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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护水源：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瞄准“病根”全力打通制约空气质量改善“堵点”，深化“五控”治理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天津十载努力赢得“蓝天白云”“绿色转型”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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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见证美丽长三角”采访活动启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调研强调

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集群

2022年中国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在线召开

◆本报见习记者任效良通讯员常文韬

金 秋 九 月 ，站 在 天 津 市 中 心 城 区
415 米高的天塔观景台远望，远在百公
里外的蓟州盘山若隐若现。

“像这样能‘北望盘山，东观渤海’
的天越来越常见了。”李媛在天塔景区
已工作了 8 个年头，她清晰记得 8 年前，

“那会儿雾霾严重时，我们眼前的水上
公园都看不见。”

如今，在津沽大地，蓝天在线已经
成为一种常态。数据显示，2021 年，天
津全市 PM2.5平均浓度由 2013 年的 96 微
克/立方米改善至 39 微克/立方米，历史
性步入“30+”阶段；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72.3%，累计增加 32.6 个百分点，特别是
一级优天数占比由 4.1%增长到 23.9%，
人 民 群 众 蓝 天 幸 福 感 、获 得 感 大 幅
提升。

推动“绿色转型”：全力打
通制约空气质量改善“堵点”

“扬尘排放占比 30%、燃煤排放占
比 27%、工业排放占比 20%、机动车排放
占比 17%……”2014 年 8 月，天津市大气
颗粒物源解析结果出炉。这份源解析

结果如同一份体检报
告，清晰指出了空气污
染的“病根”所在，也让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全
局上下充分认识到，治

理大气不能指望什么“特效药”，而要坚
持长期作战、稳扎稳打，标本兼治、综合
施策。

瞄准“病根”，天津市以产业、能源、
运输和布局结构优化调整为关键举措，
连续深入实施清新空气行动和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空气质量逐年
改善。

全力调整产业结构。天津市在大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着力破
解“钢铁围城”，2017 年以来，累计压减
粗 钢 产 能 495 万 吨 、炼 铁 产 能 660 万
吨。持续优化粗钢产能，天津新天钢联
合特钢有限公司、天津市新天钢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转炉废钢投入比例分别达
到 30%、20%以上。集中整治“散乱污”
企业 2.2 万家，倒逼落后产能退出、“两
高”企业转型和传统产业升级。

全力优化能源结构。煤炭消费总
量从 2013 年的近 5000 万吨压减到 3700
万吨左右。有序推进 1.1 万台燃煤小锅
炉并网整合或改燃关停，工业炉窑全部
使用清洁燃料，120 余万户农村居民实
现冬季清洁取暖。依法划定并科学调
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

全力转变交通运输结构。从国三
阶段汽柴油“连跳 3 级”，全面供应国六

标准汽柴油。淘汰黄标车、老旧车 70 余
万辆，占到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的 1/4。
天津市新天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首批
新能源电动重卡替换燃油重卡投用，天
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实现全
市首个氢能运输示范应用场景。

全力优化布局结构。持续用力破
解“园区围城”，314 个工业园区原地保
留 68 个、整合提升 115 个、关停取缔 131
个。对全市 62 个涉气工业集聚区 1700
家企业建档立卡、排查治理。

对十年来空气质量的变化，天津港
集 团 工 作 人 员 毕 薰 云 有 着 自 己 的 理
解。她说，那时的天津港煤炭和矿石运
输以汽运为主，货车运输撒漏、堆场苫
盖不严，再加上柴油车尾气侵扰，造成
整个港区的空气环境十分恶劣，“现在
空气质量好了，我们在港里工作几天衣
服都不会脏。”

深化“五控”治理：扎实
提升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水平

曾几何时，一提到石油炼化，人们
总会联想到“污染、异味、扰民”等词汇。

现在，步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公司（天津石化）厂区，厂区
内假山矗立、流水潺潺，池塘锦鲤嬉戏，
梅花鹿怡然自得……“梅花鹿听觉、嗅
觉十分发达，对空气质量等生存环境要
求很高。锦鲤更是水质敏感物种，这些
都是国际公认的环境指示动物。”企业

环保负责人王刚说。
与天津石化一道，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大港石化分公司、中沙
（天津）石化有限公司也走出了一条厚
植 绿 色 发 展 底 蕴 的 特 色 石 化 发 展 之
路。经过绿色升级改造，全市 3 家大型
石化企业环境绩效均达到全国领先的
A 级水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3 家企
业 VOCs 累计年排放量约 0.29 万吨，约
为五年前排放量 2.8万吨的 1/10。

十年间，天津以深化燃煤、工业、扬
尘、机动车和新建项目污染“五控”治理
为抓手，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
要的行政手段，探索总结出一套治污减
排的“天津模式”，实现大气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大幅下降，达 30%左右。

全市扎实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在省级层面率先完成煤电机组超低排
放改造，推动燃煤锅炉全部实施超低
排放改造，严把煤炭准入关、输入关、
堆存关、集疏港关，先后制定火电、钢
铁 、平 板 玻 璃 、垃 圾 焚 烧 、铸 锻 、工 业
企 业 VOCs、工 业 炉 窑 、锅 炉 、生 物 质
锅 炉 等 一 批 地 方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电 力 、地 铁 施 工 工 地 率 先 使 用 低
挥发性涂料，国三及以上施工机械实
现“八个百分之百”，综合施策强化移动
源污染管控，持续优化机动车排放结
构，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
格产业准入。

下转二版

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马兴瑞近日来到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深
入新能源装备制造和发电等企业，就加快
风能、光伏等资源开发利用，培育壮大新能
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进行调研。自治
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一同调研。

达坂城风区是我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
地区之一。马兴瑞来到金风科技达坂城产
业基地，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
要充分发挥企业在风电装备制造领域的引
领带动作用，促进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新疆华
电雪湖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马兴瑞
指出，要立足新疆风光等能源资源
禀赋，推动风电、光伏发电等基地化
规模化开发，不断促进新疆新能源
产业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高质
量发展。

马兴瑞强调，要发挥新疆能源
资源和区位等优势，围绕服务国家
能源战略需求，大力发展新能源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要统筹优化
发展布局，着眼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三基地一通道”建设，加快推
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
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规划布局
建设。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加大

科技研发投入，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深
化产学研融合，注重高水平人才引进，
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要提升产业发展质效，加快风电、光伏
等产业发展，推动风光水氢多能互补，
培育壮大相关配套产业，更好发挥在电
力增供保供、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塑造发展新优势。要积极服务“双碳”
目标，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深
化改革加强保障，完善支持新能源产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深化新能
源领域“放管服”改革，为新能源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杨涛利 拜宇

◆本报记者吕望舒

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是实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先 决 条 件 和 筑 底 工 程 。
从第一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
发布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攻坚战，从开
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专项行动到“千吨万人”农村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划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体系不断完善，饮
用水安全得到保障，美好环境和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的理念深入人心。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开展了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完成
全国 2804 个水源地 10363 个问题整治，
累计取缔涉及水源保护区的违法排污
口 6402 个，搬迁治理工业企业 1531 家，
一批过去想解决而长期未解决的历史
遗留问题得到解决。

法律法规不断完善，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攻坚战胜利收官

2010 年 6 月，我国第一部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全国城市饮用水水
源 地 环 境 保 护 规 划（2008—2020 年）》

（以下简称《规划》）出台。《规划》提出了
我国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中，政策法规
执行力不强、水源保护区划分与管理不
规范等问题，同时也提出要进一步改善
我国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
量，提升水源地环境管理和水质安全保
障水平。

2015 年 6 月，原环境保护部和水利
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
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分类推进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
围划定，加强水源规范化建设，健全农
村饮水工程及水源保护长效机制等，加
强农村水源保护工作。

随着《规划》和《指导意见》的出台，
全国各地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一定进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进
入快车道。

最初，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攻坚战，
于长江经济带打响第一枪。

这一枪，是发令枪也是冲锋号，是
对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一批过去想解决
而长期未能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宣

战”。
2016 年 5 月，原环境保护部组织在

沿长江 11 省（直辖市）开展了为期两年
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专项行
动，先后召开电视电话会、现场工作会
加以推进，并就存在的问题专门致函相
关省、市两级政府。

“要充分认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加快解
决影响群众健康和绿色发展的突出环
境问题，扎扎实实推动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这是长江经济带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执法专项行动第五
次会议明确的要求。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各地问题逐一
被剖析，各方责任逐步被压实。曾经在
一个月的时间内，原环境保护部部级领
导带队，赴 4 地督导水源地问题，召开了
5 次水源地整治工作视频会、调度会和
现场会。

2017 年 12 月，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执法专项行动各项任务顺利
完成。

2017 年 12 月，原环境保护部召开电
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环保专项排查工作。和长江经济
带专项行动相比，这次排查范围更广，
由沿江 11 省（直辖市）拓展到全国；任务
更重，由地级及以上水源地拓展到县级
及以上；标准更高，要求务必扎扎实实
排查，不走过场，不避重就轻。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印发《全国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开展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工作作
出全面部署。

2018 年 6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
工作要求，强调要限期完成县级及以上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
任务。

如今，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
也在逐步开展。

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方案》《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行动计划》相继实施，在加强农村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加快解决农村生活污水
垃圾和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污染突出环
境问题方面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

如今，随着各项工作有序开展，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进入常态化监管
时期，各地正在强化日常环境监管，守
住水源红线，不让环境问题死灰复燃，
确保水源地长治久安。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饮用
水水源地碧波重现

布局在前，谋定后动。各项规章制
度的出台是提纲挈领的要求，而一串串
的数据，是地方实践的优异“成绩单”，
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见证。

在沿江 11 省（直辖市）开展的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专项行动中，沿
江 11 省（直辖市）政府负责同志均对此
项工作作出批示、亲赴现场调研督导，
带头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为了推进 490 个问题顺利解决，原
环境保护部在一年半时间内先后召开
11 次工作会、现场会、视频会予以督促
落实，对相关问题扭住不放，持续督导，
有效传导了压力，也为全国水源地环境
问题清理整治开了个好头。

2018 年开始，新一轮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对长江经济带县级、
其他省份地市级水源地开展排查整治，
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环境违法问题，饮
用 水 水 源 地 重 大 风 险 隐 患 得 到 总 体
消除。

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个个数据
在不断更新，一个个问题在逐一销号。

码头搬迁、船舶清理，消除了饮用
水水源地的安全隐患。重庆市大渡口
区中国石油重庆销售公司油库码头搬
迁；江西省九江市上港集团九江港务有
限公司客运分公司散货码头搬迁……

畜 禽 养 殖 升 级 搬 迁 ，农 村 污 水 收
集，遏制了面源污染问题。云南省普洱
市纳贺水库、箐门口水库面源污染问题
得到解决；福建省漳州市通过引进社会
资本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建成
并投用 19 个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
程……

规划编制，工程建设，将生产生活
设 施 移 出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保 护 区 范 围 。
湖南省株洲市二、三水厂水源地保护区
内电厂温排口移出，投入了新箱涵排口
替代使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围山湖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规划隔离……

几 年 时 间 里 ，生 态 环 境 部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深 入 开 展 全 国 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环 境 保 护 专 项 行 动 ，累 计 完 成
2804 个 水 源 地 10363 个 问 题 整 治 ，有
力 提 升 了 涉 及 7.7 亿 居 民 的 饮 水 安 全
保障水平。

下转二版

本报记者吕望舒北京报道 9月 16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 2022 年中国国际
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生态环境部
副部长赵英民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蒙特利尔议定书》是
践行多边主义，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应
对挑战的典范。35 年来，在各缔约方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下，全球已淘
汰超过 99%的消耗臭氧层物质。中国
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国际环境公约履
约，始终坚持多边主义，严格履行国际
承 诺 ，已 累 计 淘 汰 消 耗 臭 氧 层 物 质
50.4 万吨，为保护臭氧层、减缓气候变
化做出积极贡献。过去一年，中国全
面履行《基加利修正案》，开展氢氟碳
化物管控，开启协同保护臭氧层和应
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新篇章。

会议强调，当今世界面临多重困
扰，我们必须发扬《蒙特利尔议定书》

成功经验，秉持合作精神，坚决维护多
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继续致力于保护臭氧层和减缓气
候变化的全球环境治理行动。中国将
不断完善法规政策体系，严格落实履
约任务，信守履约承诺，持续加强履约
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国际合作，为保护
地球上的生命作出更大贡献。

臭氧秘书处执行秘书关惠、多边基
金秘书处秘书长蒂娜·玻比利、外交部和
海关总署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联合国环
境署有关负责人以及联合国环境署首
授环保艺术大师袁熙坤参会并致辞。
会议还宣布了“中国保护臭氧层应对气
候变化艺术作品征集活动”评奖结果。

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来自国际
和双多边组织，国家保护臭氧层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生态环境部相关司局、地
方生态环境部门、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
履约专家等中外来宾 200余人参会。

本报记者李欣北京报道 2022 年 9
月 15 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中央
气象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
中心、东北、华南、西南、西北、长三角
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和北京市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开展9月下半月（16
日—30日）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

9 月下半月，全国大部扩散条件
较好，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中，华
北、华东和华南局地可能出现臭氧中
度污染过程。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9 月下半月，
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
中，16 日—18 日，京津冀中南部、山西
中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可能出现轻
度污染过程，局地 17日可能出现中度
污染过程；19日—24日，局地可能出现
轻度污染过程；首要污染物均为 O3。

北京市：9 月下半月，空气质量以
良为主。其中，16 日—17 日、21 日—
22 日和 26 日—28 日，部分时段以良至
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O3。

长三角区域：9 月下半月，区域大
部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其中，16 日—
17 日，区域大部以轻度污染为主，局
地可能出现中度污染过程；18 日—30
日，局地可能出现轻度污染过程；首要
污染物为 PM2.5或 O3。

苏皖鲁豫交界：9 月下半月，区域
大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
其中，16日—17日，局地可能出现中度
污染过程，首要污染物为PM2.5或O3。

汾渭平原：9 月下半月，区域大部
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首要
污染物为 O3或颗粒物。

东北区域：9 月下半月，区域大部
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中，17 日、
25 日—28 日，内蒙古东部偏南地区、
辽宁西部局地可能出现轻度污染过
程，首要污染物为 O3或颗粒物。

华南区域：9 月下半月，区域大部
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其中，16 日—22
日，福建东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广
东大部、广西局部可能出现轻度污染
过程，珠三角可能出现中度污染过程；
23 日—30 日，福建东南部、湖北中东
部、湖南、广东可能出现轻度污染过
程；首要污染物均为 O3。

西南区域：9月下半月，区域空气质
量以优良为主。其中，16日—17日，贵州
局地可能出现轻度污染过程；18日—19
日，重庆、川南和贵州局地可能出现轻度
污染过程；首要污染物均为O3。

西北区域：9月下半月，区域大部空
气质量以良为主，局地可能出现轻度污
染过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或O3。

生态环境部发布9月下半月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结果

全国大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

为全力
呵护鄱阳湖
和长江水生
生物的良好
生 活 环 境 ，
江西省九江
市 湖 口 县
长 江 江 豚
协 助 巡 护
队对辖区内
的水面和岸
线进行全覆
盖巡护。图
为巡护人员
清理陷在泥
土里的捕鱼
工具。
沈银星
吕卓然摄

本报见习记者温笑寒报
道 为落实长三角区域生态
环境保护协 作 小 组 第 二 次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进 一 步 加
强 生 态 文 明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由 江 苏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主 办 的“ 奋 进 新 征 程 建功
新 时 代 —— 见 证 美 丽 长 三
角”联合集中采访活动于 9
月 19日拉开序幕。

据悉，采访团将先后深
入江苏、安徽、浙江、上海三
省一市，多角度、全方位、立
体式展示四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典型代表和优秀案

例。本报记者将参与此次集
中采访，并持续带来现场报
道，见证长三角地区的绿色
发展道路。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
发展本底不断厚植，推进生
态优势向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转变的成效更加显著。此次
集中采访活动，旨在挖掘生
态环境保护区域协作的先进
经验，讲好美丽中国建设生
动实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迈上新
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