最差城市”到
2020 年“PM2.5 退出全国 168 重点城市
后十位”，再到 2021 年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退出全国重点城市后二十位，邢
台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在满负重
荷之下迈出艰难一步。

“环保工作如何抓，严格执法是关
键。”李艳华的话斩钉截铁。

“刚开展夜查时，晚上十一二点甚
至凌晨一两点，一声令下下楼上车直
扑企业。不打招呼，公安参与，纪检监
督，突然袭击，查找问题。”谈及这情
景，大家觉得“像警察办大案”。

目前，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已常态
化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督导检查。从原

来夜查为主，到现在晨查、午查、夜查
和重点时段督查为主。严查无手续、
无治理设施、排放污染物的“散乱污”
企业等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家住邢台市任泽区的张浩哲在邢
台市襄都区上班，每天到公司 30 分钟
车程，近两年，基本上没遇到过限行情
况，而邢台的天气也越来越好。

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
科长聂东阁解释，邢台市坚持铁腕治
污，但坚决不搞“一刀切”，无论是重污
染天气还是平时，原则上坚持小车不
限行、重大民生工程不停工，真正做到
保蓝天同时不扰民、不限民。

聂东阁介绍，2020年以来，邢台市
一次也未启动对小型载客汽车的限行措
施，百余项重大民生工程也未停工。

一系列措施的落实，保障了邢台
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监测数据显
示，2021 年，邢台市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 为 4.73，同 比 下 降 18.4% ，在 全 国
168 城市中倒排第 23；PM2.5 年均浓度
4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5.9%；优
良天数 245天，同比增加 39天。

用辛苦和汗水守卫蓝天，邢台市
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被评为河北省
第八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2018 年-2020 年，河北省衡水市
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连续三年蝉联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表现
突出集体”，被授予“表现优异集体”称
号，是河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市级单
位。2021 年 12 月 14 日，衡水市生态
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再创佳绩，荣膺河
北省第八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光荣称号。

坚持党建先行，锤炼过硬执法队
伍。衡水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坚
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支
队班子成员树立“十面红旗”标杆，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激
发执法队伍干事创业热情。守牢廉洁
执法底线，探索建立“承诺+可追溯”
工作机制，在企业“体检”中，对“应查
出而未查出”的环境违法问题，倒追

“体检”执法人员责任。
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执法效能。

衡水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积极探
索精准执法方式，创新性开展了“预告
知+三步法、四同时”执法新模式，通过快
速、精准定位，科学、高效处置提升执法
效能，活动开展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3800余人（次），帮扶企业560余家，消除
各类环境问题隐患 1260 余个。

创新执法理念，提升治理水平。
为全力服务“六稳、六保”工作，强化严
格监管与热情服务并重，充分利用“线
上+线下”“人防+技防”执法手段，采
取“混合编组、异地执法、交叉互查”执
法形式，创新开展了全企体检、全员服
务、全面预防的“三全”专项行动，对全
市 8091 家企业进行了全面“体检”，共
发现各类环境问题 834个。

帮扶指导并重，助力绿色发展。
为提高企业环保自律水平，创新开展

“明白纸+承诺制”督导帮扶活动，向
社会公示“致全市企业的一封信”，对
在线监测企业及运维单位印发“明白
纸”、签订“承诺书”，明确检查帮扶重
点和规范操作要求。不断优化生态环
境执法系统营商环境，明确 12 种轻微
违法行为免于处罚情形，全市共有 13
件免于处罚轻微违法问题。2020 年
12 月，被河北省政府评为“河北省优
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坚持执法为民，解决群众关心的
环境问题。深入开展漠视群众利益专
项整治和信访案件办理工作，创新建
立推行干部包联、完善业务培训、实行
双线转办、坚持一案三查、注重数据分
析、创新人民监督 6 项工作机制，信访
总量实现同比下降。

守护美丽河北“蓝”
——记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

严格执法守护蓝天
——记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

攻坚战场上立新功
——记衡水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

河北强力攻坚深入推进蓝天保卫战
全省 PM2.5平均浓度 38.8微克/立方米，为历史最好水平

日前，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对外公布了2021年蓝天保
卫战成果。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河北省PM2.5平均浓
度、优良天数比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邢台、邯郸、石家庄
市成功退出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后十
名。

2021 年，河北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依
法治污，紧盯重点因子、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问题，
深入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十条措施，全力攻坚重点城
市退后十，全省空气环境质量实现持续改善，燕赵大地蓝
天白云越来越多。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 度 ，河 北 省 PM2.5 平 均 浓 度
38.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5.3%；优良天数 269 天，同
比增加 15 天，优良率 73.8%；重污染天数 9 天，同比减少
两天。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
等六项主要污染因子同比均下降，其中 PM10浓度为 70 微
克/立方米，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重点城市退后十取得新突破。2020 年，河北省有 4
个城市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处
于后十位。2021 年，在河北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省
生态环境厅和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四市强力推进空
气质量“退后十”攻坚，邢台、邯郸、石家庄市成功实现“退
后十”目标。

2021 年，邢台、邯郸、石家庄、唐山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 分 别 为 4.73、4.81、4.89、5.00，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8.4% 、
19.8%、18.2%、16.4%。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排名中，邢台排名倒 23 位，退出全国“后二十”；
邯郸、石家庄分别排名倒 15 位、并列倒 12 位，退出全国

“后十”；唐山排名倒 8位，同比提升 4个位次。

蓝天白云越来越多，这背后正是河北省综合施策、系
统施治的成效。

坚持系统施治，强化十条措施。突出治本攻坚，河北
深入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十条措施，石家庄、唐山、邢
台、邯郸共关停高炉 38 座、转炉 27 座，4.3 米焦炉 10 座，4
家钢铁企业实现退城搬迁，邢钢、邯钢搬迁项目正在积极
推进。全省完成钢铁行业烟气治理项目 368 个，关停独
立石灰窑、砖瓦窑企业 1147 家，关停燃煤机组 3台。

此外，河北还建成工业企业铁路专用线 10条；完成清
洁取暖改造95.58万户；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量
同比减少705万吨。在提升空气质量的同时，推动解决大气
污染根源性结构性问题，促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坚持科学施策，强化精准管控。聚焦解决石家庄
PM10 浓度长期偏高，唐山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浓度居高
不下等突出问题，按照预报精准、算账精准、应对精准、措
施精准、问责精准的要求，实施科学管控。

坚定不移减总量，将石家庄 970 家、唐山 513 家、邢台
726 家、邯郸 1238 家企业作为重点监管对象，依法采取

“常规、加严、强化、预警”四级差异化管控措施，着
力减少工业排放。

强力攻坚控扬尘，集中开展扬尘污染专项整
治，石家庄 818 家、唐山 552 家、邢台 546 家、邯郸
530 家建筑施工工地全部纳入监管，严格实行违法
处罚、停工整顿。

持之以恒管夜间，常态化开展夜间检查，查处

整治违法行为 537 个，夜间违法施工、工业企业和
燃气锅炉超标排放、渣土车违规运输等违法违规行
为得到有效遏制。

立行立改削高值，充分发挥监测数据导向作
用，及时推送异常高值 3358 次，综合运用雷达扫
描、走航监测、现场排查，快速锁定污染源头，60%
以上污染问题在两小时内得到有效处置。

冬日的白洋淀，一望无际的冰面
上，等待收割的芦苇映得满淀金黄。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最新数据显示，
2021 年白洋淀淀区整体水质为Ⅲ类，
同比好转一个水质类别，主要指标化学
需氧量为 18.8 毫克/升、高锰酸盐指数
为 5.2 毫克/升、总磷 0.039 毫克/升，同
比分别下降 16.8%、16.1%和 30.4%，湖
心区和非湖心区水质为Ⅲ类。

这也意味着，白洋淀水质全面提升
至Ⅲ类，是 1988 年恢复蓄水有监测记
录以来，白洋淀首次实现全域Ⅲ类水，
步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治污，全流域系统治理

1 月 5 日，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生
态环境局监测中心化验室负责人张冬
生和同事来到安新县白洋淀旅游码头
凿冰取水样化验。几个小时后，结果出
炉：化学需氧量 13 毫克/升，高锰酸盐
指数 3.3 毫克/升，氨氮 0.07 毫克/升，总
磷 0.01 毫克/升，“这是白洋淀旅游码头
水质主要指标监测情况，目前已达到地
表水Ⅱ类水质标准。”

雄安新区设立以来，河北省委、省
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内外共治、标本
兼治、治补并举”，推动白洋淀生态修复
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
化，让白洋淀治理走上“快车道”。

坚持“铁腕”治污，河北省生态环境
厅联合全省各相关部门，奋力推进工
业、城镇、农业农村、旅游污染四源同
治，以最严格标准实施入淀河流管控，
以最审慎手段推进内源污染治理，以最

科学方式开展水生态修复保护，为白洋
淀水质改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持全流域治理，河北省统筹推进
白洋淀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淀内外
系统治理、协同治理，水污染治理力度
之大前所未有，水环境质量改善幅度前
所未有——

2018 年-2021 年，白洋淀流域共实
施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重点项目 239
个。特别是 2021 年聚焦水质实现Ⅲ类
目标，实施九大类 66项水质提升保障工
程，将目标责任落实到“一淀九河”，治理
措施细化到“一河一策”“一断面一策”。

坚持高标准治理，在流域城镇污水
处理厂全部达到《大清河流域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基础上，23 座城市污水处理
厂再次提标，主要污染物按照Ⅲ类强化
管控，远高于国家工作要求和现行污染
物排放最高标准。

坚持综合施策，截至 2021 年，白洋
淀流域 938 公里市政排水管网雨污分
流改造任务全部完成，“散乱污”企业全
部取缔、动态清零，非法排污口全部取
缔封堵。雄安新区水产养殖和规模畜
禽养殖场全部退出，576 个村生活污水
治理全覆盖，103 个淀中村、淀边村污
水垃圾厕所一体化综合治理，实现全收
集、全处理。

一系列治理措施的落实，推动白洋
淀水质实现了大幅改善。2021 年白洋
淀淀区水质达到Ⅲ类标准，由轻度污染
变为良好，主要污染物浓度显著下降。

修复，人水和谐生态美

“在加快治污减排同时，我们还重
点实施了芦苇平衡收割、水草打捞、生
态清淤、退耕还湿等生态修复工程，对

推进白洋淀治理修复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
境处处长赵宪伟介绍说。

全面开展生态修复，河北省对白洋
淀流域河道开展全面综合治理，淀区全
域实施退耕还淀还湿，探索开展淀区芦
苇平衡收割，水生态修复范围之广前所
未有，以水质提生境、以生境保物种，白
洋淀独特的“荷塘苇海、鸟类天堂”盛景
风采再现。

大力实施入淀河流河道疏浚，河北
完成府河、孝义河、瀑河等白洋淀上游
280 公里补水河道综合整治，狠抓河湖
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四乱”整治。截
至 2021 年年底，共清理乱占 3.8 万平方
米、垃圾 47.9 万立方米、违建 56.2 万平
方米，实现补水通道畅通、洁净。

积极推进入河入淀口湿地生态保
护建设，河北省大力开展退耕还湿还
淀，恢复淀区生态系统完整性，为鸟类、
鱼类、底栖动物等生物提供良好栖息
地。截至 2021 年，新区稻田、藕田退耕
还淀 15.05 万亩、旱田退耕还淀 11.9 万
亩，白洋淀流域共建设人工湿地 6个。

保障，“五个新”监管模式

河北坚持创新白洋淀流域水管理制
度，打造“五个新”的“白洋淀模式”，积累
了具有复制推广价值的“河北经验”，为白
洋淀水质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

“ 新 法 规 ”推 动 依 法 治 理 。 2021
年，《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
公布施行，将规划管控、污染治理、防洪
排涝等成功治理经验上升为地方法规，
明确统筹山水林田淀草城系统治理，补
水、治污、防洪一体化建设，为实现白洋
淀生态环境高水平、高标准治理保护提

供法律保障。
“ 新 技 术 ”完 善 监 测 网 络 。 2020

年，河北成立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实现全流域统一监测、统一考核、
统一监管。2021 年，在白洋淀及上游
流域 61 个考核监测断面，建成 42 座水
质监测自动站，实现地表水监测覆盖淀
区和全部入淀河流及主要支流。构筑
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开发白洋淀水环
境监管大数据平台，率先采用在线水质
分析仪器+污染溯源仪+高清视频监
控+VR 全景展示等综合技术，保障监
管全方位无死角。

“新办法”构筑考核体系。河北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白洋
淀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考核评价与追责
问责工作机制》，建立日分析、旬预警、
月通报、季考评、年总评工作机制，将市
县和部门全纳入，对断面、排污口和重
点涉水企业等要素做到全覆盖，着力打
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

“新改革”强化监察执法。以督察问
效精准传导压力，推动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督促落实治污责任。用好执法

“利剑”，开展异地执法、交叉执法、巡回执
法专项行动，督促整改涉水问题 501个、
风险隐患534个，立案处罚37件。

“新科技”助力精细管理。成立白
洋淀水生态修复保护专家组，充分发挥
科学智囊专业咨询作用。探索开展白
洋淀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制定白
洋淀流域高分辨率污染源排放清单，开
展水生态监测及生物多样性评估，丰富
白洋淀生态环境基础数据库，有效支撑
精准、科学治理。

今天，水质全域还清的白洋淀，正
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着良好生态
环境支撑。

首次实现全域Ⅲ类水

白洋淀步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空气质量达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综合施策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强化保障创新机制凝聚攻坚合力

图为石家庄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在企业开展督导检查。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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