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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水污染还要再过几道坎？
标准与排污许可制度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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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通报菏泽、太原、邢台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情况

联动治污 强化问责 严格执法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将于明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这部法律的出台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
和努力，更令多少关注环保的人民群众为之欣喜。而与此
同时，我们应把目光放得更远，为新《环保法》更好地贯彻实
施铺平道路。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经验表明，有法
可依只是前提，并不足以解决我国的环境困境，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才是关键，严格的法律需要不折不扣地落到实
处。因此，新《环保法》的威力如何，对加强污染控制、保护生态
环境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还需通过执法实践给出答案。

为此，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
法的通知》强调，要明确各方职责任务，营造良好执法环境。

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需强化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责任
意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原
则，才能有力推动普法宣传活动深入持久开展；领导干部带
好头、作表率，才能使新法的贯彻落实扎扎实实取得实效。
一直以来，一些地区在处理环境违法案件时，都存在职责不
清、责任不明和地方保护等问题，因此，在执行新《环保法》
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和承担环境保护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必须切实增强忠实贯彻法律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始终坚持把生态文明
的指导思想贯彻到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的各项工作、各个
方面、各个环节中去。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公
正、文明、廉洁执法和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开展党
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时，要对地方党委、政府主要
领导干部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环境保护目
标责任制等情况进行严格审计。

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需要落实社会主体责任。事实
证明，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事业，既
需 要 环 保 部 门 积 极 推 动 ，又 离 不 开 相 关 部 门 的 有 力 配
合。各部门密切协作，则事半功倍，各部门推诿扯皮，则
寸步难行。环境执法也是如此，环保部门应与有关部门协
调联动，必要时要建立环境保护部门对环境保护工作统一
监督管理的工作机制，明确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环境监管
执法中的责任，只有劲往一处使，才能为环境执法提供必要的
保障。同时，要切实提升基层环境执法能力，支持环境保护等
部门依法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切实落实政府、
企业和个人等各方面的责任，强化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需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环境
保护，人人有责，因此，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向
公众做好新法的宣传和培训工作，邀请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参与监督环境执法，实现执法全过程的公开、透明。同
时，要充分发挥 12369 环保举报热线和网络平台作用，畅通
公众表达渠道，限期办理群众举报投诉的环境问题，引导全
社会理性面对环境问题，冷静处理环境问题。

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离不开优良肥沃的土壤。唯
有创造出良好的监管执法环境，才能让新《环保法》落到实
处，才能真正换来身边的碧水蓝天。

本报记者张秋蕾12月18日北京报
道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今日向媒体
通报了菏泽、太原、邢台落实大气污染防
治措施情况。这位负责人说，《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发布后，各地采取行之有
效的措施，空气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山
东省菏泽市、山西省太原市、河北省邢台
市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工作模式和机制。

山东省菏泽市土壤含沙量高，极易
引发扬尘，加上城市管理粗放、产业结构
不合理等因素，一度被雾霾笼罩。为改
善空气质量，菏泽市以打造“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为目标，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
一项政治任务和重要的民生工程全力推
进。2014 年 1~10 月，“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天数为 117 天，比去年同期增加 43
天，增加天数在山东省 17 个地市中名列
第一。空气质量的明显改善得益于工作
细致、执法严格：一是书记市长直接抓，
构建联动治污大格局。菏泽市成立了大
气污染防治指挥部，书记、市长担任指挥
长，各级政府部门“一把手”为第一责任
人，下设 12 个工作组，从 12 个市直部门
抽调 25 名精干人员集中办公，构建联动
治污大格局。各级环保、建设、城管、经
信等部门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大
气污染防治体系。二是“对症下药”，挂
图作战，倒排工期。在全市范围内，对建
筑拆迁工地、加油站和储油库、沥青拌合
站、混凝土搅拌站、工业锅炉和窑炉、生
活锅炉、产生粉尘企业、工业异味企业共
计 9 类 3223 个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污染
源开展排查摸底，分别制定《整治考核验
收标准》，列表上墙，挂图作战，倒排工
期。将治理内容分为工业企业大气污
染、城市扬尘污染、非工业面源大气污

染、机动车污染、油气污染综合治理、城
市绿化建设等 6 个方面，细化成 12 个实
施 方 案 ，各 个 击 破 ，强 力 推 进 ，全 力 攻
坚。三是建立长效机制，严防大气污染
反弹。出台了《菏泽市环境空气质量生
态补偿暂行办法》，制定了《菏泽城区大
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监管办法》，建立了三
级网格化监管体系，对城区内 459 个大
气污染点位进行监管。

山西省太原市作为老工业城市和国
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一度被列入全国环
境污染最重城市之一。但是自 2012 年
以来，太原市多措并举，大力改善城市环
境质量，2014 年 1~10 月，太原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 174 天，同比增加 35 天，大气
污染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主要做法是：
一是齐抓共管，构建联动机制。市委书
记坚持“环保一票否决”制。市政府成立
了由市长任组长的全面改善省城环境质
量领导组，下设 10 个工作指挥部，分管
副市长担任总指挥。市人大每年组织国
家、省、市、县、乡五级千名人大代表视察
空气质量改善工作情况，市政协坚持把
大气环境改善作为政协会议的一号提
案，全力监督推进情况。二是多措并举，
加快推进空气质量改善。2012 年起，全
面实施工业污染治理、扬尘污染控制、机
动车尾气污染控制、饮食服务行业环境
整治、垃圾和秸秆焚烧污染控制“五项整
治”。2012~2014 年，关停搬迁污染企业
286 家，涉煤和水泥行业基本退出主城
区，热源和管网建设投资 102 亿元，扩网
面积 5000 万平方米，替代拆除燃煤锅炉
1593 台，拆除“城中村”黑烟囱 32563 根；
2014 年取缔小火炉 12375 台，拆除“城中
村 ”黑 烟 囱 6006 根 ，拆 除 棚 户 区 13892
户。全市钢铁行业全部完成脱硫设施建

设，全面开展火电行业除尘、脱硫改造和
脱硝设施建设，水泥行业实现全部脱硝，
对电力、钢铁、焦化、水泥等重污染行业
实施 24小时驻厂监察。三是强化考核问
责，部门协同执法。制定了《太原市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2013~2017）》，实施重大工程

“一事一表”工作制度，建立了完善的监督
考核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制定问责办
法，实施提醒谈话、定期约谈、严格问责
3 项制度，督促各项工作加速推进，加强
责任追究。市政法委牵头，环保、检察、
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开展严厉打击环
境污染违法犯罪“百日会战”专项行动。市
纪检委牵头，环保、检察、公安等部门组成
打击违法排污专项联合检查组，严厉打击
违法排污行为。四是各方增加投入，资金
得到保障。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投入 2.98
亿元，用于太原市大型燃煤锅炉清洁能源
替代和脱硫除尘改造提升。山西省财政
先后投入资金近 30 亿元用于大气治理、
西山综合整治，投入资金 210 亿元用于
清洁型供热、气化太原和污染企业治理，
2014 年计划再投资 130 亿元用于大气污
染防治。出台优惠政策，制定《关于全面
推进省城环境质量改善若干政策规定》，
对纳入集中供热的老旧建筑减免收取热
源异地建设费，锅炉房燃气配套设施建
设费用由政府给予补贴。

河北省邢台市由于偏重的产业结
构，空气质量排名长期处于全国 74个城
市后十名。为摆脱落后局面，邢台市委、市
政府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列入中心工作，
采取“不讲客观，拒绝理由，自我加压，主
动作为，铁腕治理，有情服务”的政策措
施 ，截 至 2014 年 11 月 底 ，PM2.5、PM10、
SO2 的浓度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12.7%，
14.7%，31.3%；二级及以上优良天数超过

去年全年优良天数 43 天。主要做法是：
一是逐年加大治理力度。2012 年，开展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在市区及周边范围
内实施工业企业关停搬迁、机动车尾气
达 标 、扬 尘 污 染 控 制 等“ 十 大 工 程 ”。
2013 年 国 务 院《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发布后，制定《邢台市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等方案，将主要工作
细化为具体项目，设定完成时限。2014
年市委、市政府成立环保警察、环保法庭
和环保检察处。出台《邢台市 2014 年度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文
件。市财政投入资金近千万元作为型煤
价格补贴，投入资金 100 万元用于污染
举报奖励。二是整治工业污染，提升企
业治污水平。实施了重点行业污染治理
攻坚行动，累计投入资金 29.3 亿元，对全
市 2572 家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工业企
业 实 施 全 面 达 标 治 理 ，实 施 治 理 项 目
2860 个 ，年 削 减 大 气 污 染 物 SO2 排 放
21690 吨、NOx 排放 34058 吨、工业烟粉
尘排放 10450 吨。一方面对集中式排放
源严格依照国家排放限值要求升级改
造，另一方面对无组织排放源也进行全
面治理，同时加强在线监管，省市监控中
心联网运行。向企业发放限期治理告知
书，明确完成时限和标准，对未按时限要
求完成治理任务的 139 家企业依法实施
停产。三是“利剑斩污”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开展严查违法排污企业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对重点排污大
户实施驻厂监察，在线监测数据并实时公
开。由环保、纪检、公安等部门联合编队，
采取“三不三直”形式，多次开展夜查行
动。实施“污染入刑”，对企业违法行为高
限处罚，按照最严格的排放标准限期整
改，采取停产治理、顶格罚款、刑事拘留
相关责任人等措施。2013 年至今，共查
处违法企业 533家，关停取缔 318家，查处
涉嫌环境犯罪案件81起，移送司法机关36
人。四是在线监测装置全部实行第三方运
营，提升监管能力。实时播放在线监测数据
及排放标准，建立市、县、乡、村四级网格化
管理体系。利用网格化云平台监控系统举
报污染问题，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后可迅速赶
到污染现场，全程不超过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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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郭薇 姚伊乐

《2013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展
示的水环境现状是：全国地表水总
体 轻 度 污 染 ，其 中 黄 河 、淮 河 、海
河、辽河、松花江五大水系水质污
染，全国 4778 个地下水监测点中，
约六成水质较差和极差。国控重
点 湖 泊 中 ，水 质 为 污 染 级 的 占
39.3%。31 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
个 为 中 度 污 染 或 轻 度 污 染 ，白 洋
淀、阳澄湖、鄱阳湖、洞庭湖、镜泊
湖赫然在列，滇池水质重度污染。

有关专家认为，经过多年来的
持续治理，虽然大江大河水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但目前仍有近 1/10的
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低于五类，不少
流经城镇的河流沟渠黑臭，一些饮用
水水源存在安全隐患，一些地区城镇
居民饮用水污染问题时有发生。

近年来，国家对于水污染治理
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仅“十二五”期
间，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
就 将 达 5000 亿 元 ，年 均 1000 亿
元。然而，治理成效仍不容乐观。
面对水污染治理的严峻形势，是不
是解决了污水超标排放的问题就
能够解决水污染问题？地表水体
水量对水质有什么影响？更广义
的层面，区域生态对水质又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当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是什么？

在《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
布倒计时之际，记者对水污染治理
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

排放应与水环境质量挂钩

排放标准是第一道红线，但不
是水质良好的充分条件，排污许可
证制度势在必行。

“超过标准，就越过了法律的
红线”，在很多地方，这一观念并未
树立起来。

据专家介绍，就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来说，我国与发达国家基本一
致，已经十分严格了。但是，问题
主要出在执行上。在很多地方，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执行状况并不
乐观。

记者在陕西省榆林地区开展
暗访调查时发现，由于规划设计不
合理、处理能力不足等原因，当地
一座污水处理厂将处理后的中水
和超标污水混合排放，导致经过污
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的仍是污水。

此外，在陕西省 2013 年的一次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排放情况专
项执法检查中，全省 105 家污水处
理厂现场取样送检结果显示，超标
排放的有 57家。

记者在广东省东莞市对电镀
企业污染状况进行的暗访调查结
果更加不容乐观。当地一条穿城
而过的河涌，长年接纳各种污水，
多年来一直是条黑臭河。依河而
建的电镀企业无组织排放的废液
直接进入河涌。记者现场采集的
河涌水样中，总铜、总镍、总铬等行
业污染物均已超过排放标准。而
当地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污水处
理厂也被地方环保部门检测出超
标排放问题。

根 据 江 苏 省 环 保 厅 公 布 的
“2013 年度 961 家重点监控企业环
保信用评价结果”，在列入黑名单
的 18 家企业中，10 家为污水处理
厂。而从环境保护部相关部门的
数据来看，全国每年有超过千家的
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2014 年第一
季度就有数百家之多；从污水处理
厂超标的污染物种类来看，从 2012
年至今，粪大肠杆菌、氨氮和总磷
是主要污染物。

“环境标准是环境保护工作的
重要准绳，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得好
坏，是通过对环境标准的执行情况
来衡量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孟伟

对记者表示，目前，社会各界对标
准作为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权威
性认识还不到位，还未充分意识到

“ 超 过 了 标 准 ，就 踏 了 法 律 的 红
线”，而导致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
根本原因，就是“守法成本高，违法
成本低”。具体表现就是大量超标
排放的行为没有被追究。

有关资料显示，重点行业超标
排放对周边水体造成的污染更为
严重。根据浙江省有关部门 2013
年公布的数据，当地印染企业污水
排放超标严重。 2013 年 上 半 年 ，
超 标 排 放 的 印 染 企 业 数 量 超 过
400 家 ，占 全 省 超 标 排 放 企 业 总
数的 90%以上。浙江省最集中的
两个纺织工业园区——绍兴县滨
海 工 业 区 和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临 江
工 业 园 的 污 水 最 终 都 汇 入 杭 州
湾。根据《2011 年中国近岸海域环
境质量公报》，我国 9 个重要海湾
中，杭州湾水质极差，全部属于劣
四类海水。《2012 年浙江省环境状
况公报》中也将杭州湾列为“劣四
类水质”、“水体处于严重富营养化
状态”。

“不缺技术缺良心，不缺标准
缺执行，不缺口号缺机制。”环境保
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曾如此
概括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据一份
调查报告披露，截至 2014年年初，国
内多个地区尚未全面执行水污染物
排放新标准。在染整产业高度集中
的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和山东 5省
中，只有浙江和福建两省较为严格地
执行了新标准，广东、江苏、山东 3
省未完全实施新标准。

没有标准，农业面源污染
难以控制

记者了解到，在水污染防治工
作中，除了有排放标准约束的点源
之外，目前尚无排放标准衡量的面

源污染则更加难以控制。农业、渔
业、畜牧业等均属此类。根据第一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07 年全
国农业源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
到 1320 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43.7% ，农 业 源 总 氮 、总 磷 分 别 为
270 万吨和 28 万吨，占全国排放总
量的 57.2%和 67.4%。

而随着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
养殖业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客
观上带来了化肥、农药、农膜等农
用外部投入品使用量的增长以及
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的增
加。同时，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
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长期滞后，
日益增多的农村生活垃圾、生活废
水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这些
问题都给农村生态、农业生产、农
民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在中国水体污染严重的流
域，农村畜禽养殖和城乡接合部的
生活排污是造成水体氮、磷富营养
化的主要原因，其贡献率大大超过
来自城市生活污水的点源污染和
工业的点源污染。

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则是
造成水体污染的另一要素。一项
由“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主持的
研究表明，中国每年因不合理施肥
造成 1000 多万吨的氮素流失到农
田之外，过量使用氮肥还对农业环
境造成立体交叉的污染。

2007 年 与 2008 年 ，太 湖 两 度
暴发的蓝藻事件，一度被视为工业
污染之祸，但温铁军主持的这项研
究引用多名农业专家的实验报告，
认为此类污染事件中，氮肥是元凶
之一。“农田地表水占太湖氮总输
入量的 1/4。”中科院院士、中科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朱兆良表
示，太湖蓝藻暴发的内因就是磷氮
含量过高，湖水富营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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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枣庄市华电国际十里泉电厂日前爆破拆除两个 90 多米高的冷却塔。
图为爆破瞬间。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摄

本报记者张秋蕾北京报
道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
近 日 向 媒 体 发 布 了 2014 年
11 月份京津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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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空气质量状况。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11
月份，74 个城市达标天数比
例在 17.2%~100.0%之间，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63.6%，

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22.2%，
中 度 污 染 为 8.0% ，重 度 污
染 为 4.6% ，严 重 污 染 为
1.6%。 超 标 天 数 中 以 PM2.5

为 首 要 污 染 物 的 天 数 最
多 ，其 次 是 PM10。 昆 明 、厦
门 和 拉 萨 等 6 个 城 市 的 达
标天数比例为 100%，舟山、
贵阳和惠州等 18 个城市的
达标天数比例在 80%~100%
之 间 ，盐 城 、扬 州 和 乌 鲁 木
齐 等 26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50%~80% 之 间 ，保
定 、郑 州 和 济 南 等 24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不 足
50%。与去年同期相比，74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
52.9% 上 升 为 63.6% ，升 高

10.7 个 百 分 点 ；与 10 月 相
比，74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
比例降低 2.3 个百分点，京津
冀和珠三角 区 域 空 气 质 量
有 所 改 善 ，长 三 角 区 域 空
气 质 量 有 所 下 降 。 按 照 城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评 价 ，11 月 份 空 气 质 量 相
对较差的前 10 位城市分别
是 保 定 、邢 台 、唐 山 、沈阳、
衡水、哈尔滨、石家庄、郑州、
廊坊和邯郸；空气质量相对
较好的前 10 位城市分别是
海口、舟山、福州、昆明、贵
阳、厦门、拉萨、惠州、深圳和
台州。

京 津 冀 区 域 13 个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17.2% ~89.7% 之 间 ，平 均 为
42.0% ；平 均 超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58.0% ，其 中重度污染天
数比例为15.7%，严重污染天
数 比 例 为 6.7%。 超 标 天 数
中以 PM2.5 为首要污染物的
天 数 最 多 ，其 次 是 PM10。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京 津 冀
区 域 13 个 城 市平均达标天
数 比 例 由 39.1% 上 升 为
42.0%，升高 2.9 个百分点，达
标天数比例有所 增 加 。 与
10 月 相 比 ，京 津 冀 区 域
13 个 城 市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升 高 1.7 个 百 分 点 ，
空 气 质 量 有 所 改 善 。11 月
1 日 ~12 日 APEC 会 议 期 间
空气质量优良。 下转三版

环境保护部发布11月份重点区域和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74个城市达标天数比十月有所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