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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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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

生态环境部通报8月和1月—8月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前8月全国339城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本报见习记者王雯

夏秋之交的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正
是一派江南好风景。远眺，青峦叠翠，
竹海连绵，村民别墅在山脚一字排开，
度假屋掩映山林；近观，河水清澈街道整
洁，庭院干净，村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石碑前，众多游客正拍照留念。

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
平在湖州市安吉余村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一颗绿色种
子从此埋入太湖与东海之滨的改革沃
土中。近年来，湖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奋力当好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样板地、模范
生，实现“美丽浙江”考核十连优，持续
擦亮“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城市品牌
的底色。

落实环境治理之策收获
碧水蓝天

日暮时分，伫立在湖州南太湖岸渔
人码头放眼远眺，水面碧波荡漾，鸥鹭
翩飞，湖畔的餐馆生意红火。与此同
时，50 余公里的滨湖大道亮了起来，贯
通整条湖岸线。

“这里的餐饮企业开业有个硬条
件，污水要全部纳入污水管网，不准向

太湖排放。”南太湖新区景区管理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回忆说，渔人码头曾是
当地有名的“湖鲜一条街”，那时候餐
饮、生活和工业污水直排入湖，从湖里
钓上来的鱼都有了柴油味，南太湖还经
常遭受蓝藻威胁，人们陷入“守着太湖
没水喝”的尴尬境地。

水是湖州的魂，对于这座因湖而
生、以湖命名的城市，治水的意义更是
非同寻常。一场铁腕治水行动席卷太
湖 南 岸 ：投 入 6 亿 元 拆 除“ 湖 鲜 一 条
街”；投入 20 多亿元关闭太湖沿岸的水
泥厂、印染厂等涉污企业；投入 100 亿
元力推清水入湖；在全国首创“四级河
长制”，近万名“河长”履职治水……一
系 列 措 施 ，只 为 确 保“ 一 泓 清 水 入 太
湖”。

从黑臭“水岸线”到绿色“生态岸
线”，目前，湖州所有入太湖断面水质已
经连续 14 年稳定保持在Ⅲ类水以上。
治水不停歇，湖州又开启流域生态治理
新模式——以“水韵湖城”行动推进生
态精准修复。

今年以来，湖州正式出台“水韵湖
城”行动方案，探索系统性、长效性治水
新路径，力争至 2025 年末，除航道外全
市域主要水体实现“岸绿、水草绿，水
活、鱼虾活，透明度 30 厘米以上”的“两
绿两活一透明”治理总目标。

这只是湖州大刀阔斧治理生态环
境的一个缩影。

湖州市还综合施策保蓝天，攻坚提
升“清新空气示范区”建设水平，实施大
气源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加强细颗粒
物和臭氧协同治理，出台全国首个木业
行业源头替代地方标准，2021 年市区
PM2.5 平 均 浓 度 下 降 至 25 微 克/立 方
米。同时，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在全国率先实现餐厨垃圾、生活垃圾处
置设施区县全覆盖，全省率先落地飞灰
资源化利用项目，2021 年“无废指数”
全省排名第一，生活垃圾分类考核在全
国同类城市中名列第一。

走好“两山”转化之路收
获美丽经济

如何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篇大文章写深写透？近年来，湖州不
断拓展“两山”转化通道，探索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把“两山”转化效率作为
检验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成色的最
显著标识，打通制度通道、破除制度障
碍，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

2020 年，湖州在安吉县成立全省
首个“两山银行”平台公司，对分散零碎
的生态资源进行分类调查、规范确权、
集中收储和特色转化，着力破解价值难

度量、产品难抵押、产品难交易、价值难
变现等难题。

日前，安吉“两山银行”和国网湖州
供电公司签署了《林业碳汇交易合同》，
2000 吨碳汇以 73.41 元/吨的单价成功
交易。这既是安吉“两山银行”今年完
成的首笔碳汇交易，也是自开展竹林碳
汇交易以来的首笔县外交易。

“对于这笔约 14.7 万元的碳汇交易
收益，我们将按净收益的 80%反哺碳汇
被收储的村集体，引导村民科学开展林
下套种套养、做好定期采笋砍伐等竹林
养护管理，更好地提升竹林碳汇增量，
获取更多收益。”安吉“两山银行”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

在安吉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湖州出
台了《湖州市全域推进“两山银行”建设
工作方案》，积极推动各区县探索形成
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日前，德清“两山银行”与德清县下
渚湖街道签下首笔湿地碳汇收储合约，
以每吨 58.83 元的价格购买下渚湖湿地
一万吨碳汇量。同时，“两山银行”又向
德清农商银行、湖州银行德清支行、正
大 青 春 宝 等 9 家 单 位 分 别 出 售 碳 汇
量。这意味着浙江首笔湿地碳汇交易
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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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推进水生态精准修复 打造生态价值转化平台 完善生态环境建设制度

“两山”转化为宜居之城增添活力

◆本报记者孙浩

盛夏时节，走进湖北省十堰市郧西
县土门镇关帝庙村，村民王阿姨感慨地
说：“以前我们羡慕城里人的生活环境
好，现在反过来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加大环
境治理力度，农村环境治理也逐渐被重
视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
下，各地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村容村貌发生了很
大 变 化 ：城 乡 垃 圾 处 理 一 体 化 初 步 实
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效，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初见成效。

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
体治理攻坚提速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这是
今年 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第十
一场“中国这十年”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传出的声音。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广大农民根
本福祉和美丽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
记对此高度重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并提出明确要求，为推动农村污
染治理指明了方向。

2018 年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全面推开，三年行动目标任务如
期完成，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生活垃圾
和污水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基本实现干
净整洁有序。

截至 2020 年底，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专项资金 258 亿元，以农村生活污水、垃
圾治理，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
为重点，支持各地新增完成 15 万个行政
村整治，累计完成整治 19.5 万个，占全
国行政村总数的 1/3 左右，村庄环境明
显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生活污水和
黑臭水体治理成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主要任务之一，更大力度的治理持续
推进。

欲破坚冰，政策先行。2017 年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首

次将农村污水治理入法，标志着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进入新阶段。

2018 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以
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
主要方向，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
短板。

2019 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生
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
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银保
监会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

……
中央连续发布政策文件，对实施农

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作出具体
部署，明确重点，逐年推进、逐项落实。

顶层设计之下，各地各有关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
署，坚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的工作方法，
聚焦重点、聚集资源、聚合力量，扎实推进
相关政策落实落地，取得了积极进展。

——全面摸清现状。对农村生活
污水的产生总量和比例构成、村庄污水
无序排放、水体污染等现状进行调查，

梳理现有处理设施数量、布局、运行等
情况，分析村庄周边环境，特别是水生
态环境容量。

——发挥地方主导作用。强化统
筹衔接，以县为单元统筹治理农村生活
污水。分区分类施策，根据区域差异和
村庄类型，科学确定技术路径和模式。同
时，推动地方落实财政事权，加大投入力
度。强化建管并重，规范设施建设运维，
评估治理成效，确保设施发挥作用。

——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结
合“三清一改”（即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清理村内塘沟、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
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
的不良习惯），推动环境综合整治。系
统采取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系连通、
生态修复等措施，基本消除 4000 余处面
积较大的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中，各地不断创新，探索出一
系列治理新模式、新方法，农村生活污
水和黑臭水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浙江省 2019 年发布全国首部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领域的省级地
方性法规；广东省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攻坚行动，新增 1000 个以上自然村完
成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工 作 ；福 建 省 提
出，2022 年全省新推进 500 个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各设区市各推进 1
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样板工程建设。

这十年，我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不
断完善，污水处理能力迅速提升，农村
日污水处理能力从 2016 年的 2571 亿立
方米提升至 2020 年的 5176 亿立方米，
提升一倍有余。

这十年，各地基本完成县域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10 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 34 个县区开展农村生活
污水（黑臭水体）治理试点。截至2020年
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为25.5%，基本建
立了污水排放标准和县域规划体系。

生活垃圾治理成效显著

脏乱差，曾经是农村环境的最大短
板。山水间、村落里、河道边，随处可见
生活垃圾，老百姓也习以为常。

实施生活垃圾治理，是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关键战役。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重点抓好改厕和污水、垃圾处理。

2020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第四章
第四十六条中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
治，保护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2021 年，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
环 境 整 治 提 升 五 年 行 动 方 案（2021—
2025 年）》。

2022 年，住房和城乡 建 设 部 、农 业
农 村 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生 态 环 境
部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局 、中 华 全 国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联 合 印 发《关 于 进 一 步加强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
的通知》。

事实上，自 2018 年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以来，农村居民参与农
业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
著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参与到生
活垃圾治理中。

浙 江 省 率 先 开 展 了 农 村 垃 圾 分
类。天刚亮，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
镇民丰村村民徐玲英像往常一样，将西
瓜皮扔进易腐烂垃圾桶。随后，这些垃
圾被收运至村口垃圾中转站，最终被送
到镇易腐垃圾处理站。

从“扔 ”到“分 ”，虽 然 只 有 一 字 之
差，但体现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垃
圾分类意识已经在很多农村地区深入
人心。

下转二版

近年来，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通过
开展村庄绿化美化、污水处理、厕所革命、垃圾治理等专项行动，乡村变得更有“颜值”，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李明哲哈尔滨报
道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系统日前
对全省各市（地）及北大荒农垦集
团、龙江森工集团、黑龙江省监狱
管理局开展 2022 年—2023 年秸
秆露天焚烧督查工作。

据悉，此次督查工作分为 4轮
进行。其中，第一轮、第二轮为工
作督导阶段，各督查组将对哈尔滨
市、大庆市各级网格，以及其他市

（地）三级、四级网格进行督导，督
导各级网格责任单位完善网格运
行机制、加快完善符合地方实际的
监管方式等情况。第三轮为加密
督查阶段，以哈尔滨市、大庆市、绥
化市为重点，兼顾其他地区，加大
易集中焚烧时段的检查频次，督促
各级网格责任单位全面落实秸秆

禁烧措施。第四轮为日常现场督
查阶段，在哈尔滨、大庆、绥化大气
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区域以及散煤
污染防治“三重一改”涉及的地区
开展强化督查及不间断自查；在齐
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鸡西、双
鸭山、七台河、鹤岗开展重点督查
及不间断自查；在伊春、黑河、大兴
安岭开展抽查及不间断自查。

督查过程中，督查组将对特殊
地形以及问题地块开展火点巡查，
并对卫星遥感监测热异常点开展现
场核实。对于秸秆禁烧工作不力
问题，黑龙江省遏制农作物秸秆露
天焚烧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提
请省政府进行约谈，对相关责任单
位及责任人提出问责建议，联合财
政部门进行资金惩戒。

黑龙江对有效遏制秸秆露天焚烧情况开展督查
分四轮进行，禁烧工作不力将被惩戒

本报记者李欣报道 生态环境部今
日向媒体通报了 2022 年 8 月和 1 月—8
月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总体情况
8 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3.2%，同
比上升 1.5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16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5.9%；PM10 平
均 浓 度 为 31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6.1%；O3 平均浓度为 135 微克/立方米，

同 比 下 降 3.6%；SO2 平 均 浓 度 为 7 微
克/立方米，同比持平；NO2 平均浓度
为 1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6.7%；CO
平均浓度为 0.7 毫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12.5%。

1 月—8 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6.3%，同比持平；PM2.5 平均浓度为 2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4%；PM10 平
均 浓 度 为 49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7.5%；O3平均浓度为 145 微克/立方米，
同 比 上 升 3.6%；SO2 平 均 浓 度 为 8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1%；NO2 平均
浓 度 为 19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3.6%；CO 平均浓度为 1.1 毫克/立方
米，同比持平。

重点区域
8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5.0%，同比上
升 15.1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23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14.8%；O3 平均浓度
为 16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4%。1
月—8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5.1%，
同比上升 2.7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4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8%；O3 平均
浓 度 为 183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上 升
1.1%。

北 京 市 8 月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7.1%，同比下降 6.4 个百分点；PM2.5浓
度为 1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5.6%；
O3 平均浓度为 162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上升 5.2%。1 月—8 月，优良天数比例
为 78.6%，同比上升 4.9 个百分点；PM2.5

浓 度 为 28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20.0% ；O3 平 均 浓 度 为 175 微 克/立 方
米，同比上升 12.2%。

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 8 月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 83.1%，同比下降 6.8 个百
分点；PM2.5 浓度为 18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5.3%；O3 平均浓度为 163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上升 7.2%。1 月—8 月，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0.6%，同比下降 6.0
个 百 分 点 ；PM2.5 浓 度 为 30 微 克/立 方
米，同比上升 3.4%；O3 平均浓度为 16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7.8%。

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 8 月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80.9%，同比上 升 4.7 个 百
分 点 ；PM2.5 浓 度 为 24 微 克/立 方 米 ，
同 比 下 降 4.0%；O3 平 均 浓 度 为 165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7.8% 。 1 月 — 8
月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62.3%，同
比 下 降 3.3 个 百 分 点 ；PM2.5 浓 度 为 42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上 升 5.0% ；O3 平
均 浓 度 为 175 微 克 / 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2.2%。

重点城市排名
8 月，168 个重点城市中，海口、拉

萨、贵阳市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从第 1 名至并列第 19 名）；荆州、驻马
店、太原市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

（从倒数第 1名至倒数第 20名）。
1 月—8 月，168 个重点城市中，海

口、拉萨、舟山市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
较 好（从 第 1 名 至 并 列 第 20 名）；渭
南 、荆 州 、驻 马 店 市 等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相 对 较 差（从 倒 数 第 1 名 至 并 列 倒 数
第 19 名）。

相关表格详见今日二版

◆杨涛利

“今年前 8 个月，全自治区累计收
集处置医疗废物 2.915 万吨，其中应急
处 置 462.756 吨 、涉 疫 情 医 疗 废 物
608.670 吨 ，全 区 医 疗 废 物 收 集 处 置
工 作 总 体 平 稳 有 序 。”今 年 以 来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 统 筹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生 态 环
境 保 护工作，加强医废收集处 置 环 境
监 管 ，把 好 疫 情 防 控 最 后 一 道 关
口 。 同 时 加 强 尾 矿 库 污 染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防 范 化 解 环 境 风 险 ；压 缩 危 险
废 物 经 营 许 可 证 办 结 时 间 ，服 务 经
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坚持每日调度各地医疗废物
收集处置情况，督促和协助解决工作中
出现的问题，确保全自治区医疗废物得
到及时、有序、安全收集和处置。”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加强与卫生健康部
门协调联动，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环境
管理，指导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医疗
废物源头分类管理、加强医疗废物处置
单位规范运行监管、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等重要工作。

截至目前，全自治区 14 个地州市
正常运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 29 家
44 套设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由
2020 年初的 93.5 吨/日提高到 257.7 吨/
日，集中处置能力增加了 175.61%。

疫情之下，不仅是医废收集处置保
持平稳，危险废物、尾矿库等环境风险
隐患排查也在克服困难中持续推进。
据介绍，今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深入推进危险废物整治三年行动，强化

“一废一库一品”（危险废物、尾矿库、化

学品）环境监管，对 662 家企业开展危
险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发现并整治
996 个问题；尤其是今年 6 月以来，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全自治区各级生
态环境部门出动 460 多人次，完成 235
座尾矿库的污染隐患排查工作，发现一
般污染隐患 736 个，目前正在推进问题
整治。

如何推进疫情防控期间“放管服”
改 革 ，主 动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 固 体 废 物 与化学品处
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实现危废所有许
可事项网上不见面审批，将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首次办理时间由国家规定的
75 个工作日压缩到 50 个工作日，同时
在承诺办结时限基础上再压缩 1/3。”
据 介 绍 ，今 年 以 来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 共 按 程 序 向 18 家 企 业 颁 发 危 险 废
物 经 营 许 可 证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6
个 ；办 理 102 批 次 疆 内 企 业 危 险 废 物
跨 省 转 移 申 请 事 项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33 批 次 ，其中疫情期间完成审批 21
批次。

同时，积极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组
织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
点工作，打通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

“最后一公里”。此外，还不断优化管理
方式，对多年来危险废物管理比较规范
的企业“无事不扰”，对环境问题比较突
出的企业“利剑高悬”。据悉，今年组织
全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开展危险废物
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及危险废物三年
专项整治“回头看”，规范产废单位和生
态环境部门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
截至目前，自治区级评估反馈的 1162
个环境问题已有 1144 个完成整改，整
改率为 98.4%。

兼顾防范化解环境风险和积极服务企业发展

新疆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环境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