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新春走基层走基层

要闻02
2022.02.11 星期五

责编:王奎庭
电话: (010)67164950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bs@cenews.com.cn

饮
马
河
畔
村
美
民
富
百
姓
欢

全面系统排查 及时整改隐患

包头全力保障冬春季环境空气质量

“人防+技防”治气有保障
2021 年，杭州市萧山区 PM2.5累计平均浓度为 31.6μg/m3，同比下降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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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晓星

“此刻，仰望萧山的天空，就像走进漫
画里了！”

“萧山蓝！抬头一见，美到开挂！”
如今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越来越

多的“萧山蓝”刷屏朋友圈，越来越多的百
姓开始习惯打卡家乡的蓝。

近年来，萧山区强力推进大气污染治
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数据显示，2021
年，PM2.5 累计平均浓度为 31.6μg/m3，同
比 下 降 7.3%，为 有 记 录 以 来 的 最 低 值 ；
PM10累计平均浓度为 60.3μg/m3；大气优
良率为 86.9%，优良天数 305 天，较“十三
五”开局的 2016 年增加近 80天。

压实责任，全链条落实长
效综合治理

明确任务，细化责任，从精心部署系
统谋划开始。从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提升暨百日攻坚行动方案，到相关部门
和镇街（平台）对照要求职责制定条线专
项工作方案，再到围绕工业源、移动源、建

设工地扬尘、餐饮油烟等“1+8+1”专项工
作任务，萧山区通过持续完善大气环境精
细化治理、联防联控和污染天气应对等管
控机制，力求做到全区“一盘棋”，全域发
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

聚焦重污染天气精准加压。制定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针对不同污染源，科学分类、
分步实施污染“削峰”管理。萧山区大气
办常务副主任、杭州市生态环境局萧山分
局局长沈德潮介绍说，一方面，“环保管
家”每日在联络群发布空气质量日报、镇
街污染提醒等内容进行预报预警；另一方
面，职能部门和属地加密线上、线下巡查
频率，形成预警、巡查、整改、反馈的工作
闭环。区大气办对整改点位不定期“回头
看”，坚决遏制问题反弹。

开展专项联合执法强力震慑。编制
联合执法专项方案，协同住建、城管、交通
等多部门力量，通过实地暗访、在线监测
等多渠道收集涉气违法违规线索，建立共
享台账，采取“常态查+突击查”的方式，
查处一批施工单位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施
工过程中扬尘污染严重等涉气违法行为。

抓实条线治理工作全力保卫。强化
职能单位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突出抓好
重点因子、重点企业、重点时段和重点工
程，守土尽责抓好大气污染治理,确保各
项工作取得实效。如住建部门将新开工
项目接入杭州市扬尘在线监测平台，减少

扬尘监管盲区；城管部门重点打击餐饮油
烟、露天焚烧、渣土消纳场扬尘污染等破
坏大气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农业部门已
在全区建成 12 个秸秆综合利用示范镇
街、13 家秸秆回收点，2021 年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 95%以上。

强化督导调度全链条压实责任。加
大大气污染防治常态化督查力度，以日通
报、周点评、月总结等方式，强化跟踪问
效，通过督办约谈、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等
制度，加强对各单位业务工作的推动。

集聚多渠道合力，借助科
技突破难点

“新街街道自 2021 年 11 月启用露天
焚烧高空瞭望系统，对新街绕城外的区域
进行 24 小时监测，一旦有焚烧现象，系统
自动提示报警，街道第一时间通知所属环
保网格员进行处置。”沈德潮介绍说，2021
年，萧山区大力开展镇街级别露天焚烧高
空瞭望系统的推广工作，布点已覆盖 17
个镇街，可对秸秆焚烧问题进行实时监
测，弥补了传统人力模式排查取证难、响
应处理慢的监管短板。

从厘清底数、摸清来源、精细化管控
到应急监测，运用科技手段防污治污，让
萧山区大气污染治理“如虎添翼”。萧山
区引进国内一流专业团队作为技术支撑
单位，组建萧山大气科学驻点团队，持续

开展大气污染态势分析、大气排放源清单
更新与细化、大气 PM2.5 及 O3 来源综合解
析、亚运会空气质量保障、驻点跟踪服务
等工作。

“这一团队将在科学研判分析、重点
区域污染精准管控、重点行业减排策略和
减排路径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沈德潮
介绍说。

团队负责人陈雄波研究员表示：“萧
山作为浙江‘老大哥’和 2022 年第 19 届杭
州亚运会主阵地，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为契机，正大力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水平。”

萧山区受扩散条件、工业产业结构、
亚运会筹备施工、机场排放等因素影响，
大气污染成因较为复杂，污染源管控难度
较大。“驻点跟踪服务技术团队应用颗粒
物激光雷达和走航探测两项监测技术，识
别追踪关键区域内污染源，摸清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物环境浓度的空间分布，助力
污染溯源，为精准管控提供有力抓手，避
免‘一刀切’无效式管控。”张毅强副研究
员介绍说。

技术让治污变得更加精准高效。萧
山区通过大气污染现状和成因研究工作，
摸清大气污染底数，解析大气污染来源，
明确重点管控方向，推动大气污染标本兼
治，构建空气质量长期改善的技术体系。
同时，通过亚运会空气质量保障专项行
动，切实做好亚运会空气质量保障，为重
大活动保障工作提供蓝本。

◆本报见习记者潘瑜

清晨起来，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了柳树
枝头，家家户户院子里挂起了灯笼，贴上了春
联，小朋友们穿上漂亮新衣裳在饮马河上滑
冰车、抽冰猴，偶尔还摔几个小炮，到处洋溢
着节日的喜悦……这是记者虎年新春走访长
春市九台区苇子沟镇双桥村时看到的景象。

这次回到久违的家乡，发现村容村貌变
化很大，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老
百姓的钱袋子鼓了起来，生态环境变好了，人
们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禁止河道采砂，水清岸绿景
象重现

饮马河是松花江流域下游左岸最大的一
条支流，发源于伊通县河源镇老爷岭南侧，流
经磐石市、九台区、农安县等 7 个县（市、区），
最后汇入松花江，全长 386.8 公里，流域面积
约 1.6万平方公里。

饮马河是当地百姓的母亲河，它的作用
不仅仅是灌溉庄稼、防洪排涝，也是大人们饭
后散步的好去处、闲时捕鱼的好地方，更是很
多孩子们夏天解暑的天然浴池、冬天玩耍的
快乐冰场。

然 而 ，在 2006 年 左 右 ，饮 马 河“ 受 伤
了”。有些生意人看到了这里的商机，打起了
采砂赚钱的如意算盘，河面上飘着黑压压的
采砂船，河道被挖得千疮百孔，机器的噪声扰
民。家乡的美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沙
坑甚至夺走了 1个孩子的生命。

采砂大概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河道遭
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政府重拳出击，严厉
打击河道滥采乱挖行为，开展河道修复工程。
渐渐地，采砂人不见了，浑浊的河水逐渐清澈
起来，两岸的沙丘也不见了，到处是草木葳蕤、
郁郁葱葱的生动景象。

在堤坝附近，清晰可见的河长制告示牌，
明确了这条流域的包保省级领导、责任内容
及具体责任人。

走在堤坝上，记者偶遇村党支部书记张
玉和，他指着远处的饮马河说：“现在，采砂船开走了，河水也变清了，老
百姓在饮马河边私开的荒地也退耕了，环境变好了，不少鸟类来这里安
家，也吸引了许多垂钓者。”

看到眼前的场景，记者想起当年夏天弟弟打电话的情景。
“姐，快过来看我们钓鱼呀！现在饮马河周围的生态环境可好

了 ，这 边 钓 鱼 ，那 边 总 能 看 到 野 鸡 野 鸭 在 附 近 飞 来 飞 去 ，这 感 觉 忒
好了！”

记者从吉林省生态环境厅水环境管理处了解到，饮马河流域共设
国控断面 12 个，2021 年 1 月-12 月，达到或好于Ⅲ类水质标准的断面为
50%，饮马河大桥断面水质为Ⅲ类，水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整治狐狸臭味，村庄空气更加清新

“狐狸的臭味冬天时还轻些，一到夏天，天气闷热起来，我们周围老
百姓都不敢开窗户透气，每天都因为这事很发愁。”在双桥村饮马河边
上生活了 60多年的王大娘说。

据了解，这户村民饲养狐狸已有 5 年多时间，由于近几年行情不
好，年均 200 只产量的狐狸皮卖不出去，虽然影响了周边百姓的正常生
活，但也没能力搬迁。

2019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期间，这一问题被反映
到了督察组。百姓身边无小事。该案件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督
办组接到案件后第一时间就到现场核实情况，提出限期搬迁的整改意
见，明确要求将养殖地搬迁到距村子 3公里以外的地方。

督察组解决了村里的“老大难”问题，“钉子户”终于要搬走了，当地
老百姓都纷纷伸出热情之手，有帮忙搭建新家的，有帮助筹集资金的，
还有进行安慰劝导的，短短 3 天便顺利完成了搬迁。乡村的空气变清
新了，老百姓的愁容不见了。

一路采访过来，当地的老百姓纷纷表示：“现在我们家附近的河水
变清了，臭气养殖户也搬走了，路也变成了水泥路，每天呼吸着新鲜空
气，喝着放心的水，吃着自己家种的蔬菜，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一段
朴实的话语，道出当地百姓的心声。

绿水青山、蓝天白云，饮马河畔新气象，村美民富百姓欢。

本报讯 2022 年以来，内蒙古
自治区包头市生态环境局把保障
冬春季环境空气质量作为重点和
核心任务，不断强化执法监管，广
泛开展禁燃禁放宣传，全力推进
污染防治措施落实见效。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严格执行
领导干部带班、专人 24 小时值守
和重大紧急事项、突发事件报告
等制度。明确工作重点，压实主
体责任，细化整改措施，强力推进
各类生态环境风险隐患、环境违
法问题集中排查整治。采取“三
不两直”、昼查与夜查结合、明察
与暗访结合、节假日查与日常巡
查结合等方式，运用联动执法、在
线监测、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
应急管理 APP 监管等手段，重点
对可能影响空气质量的工业企业
进行全面系统排查，督促落实有
效防范措施，对发现的隐患问题，
立即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
限，进一步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
任。对心存侥幸、不正常使用污
染防治设施、伪造或篡改监测数
据 等 恶 意 违 法 行 为 ，予 以 严 厉
打击。

深化工业、扬尘、燃煤、机动
车污染综合治理，强化臭氧、氮氧
化物、挥发性有机物、PM2.5 协同
控制。加强监管和调控，督促企

业严格落实减排措施。加快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大工业炉
窑深度治理和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力度。推动交通运输结构调整，
加快“公转铁”进度，推进工矿企
业和物流园铁路专用线建设，提
升大宗货物铁路运输比例。积极
推广数字甩箱煤炭运输模式，推
动城区燃煤电厂等工业企业实施

“散改集”，采用新能源车辆替代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

加强空气质量监督考核，持
续强化高排放车辆监管、扬尘和
散煤污染及秸秆焚烧督办，坚持
每日一公示、每周一排名、每月一
通报。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
清单，加大激光雷达扫描、微型站
监测力度，应用好空气质量达标
规划和颗粒物源解析成果，提升
精准治污水平。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开
展禁燃禁放宣传，深入解读烟花
爆竹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影
响。坚持“早排查、早化解、早稳
控”原则，进一步畅通“24h 举报”
等投诉渠道，认真受理环境信访
投诉，定期回访重信重访案件。
重点对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
利益的突出环境问题，依法严厉
查处。 李俊伟 海啸

国际奥委会品牌和可持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瓦日前表示，2022 北京冬奥会场馆利用模式汇集了
往届奥运会在可持续方面的优点。北京冬奥会使用了多个 2008 年奥运会场馆。据悉，全新亮相的“鸟
巢”完成了 37 项改造工程，开启节能低碳、智慧化服务的全新模式，满足鸟巢场馆内多区域、多设备、多
场景的不同使用需求，实现了高效节能。 本报记者邓佳摄

本报讯 青海省第 1 号总林
长令《关于开展林长巡林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近日发
布，要求加快推进林长制体系建
设，全面开展林长巡林，强化森林
草原资源保护，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加强森林草原生态修复，
全力抓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要以保护
发展森林草原资源为目标，健全
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
制组织体系，层层压实各级党委
和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

主体责任，加强工作机构建设，
下达林长制重点任务清单，出台
配套制度。要明确各级林长名
录、责任区域。各级林长制协作
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合
力，共同推动林长制深入实施。

《通知》要求，要实行最严
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强
森林草原资源督察检查。坚持
问题导向，聚焦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自然资源部年度卫
片执法、全国打击毁林专项行
动、国家森林督察、自然保护地

“绿盾”专项行动等反馈问题整
改，严肃依法查处违法占用林
地草地湿地、破坏森林草原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行为。

《通知》要求，要坚持以自
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
合，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
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的森林草
原资源修复力度，持续提高森
林草原生态系统质量。强化草
原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监管。
进一步规范全省草原承包经营
权流转行为。 夏连琪

青海发布第1号总林长令
开展林长巡林，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

本报讯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近
日印发《2022 年持续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工
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深入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
作部署，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治理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

《方案》要求，对标先进、深化改革，着
力推进行政审批便利化、污染治理精准化、
执法监管规范化、生态环境数字化，实现生
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生态环境公众满意
度明显提升，营造全省生态环境领域一流
营商环境。

《方案》明确了以下重点任务。推进政
务服务事项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加快推
进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
办”，统一办理流程、办事指南、办理时限
等，实现同一事项全省无差别受理、同标准
办理。

加强政务服务事项规范管理。严格落
实《湖北省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管理暂
行办法（试行）》等规定，根据国家基本目录
和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及省政务办要求及
时更新清单目录，实行“清单之外无审批”。

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进
“多规合一”审批方式，简化审批手续。大
力推进“一业一证”试点改革，落实好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事项的相关工
作，让企业感受到“一业一证”的实惠。

持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推
进“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大力推进电子
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档案应用。

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配
合做好优化项目审批工作，优化审批流程，
提高审批效率，在有条件情况下进一步缩
减工程项目审批时限，指导市县生态环境
部门配合落实小型工业项目全流程审批时
限压减。

有序推进“互联网+监管”。加强与国
家、省“互联网+监管”平台的对接与运用，

进一步梳理编制监管事项目录清单。
实施审慎、规范、公正监管。构建包容审慎监管体系，统一生

态环境执法标准和尺度。严格落实《湖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基准规定》，运用好《湖北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落实
部门联合“双随机”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任务。

构建全周期闭环信用监管。推进环境信用体系建设，健全事
前信用核查、信用承诺，事中信用评价，事后信用公示、信用奖惩和信
用修复等全流程信用监管机制，根据信用等级高低实施差异化监管。

开展领导干部走访服务企业活动。落实厅级领导干部基础联
系点工作制度，按照服务企业“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要求，帮助
企业纾困解难、提振企业发展信心，跟踪解决好企业合理诉求，营
造“亲清”政商关系。 熊争妍

近年来，湖南省常宁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绩效考核的重要位置，积极推进公益林建
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建设“秀美常宁”筑起一道绿色生态
屏障。图为雪后的常宁市大义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云雾缭绕，山清
水秀，美景如画。 人民图片网供图

上接一版

“聚焦办好民生实事，河北
省 连 续 两 年 将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工 作 列 为 全 省 20 项 民 生
工程，全面提升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能力。”李晋宇介绍说，截
至 2021 年 底 ，河 北 省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新 增 覆 盖 10800 个 村 ，累 计 覆
盖 39287 个 村 庄 ，覆 盖 率 达 到
80.3%；完成 17326 个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治理率达到 35.4%，
仅 2021 年 一 年 就 提 高 了 7 个
百分点。

全 面 排 查 整 治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河 北 省 运 用 网 格 排 查 、
卫星遥感、无人机飞检等方式
全 面 摸 清 底 数 ，出 动 人 员 9 万

余 人 次 ，形 成 84332 个 疑 似 点
位清单，逐一排查确认。会同
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制定
印发《河北省农村黑臭水体整
治 验 收 工 作 方 案》，确 定 了 10
项 验 收 标 准 。 截 至 2021 年 8
月 ，通 过 采 用 控 源 截 污 、水 体
净 化 、清 淤 疏 浚 、生 态 绿 化 等
治 理 措 施 ，对 排 查 出 的 387 条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全 部 完 成 治 理
并通过验收。

为 防 止 治 理 达 标 后 出 现
返黑返臭现象，河北省以省水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名 义 印 发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常
态化管控机制实施意见，在黑
臭 水 体 周 边 增 设 视 频 监 控 系
统，联网省市级生态环境监控
平 台 ，强 化 日 常 监 督 监 管 ，确

保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
“ 深 入 推 进 净 土 保 卫 战 ，

今 年 ，河 北 省 自 我 加 压 ，在 受
污 染 耕 地 和 重 点 建 设 用 地 安
全利用有效保障的基础上，新
增 三 个 100% 目 标 ，即 受 污 染
耕 地 管 控 措 施 覆 盖 率 100% 、
拟 开 发 利 用 污 染 地 块 修 复 或
风 险 管 控 目 标 达 标 率 100% 、
暂 不 开 发 利 用 污 染 地 块 管 控
措 施 覆 盖 率 100% ，对 土 壤 污
染防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确
保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
心 。”李 晋 宇 介 绍 说 ，此 外 ，河
北 继 续 将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工 作 纳 入 河 北 省 20 项 民 生 工
程，基本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覆 盖 全 省 所 有
村庄，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

河北不断深化土壤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深入打好深入打好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