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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说事■ ◆徐琦

“不可能”是最大的隐患
苹果大小的钚，就足以造成数十

万人无辜伤亡。对于核电发展来说，
没有百分之百安全，也不能允许“万
一”的存在。

千年一遇的海啸使得按抗百年一
遇自然灾害标准设计的核电站不堪一
击，日本福岛核事故的警示在于：人们
必须反省目前在核安全理念上的缺陷
或偏执，那些常被认为的不可能，往往
就是核安全最大的隐患。预防事故发
生、保障核安全永远重于事后的缓解
和处理，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环保，因
此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能算过分。

此次在荷兰海牙召开的核安全峰
会，其现实意义就是，各国携手，立即
行动，确保“三核”安全，即核武器、核

材料和核技术安全。
当前，全球有 430 多个核电反应

堆、250 多个核研究反应堆、200 多个
核燃料循环设施在运转。如何在合理
利用核能的同时，防止核原料被盗窃、
破坏或非法利用？一些威胁核安全事
件的发生给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核
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性挑战。

全球性挑战要求全球性合作。一
个木桶的盛水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板
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失守，带来的可
能是世界的灾难。实现普遍核安全，
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只有各国严格履
行核安全政治承诺、完善核安全体系、
加强核材料管理和打击核材料非法贩
运，加强国际合作，使各国既从中受

益，也为之做出贡献，才能缔造普遍安
全的世界。在核安全方面，我们要力
争做到“即使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
也不让一个伙伴掉队”。

全球性挑战要求中国展现历史担
当。作为核能发展大国，维护核安全
不仅是自身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
庄严承诺。多年来，中国在核安全领
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和监管体
系，加强对敏感核材料和放射源的管
理，坚持“一克不丢、一件不少”的目
标，打击和遏制核材料非法贩运，积极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各国开展国际合
作。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意味着中国
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意味着
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意味着国际安

全正能量的增长。
全球性挑战要求我们形成正确的

核安全观。当前我国公众和有关部门
对核安全存在着两种片面的思想认
识：第一种是“谈核色变”，认为核电是
个定时炸弹，迟早是要发生事故的，他
们拒绝发展核电，尤其无法接受自己身
边建设核电站。第二种是盲目乐观，认
为我国核电技术发展非常快，比福岛核
电站技术先进得多，肯定不会出大问题，
即使有一些问题，也是可控的，影响与危
害是有限的。对于前者，我们要向社会
普及核能利用的科普知识；对于后者，则
应重点纠正核能安全的神话，提高危机
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

“不可能”的盲目乐观背后，或许
藏着的是真正的危险，甚至是不重视
和不作为。诚然，中国核电发展的方
向不可改变，核电在能源建设中的重
要地位不可改变，发展核电的步伐也
不会停止，但保障核安全应是所有这
一切的前置条件和固本之基。在描绘
核能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蓝天白云之
前，还应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留下更
多时间和精力反省过失，堵塞漏洞。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赵春雨石
家庄报道 记者日前从河北银监局获悉，
河北省银行业机构积极支持大气污染防
治和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绿色信贷投放
力度不断加大。

据介绍，去年全省银行业累计发放
节能减排重点项目贷款 182.61 亿元、技
术创新贷款 54.23 亿元、技改升级贷款
426.43 亿元，累计拒绝不符合绿色信贷、
节 能 减 排 政 策 的 贷 款 申 请 1831 笔
123.08 亿 元 ，收 回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贷 款

2.83 亿元，大气污染物减排贷款占节
能减排贷款的 24.88%。

其中，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以绿
色 信 贷 支 持 河 北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到
2013 年 末 ，累 计 投 放 绿 色 信 贷 总 量
近 100 亿元。

据 了 解 ，在 信 贷 投 放 中 ，河 北 省
各 银 行 坚 持“ 区 别 对 待 、有 保 有 压 ”
的 信 贷 原 则 ，对 产 能 严 重 过 剩 行 业
的 新 增 产 能 项 目 禁 止 提 供 任 何 形 式
的 新 增 授 信 支 持 ，坚 决 不 对 违 规 在

建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策略退出产能
过剩行业贷款，坚决退出淘汰落后产
能设备贷款。

河北银监局向辖内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两次发布 132 条企业环境违法信
息、省级重点督办环境违法案件和淘汰
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进行风险提示。

今年，河北省将进一步引导银行业
金融机构加快信贷结构调整，盘活存
量、用好增量，大力支持大气污染防治，
坚决遏制产能扩张。

河北严禁信贷流向落后产能
去年拒绝不符合绿色信贷政策的贷款申请超百亿

本报记者张秋蕾3月25日北京报
道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今日向媒体
发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
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 74 个
城市 2013 年度空气质量状况。

结果表明，2013 年 74 个城市中，海
口、舟山、拉萨 3 个城市各项污染指标
年均浓度均达到二级标准，其他 71 个
城市存在不同程度超标现象。空气质
量相对较好的前 10 位城市是海口、舟
山、拉 萨、福 州、惠 州、珠 海、深 圳、厦
门 、丽 水 和 贵 阳 ；空 气 质 量 相 对 较 差
的 前 10 位 城 市 是 邢 台 、石 家 庄 、邯
郸、唐 山、保 定、济 南、衡 水、西 安、廊
坊和郑州。从城市达标天数分析，74
个 城 市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60.5% ，
轻度污染占 22.9%，中度污染占 8.0%，
重 度 及 严 重 污 染 占 8.6% 。 其 中 ，拉
萨 、海 口 、福 州 等 10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80%~100% ；大 连 、张 家 口 、
贵 阳 等 47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50%~80%；邢台、石家庄、邯郸等 17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不 足 50% 。 从 主
要 污 染 物 浓 度 分 析 ，74 个 城 市 细 颗
粒 物（PM2.5）年均浓度为 72 微克/立方
米，仅拉萨、海口、舟山 3 个城市达标，
达标城市比例为 4.1%；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为 118 微克/立方米，
11 个 城 市 达 标 ，达 标 城 市 比 例 为
14.9%；二氧化氮（NO2）年均浓度为 44
微克/立方米，29 个城市达标，达标城
市比例为 39.2%；二氧化硫（SO2）年均
浓 度 为 40 微 克/立 方 米 ，64 个 城 市 达
标，达标城市比例为 86.5%；臭氧（O3）
和一氧化碳（CO）分别按日最大 8 小时
标准（160 微克/立方米）和日均标准值

（4 毫克/立方米）评价，达标城市比例
分别为 77%和 86.5%。

京津冀区域共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 ，空 气 质 量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37.5%，比 74 个 城 市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低 23 个 百 分 点 ，有 10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低 于 50% ，首 要 污 染 物 为
PM2.5，其 次 是 PM10 和 O3。 京 津 冀 区
域 所 有 城 市 PM2.5 和 PM10 年 平 均 浓 度
均 超 标 ，区 域 内 PM2.5 年 平 均 浓 度 为
106 微克/立方米，PM10 年平均浓度为
181 微 克/立 方 米 ；SO2 年 平 均 浓 度 为
69 微 克/立 方 米 ，6 个 城 市 超 标 ；NO2

年平均浓度为 51 微克/立方米，10 个
城 市 超 标 ；CO 按 日 均 标 准 值 评 价 ，
有 7 个 城 市 超 标 ；O3 按 日 最 大 8 小 时
标准评价，有 5 个城市超标。北京市
达标天数比例为 48%，重度及以上污
染 天 数 比 例 为 16% 。 主 要 污 染 物 为
PM2.5、PM10 和 NO2，PM2.5 年 均 浓 度 为
89.5 微 克/立 方 米 ，PM10 年 均 浓 度 为
108 微克/立方米，NO2 年均浓度为 56
微克/立方米。

长三角区域共 25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 ，空 气 质 量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64.2%，高于 74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
例 3.7 个百分点。25 个城市中，舟山和

丽水两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
在 80%~100%，其余 23 个城市达标天数
在 50%~80%。首要污染物为 PM2.5，其
次是 O3 和 PM10。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
市 中 ，PM2.5 年 均 浓 度 为 67 微 克/立 方
米 ，24 个 城 市 超 标 ；PM10 年 均 浓 度 为
103 微克/立方米，23 个城市超标；NO2

年均浓度为 42 微克/立方 米 ，15 个 城
市 超 标 ；SO2 年 均 浓 度 为 30 微 克/立
方 米 ，所 有 城 市 均 达 标 ；O3 按 日 最 大
8 小 时 标 准 评 价 ，有 4 个 城 市 超 标 ；
CO 按日均标准值评价，所有城市均达
标。上海市达标天数比例为 67.4%，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6.3%。主要
污染物为 PM2.5、PM10和 NO2，PM2.5年均
浓度为 62 微克/立方米，PM10 年均浓度
为 84 微克/立方米，NO2年均浓度为 48
微克/立方米。

珠三角区域共 9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 ，空 气 质 量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76.3%，高于 74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
例 15.8 个百分点。9 个城市中，深圳、
珠海和惠州的达标天数比例在 80%以

上 ，其 他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50% ~
80%，首要污染物为 PM2.5，其次是 O3 和
NO2。珠三角区域 9 个城市中，PM2.5年
均浓度为 47 微克/立方米，所有城市均
超 标 ；PM10 年 均 浓 度 为 70 微 克/立 方
米，4 个城市超标；NO2 年均浓度为 41
微克/立方米，4 个城市超标；SO2 年均
浓度为 21 微克/立方米，所有城市均达
标；O3按日最大 8 小时标准评价，5 个城
市超标；CO 按日均标准值评价，所有
城市均达标。广州市达标天数比例为
71%，全年无重度及以上污染。主要污
染物为 PM2.5、PM10 和 NO2，其中，PM2.5

年均浓度为 53 微克/立方米，PM10 年均
浓度为 72 微克/立方米，NO2 年均浓度
为 52微克/立方米。

这位负责人指出，通过分析 74 个
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一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
空 气 污 染 相 对 较 重 区 域 。 京 津 冀 区
域 空 气 污 染 最 重 。 京 津 冀 13 个 城 市
中 ，有 11 个 城 市 排 在 污 染 最 重 的 前
20 位 ，其 中 有 7 个 城 市 排 在 前 10 位 ，
部 分 城 市 空 气 重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天 数
占 全 年 天 数 40% 左 右 。 二 是 复 合 型
污染特征突出。传统的煤烟型污染、
汽车尾气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叠加，
部 分 城 市 不 仅 PM2.5 和 PM10 超 标 ，
NO2、O3 也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超 标 现 象 。
三 是 空 气 污 染 呈 现 明 显 的 季 节 性 特
征 。 一 季 度 和 四 季 度 是 空 气 重 污 染
高 发 季 节 ，74 个 城 市 PM2.5 季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96 微 克/立 方 米 、93 微 克/立
方米，是第二、三季度 PM2.5 季均浓度
的近两倍。尤以冬季发生频率最高，
2013 年 1 月 和 12 月 重 污 染 天 数 占 全
年重污染总天数的 53.4%。除污染物
排 放 量 大 等 因 素，北方地区冬季燃煤
取暖和不利气象条件是冬季空气重污
染发生的重要因素。

环境保护部发布2013年重点区域和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仅占六成
○空气污染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北方地区冬季燃煤和不利气象条件是空气重污染发生

的重要因素；

○全年仅有海口、舟山、拉萨3个城市各项污染指标年均

浓度均达到二级标准；

○三个重点区域中，珠三角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

比例最高，依次为长三角、京津冀；

○京津冀13个城市比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低23

个百分点，有10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低于50%

本报讯 环 境 保 护 部 近 日 发 布 了
《2013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
点区域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空气质量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首次
对我国自 2013 年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新
标 准 的 74 个 城 市 进 行 评 价 ，同 时 将
PM2.5、CO 和 O3 纳入空气质量评价指
标，对说清我国空气质量现状、明确大
气污染治理重点具有重要意义。为了
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报告》的内容，环
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相关负责人回答
了记者提问。

问：从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结
果看，能得出哪些结论？

答：2013 年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监

测结果，有以下 3个特点：
一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

是空气污染相对较重的区域。尤以京
津冀区域污染最重，有 7 个城市排在空
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 10 位。京津冀区
域城市 PM2.5超标倍数在 0.14～3.6 倍之
间，长三角区域城市 PM2.5 超标倍数在
0.4～1.3 倍之间（舟山市不超标），珠三
角 区 域 城 市 PM2.5 超 标 倍 数 在 0.09～
0.54 倍之间。说明国家将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区域作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的决策是正确的。从监测结果来
看，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与达标目标尚
有较大差距，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达标
有相当的难度，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达

标具有较大希望。通过《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的实施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
力，力争使“三区”早日成为空气质量达
标的区域。

二是空气污染呈现复合型特征。
74 个城市首要污染物是 PM2.5，其次是
PM10，O3 和 NO2 也有不同程度超标情
况。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 5~9
月 O3 超标情况较多，已不容忽视。74
个城市空气质量呈现传统煤烟型污染、
汽车尾气污染与二次污染物相互叠加
的复合型污染特征，说明燃煤、机动车
对空气污染贡献较大。《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中采取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机动车管理的措施

是正确、得当的。
三是空气污染呈现明显的季节性

特征。城市空气重污染主要集中在第
一、四季度，74 个城市 PM2.5季均浓度分
别 为 96 微 克/立 方 米 、93 微 克/立 方
米。第二、三季度 PM2.5 季均浓度分别
为 56.7 微 克/立 方 米 、44.7 微 克/立 方
米。2013 年 1 月和 12 月，京津冀、长三
角、中东部地区发生了两次大范围空气
重污染过程，污染程度重、持续时间长，
重 污 染 天 数 占 全 年 重 污 染 总 天 数 的
53.4%。

问：从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看，
我国大气污染形势非常严峻，主要原因
是什么？

答：分析城市环境空气污染严重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 4个方面：

一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缓慢，
发展模式依然粗放。高耗能、高污染的
重工业发展过快、比重过大、集中度高，
给环境空气质量带来巨大压力。

下转二版

大气污染治理任重道远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相关负责人就 2013 年 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济南报道 山东省环保厅日前
下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的通知》
中，两个“坚决”再次彰显“死磕”污染的决心和信心。

第一个“坚决”：对没有合法手续且超标排污的项目要
坚决实施停产治理；第二个“坚决”：对具备合法手续但不能
达标排放的企业要实施限产治理，经限产治理仍不能达标
的要坚决实施停产治理。

山东省环保厅要求，自 3 月 1 日起，相关工业企业外排
废气污染物执行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新标准限值，各级环
保部门按照新标准限值判定是否达标排放。

据悉，山东省组织制定了《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利用 8 年时间分 4 个时段，逐步实现污染物排
放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的衔接。

同时，山东省制订火电、钢铁等 5 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有的比国家标准加严了好几倍（见下表），于 2013
年 5月经山东省政府批准发布，并于同年 9月 1日实施。

山东省环保厅给予有关企业半年治理期限，自今年 3
月 1日起，相关工业企业外排废气污染物执行新标准限值。

据了解，《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分
4 个时段逐步加严。火电厂标准划分为两个时段逐步加
严。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第一时段，现有
企业与新建企业执行不同排放限值。2017 年 1 月 1 日起，
现有企业与新建企业执行相同排放限值。钢铁、建材、锅炉
和工业炉窑标准划分为两个时段逐步加严。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第一时段，现有企业与新建企业
执行不同排放限值；2015 年 1 月 1 日起，现有企业与新建企
业执行相同排放限值。

山东省环保厅副厅长谢锋告诉记者：“实施分阶段逐步
加严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有效控制工业企业污染排
放强度、实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关键措施，是倒逼污染行
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手段。”

山东省环保厅要求，认真清理未批先建、边批边建、未
批未验投产的涉及废气排放的建设项目，对违反国家产业
政策、超标排污、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项目，坚决实施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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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汇入邕江主河的 18 条内河中，17条内河水质为重度污
染。除雨污合流原因外，还有人通过市政雨水管偷排污水。 中国日报图片网供图

行业

火电工业

钢铁工业

水泥工业

平板玻璃工业

陶瓷工业

砖瓦工业

锅炉

工业炉窑

类别

现有燃煤锅炉烟尘

现有燃煤锅炉二氧化硫

现有燃油锅炉烟尘

现有燃油锅炉二氧化硫

现有燃油锅炉氮氧化物

新建燃煤锅炉烟尘

新建燃油锅炉烟尘

新建燃气轮机组氮氧化物

钢铁烧结机二氧化硫

现有企业水泥窑及窑磨一体机、烘干机、

烘干磨、煤磨及冷却机等工段颗粒物

现有企业第二时段氮氧化物

新建企业第一时段氮氧化物

新建玻璃熔窑颗粒物

新建玻璃熔窑二氧化硫

新建玻璃熔窑氮氧化物

新建企业喷雾干燥塔二氧化硫

新建企业喷雾干燥塔氮氧化物

辊道窑、隧道窑、梭式窑二氧化硫

辊道窑、隧道窑、梭式窑氮氧化物

原料破碎及制备成型工段颗粒物

燃煤锅炉颗粒物

燃油锅炉颗粒物

燃气锅炉颗粒物

燃煤锅炉二氧化硫

燃油锅炉二氧化硫

燃气锅炉二氧化硫

燃煤锅炉氮氧化物

燃油锅炉氮氧化物

燃气锅炉氮氧化物

新建企业颗粒物

新建企业二氧化硫

国家标准
（毫克/立方米）

30

200

30

200

200

30

30

120

200

50

450

320

50

400

700

300

240

300

450

50

200

100

50

900

500

100

不控制

400

400

100~200

850

山东省地方标准
（毫克/立方米）

20

100

20

100

100

20

20

100

100

30

400

300

30

300

500

200

200

200

400

30

30

30

10

200

200

100

300

250

200

20~50

200~300

山东大气污染物排放新标准限值与国家标准对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