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杨奕萍 电话: (010)67118620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一 2014/12/22

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Dialogue
E-mail:hjbsplb@sina.com对话02

执政者的决心和勇气
对话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朱海仑

采访人 本报记者刘蔚 见习记者郭婷

朱海仑，汉族，1958 年 1 月生，江苏涟水人。1975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0 年 5 月入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乌昌党委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兵团农十二师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6个月完成全市“煤改气”，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所要担当的风险、经受的考验无法用语言描述。

◆刘蔚

中国环境报：为了治理大气污染，
乌鲁木齐近 3 年投入超过 300 亿元。据
统计，这样的投入相当于乌鲁木齐 3 年
财政收入的 1/4。这样的大手笔，出于
什么样的考虑？这样的选择，乌鲁木齐
经历了怎样的阵痛？

朱海仑：事实上，乌鲁木齐从上世
纪 90 年代就启动了第一轮治理大气污
染的“蓝天工程”，距今近 20 年时间，历
届党委、政府付出了艰辛努力，采取了
治理措施，但始终难以实现大的突破，
空气质量多次出现反复，2009 年空气质
量 仍 在 全 国 环 保 重 点 城 市 中 排 名 老
末。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理大气
污染的积极性，成为多年来压在乌鲁木
齐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冬季 6 个月都污
染，只剩 6 个月何谈发展？全市群众生
存和健康得不到切实保障，我们的发展
成果何谈由人民共享？作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的首府，全疆唯一的特大型城
市，其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独特，是
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的重要门户，因此治理大气污染是优化
发展环境的重要问题，还是关乎全市500
万各族群众的重大民生问题，更是维护首
府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

治理大气污染涉及的问题是多方
面的，首先就是要打消顾虑，提高思想
认识，只有认识到位才能重视到位，重
视到位才能敢于决策，敢于投入。2010
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治理
乌鲁木齐大气污染，自治区党委书记张
春贤要求，4~5 年时间把乌鲁木齐大气

治理好。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
策部署，如何在乌鲁木齐大气污染治理
上实现新突破？当时市委、市政府组织
力量深入调查研究，准确获取环境容
量、污染排放量和各类因素变量分析数
据，先后与国内顶尖院校与科研院所合
作，开展大气污染成因及治理对策研
究。我亲自带队分别前往太原、西宁、
哈尔滨、长春等城市，认真学习考察大
气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并邀请环境保
护部、北京市环保局领导和专家号诊把
脉，在科学分析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决定以改变燃煤为主的城市供热能源
消费结构作为新一轮治理大气污染的
突破口。2012 年，我们抓住了国家建设
北疆“西气东输”二线管道的机遇，在与
中石油等上游气源单位协调确定气源
保障的基础上，提出了“煤改气”计划。
其 实 当 时 在 认 识 上 还 存 在 很 多 不 一
致。怎么改？怎么治？一年改还是分
几年改？全市上下统一思想认识难度
很大，甚至在 2012 年开始干的时候，思
想也没有完全统一。但是如果一直等
着统一思想，就会贻误时机。只有从主
要领导、班子成员乃至全市每名干部入
手，进行科学的宣贯，强化目标意识，

“拧成一股劲、合成一条心、形成一盘
棋”，用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
的精神来统一思想，有一点私心杂念就
不可能攻坚克难。

治理大气污染投资多、风险大，没有
直接经济效益。因此，认识到位十分重要。

中国环境报：您当时为什么有这样

大的勇气和魄力，决定用一年时间对全
市 所 有 燃 煤 供 热 设 施 实 施 天 然 气 改
造？在短短的 6 个月里完成全市的“煤
改气”任务，时间紧、任务急，做起来也
没那么容易吧？

朱海仑：由于乌鲁木齐冬季漫长，
一方面要确保市民冬季采暖安全，改造
需在两个采暖期之间 6 个月时间内完
成；另一方面改造涉及城市供热体制重
大调整，关系全市生产、生活保障，对
此，一些人主张应该分成 3年完成，以减
少风险。但我还是毅然坚持一年完成
这一重大任务。

为什么要在一年之内全部完成“煤
改气”？因为一年完成，虽风险大，但难
度 小 。 而 分 批 完 成 ，风 险 小 ，却 难 度
大。这样的决策是基于原有经验和现
有市情的综合分析，而不是毫无根据的
盲目决策。2004 年我在和田任地委书
记时，一年拆除了和田市全市 127 台煤
锅炉，完成了“煤改气”，这为决策实施
乌 鲁 木 齐 市“ 煤 改 气 ”提 供 了 借 鉴 经
验。和田是新疆天然气产区之一，可享
受 0.45 元/立方米的扶贫气价，当时在
动员大会上我就强调了两句话：“不换
炉子就换人”、“换了炉子有奖励”。奖
励的钱相当于天然气锅炉价格的 1/4，
而天然气锅炉统一招标的基本条件就
是首付占锅炉价格的 1/4，其他 3/4 分 4
年付清。也就是说，这些奖励的钱，足
够天然气锅炉的首付。在这样优惠的
条件下，如果不进行替换就没有道理可
讲了。在和田市全面积极推动下，和田

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煤改气”的县级
城市。结合乌鲁木齐的实际情况，我们
的煤很便宜，坑口煤甚至每吨低至几十
元，运到乌鲁木齐市加上运费也就一二
百元，供暖收费每平方米 22 元，而成本
只有 15 元左右。如果分年分批实施，很
多人可能都会等待观望、后退不改，最
终导致“煤改气”工程难以推进。最终
在市委、市政府综合研判的基础上，确
定乌鲁木齐市的“煤改气”在一年内完
成。2012 年 4 月，经过认真、细致的准
备，确定由一家有代表性的国企率先拆
除燃煤锅炉，并组织了现场动员会。燃
煤锅炉的轰然倒地，表明了市委、市政
府坚持“煤改气”的决心。至此，乌鲁木
齐“煤改气”工程正式启动。6 个月的时
间里，乌鲁木齐拆除了 1.7 万台燃煤锅
炉，新建了 710 台 1.18 万蒸吨天然气锅
炉。这 6 个月里，任何环节都不能出一
点差错，否则就没办法保证冬季居民的
正常取暖。这 6 个月里，从市领导到所
有参与工程建设的同志，都是“5 加 2”，

“白加黑”，遇到突击任务时，更是“吃 3
睡 5 干 16”。同时，全市 246 公里主干道
全部挖开建设管网。工程量大、时间
紧、任务急。经过近 6个月的不懈努力，
到 2012 年 9 月底，新建的天然气锅炉全
部安装完工。

2012 年的“煤改气”，对于乌鲁木齐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个人，也
是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一次决策和历
程。这一工程关系 500 万乌鲁木齐百姓
冬季供暖问题，所要担当的风险、经受
的考验，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

治理大气污染要经受怎样的考验？

编者按
近年来，乌鲁木齐经济快速发展，并受气候和地理

条件影响，大气污染严重，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任务艰
巨。从 2012 年起，乌鲁木齐背水一战，在 6 个月内完成
了全市“煤改气”工作，解决了困扰乌鲁木齐多年的大
气污染问题，实现了大气污染治理的历史性突破。乌
鲁木齐采取了哪些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如何协调城市
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本版今日聚焦乌鲁木齐
市大气污染治理经验，希望对读者有所借鉴。

言 论

乌鲁木齐“冬窝子”的自然特点，
造成冬季空气中污染物扩散难度极
大，在自然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
乌鲁木齐市要实现环境空气质量的
改善，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受特殊的地理、地形及冬季不利
的气象条件影响，乌鲁木齐市冬季大
气污染极为严重。

一是由于乌鲁木齐市东、西、南
三面环山，地势东南高、西北低，落差
高达 300 米～500 米，不利于污染物
的水平扩散。

二是冬季受气压差和地形“狭
管 效 应 ”共 同 作 用 ，达 坂 城 、南 郊
至乌拉泊一带东南风频发，但城区

不 在 地 形“狭管效应”之中，城区以
东的区域多为偏东风，以西的区域多
为偏西风，城区处于地面东西风的汇
合区，静风频率高，逆温层平均厚度
在 500 米～1300 米之间，距地面高度
在 100 米～300 米之间，环境容量和
自净能力十分有限，使得大气污染物
不易垂直扩散、稀释。

三是由于近年来全球温室效应
的影响，加之人口的快速增加，城市
热岛效应日益增强，冬季空气湿度呈
逐年增加趋势，在空气流动性本来就
很弱的情况下，湿润的空气使得污染
物扩散条件越来越差，加剧了空气中
污染物的形成。

“冬窝子”治理难在哪？

相关链接

面对环保压力，地方党委政府该
怎 么 办 ？ 是 选 择 逃 避 还 是 主 动 应
对？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朱海仑在决
策乌鲁木齐大气治理工作时，给出的
答案令人震撼，那就是：主动出击、不
留退路。

2012 年 3 月，乌鲁木齐的供暖还
是主要依托 1.7 万台燃煤供暖锅炉，
而到了同年的 10 月，这 1.7 万台锅炉
已 踪 迹 皆 无 ，全 部 被 新 建 的 710 台
1.18 万蒸吨天然气锅炉替代，76%的
供热区域实现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
热。仅从改造吨位和改造面积上，乌
鲁木齐市一年的改造量就相当于历
年改造总量的 6 倍以上。这次规模
空前的“煤改气”工程的顺利实施，仅
仅用了 6 个月，一次性减少原煤消耗
1200 万吨，削减各类污染物排放 23.9
万吨，彻底解决了困扰乌鲁木齐多年
的大气污染问题。然而，集中一年时
间完成改造任务，必须确保人力、物
力及时供应，对于按期投入使用天然
气锅炉提出的要求极其严苛，稍有差
池，就不能保障 500 万乌鲁木齐市民
冬季正常供暖。这样的政治风险可
想而知。

改还是不改？一年改还是几年

改？每个选择都是艰难的。答案考
验着决策者。而朱海仑的最终决定
体现了执政者的决心和勇气。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
相信很多地方“一把手”都会面临
这 样 艰难的抉择。特别是经济发展
与环境问题相矛盾时，怎样选择值得
深思。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
红薯。”这句话经常用来鞭策地方官
员。那么，老百姓需要当官的做什么
主？人民群众当前最渴望、最热切
的 是 什 么 ？ 为 官 一 任 的 地 方 领 导
们必须弄清楚。要知道，确保人民
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
空 气 、吃 上 放 心 的 食 物 ，才 是 造 福
四 方 的 重 责 所 在 。 做 出 决 策 特 别
是影响地方长久发展的决策时，需
要坚定的决心，也需要破釜沉舟的
勇气。

新环保法要求地方党委、政府要
履行更多的环境管理职责，承担环境
决策带来的相应风险，而政绩考核的
指 挥 棒 也 开 始 向 环 境 保 护 方 面 倾
斜。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在考量、决
策重大事项时，环境砝码已然加重。
在此基础上，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的决
心和勇气，将成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的重任所在。

中国环境报：在国家大力推进“一
路一带”建设的背景下，作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要城市，未来城市的发展与
环境治理如何相互促进？作为市委书
记，您现在完全可以称得上一名环保专
家了。结合新形势，下一步我们工作的
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朱海仑：未 来 乌 鲁 木 齐 将 紧 紧 抓
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机遇，
争当新疆全面深化改革排头兵，努力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五大中
心”（即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
流 中 心 、金 融 服 务 中 心 、文 化 科 技 中
心、医疗服务中心），加快构建开放型
经济体系，争取批准设立亚欧经贸合
作实验区，探索实行特殊体制和特殊
机 制 。 加 强 与 国 内 外 地 区 和 城 市 合
作 ，共 同 建 设 产 业 合 作 园 区 ，搭 建 沿
线城市互利合作的平台，发挥核心区
首 府 城 市 的 先 导 作 用 。 随 着 乌 鲁 木
齐 市 建 设 现 代 化 国 际 城 市 的 步 伐 加
快 ，城 市 的 建 成 区 面 积 不 断 扩 大 ，从
2009 年的不到 200 平方公里发展到目
前 的 近 500 平 方 公 里 ，城 市 的 快 速 发
展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人民
群众改善环境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作为
城市的管理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治理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在城市的

发展与环境治理这个问题上，我始终坚
持要用环境的改善为产业发展提供倍
量的空间。

一是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营造良
好的区域发展空间。围绕转方式调结
构，加快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全力打造

“六大产业基地”，推动城南经贸合作区
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围绕建设现代化
国际城市，继续以交通建设为先导，加
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城
市新区建设和提升改造老城区，进一步
优化城市发展环境。

二是像反腐败一样，下定决心治理
污染。明确法律要求，加强制度建设，
严格考核问责，找准治理重点，下定决
心向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等突
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宣战，切实以治理成
效回应民众关切；以防为主，防控结合，
明确重要区域、重点流域和重点污染源

“三个重点”，推进构建大气污染治理的
长效机制。

三是落实联防联控要求，提升区域
环境治理水平。乌鲁木齐在重拳治理
大气污染的同时，目前周边区域并没有
同步执行统一的准入门槛和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已经无法满足
现有治理工作需要。这也是我们下一
步治理大气污染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2013 年，自治区下发《关于加强乌鲁木

齐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若干意见》，
按照联防联控的法规、政策要求，全市
将加强多方联动、跨区域联动，贯彻落
实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统一
评估、统一协调的“五个统一”目标，建
立实施乌鲁木齐、昌吉、阜康、五家渠区
域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实现区域环境
治理的共同改善。

四是一手抓污染治理，一手抓生态
建设。突出“环保优先、生态立市”理
念，加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 ，一手治

“黑”、一手建“绿”，把生态增容作为大
气污染治理的一项治本之策。一方面，
要实施最严格的环保准入门槛、污染排
放标准和环保考核问责制度，大力推进
绿色低碳发展。另一方面，提升城市绿
化水平，全面开展城市道路绿化、公共
绿化、庭院绿化、山体绿化和城市周边
绿化，启动城市生态圈建设。此外，加
大周边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抓好三北
防护林五期建设。

中国环境报：《乌鲁木齐市大气污
染 防 治 条 例》自 2014 年 5 月 1 日 起 实
施。据了解，作为城市，专门出台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的还不多见。条例的出
台基于什么理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提出依法治国，您认为，城市污染治
理是否也应该充分遵循这一理念？

朱海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部署，这为推进增
长模式绿色转型和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等
事关环保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指
明了方向。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生态文明建设由此获得新的动力。探
索建立治理污染的法规、制度体系，加
快依法治污进程，为全市的科学治污打
牢根基。2014 年乌鲁木齐市对《乌鲁木
齐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进行了全面修
订，这是立足于地方环境保护实践中探
索出的很多有效的管理手段和环境执
法经验，是对国家法律的细化和补充。
2015 年新的《环境保护法》将全面实施，
全市将重点推进地方性政策法规体系
的建设，抓紧制定执行新法的配套措
施，同时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
治等方面法规、制度的修订完善，建立
健全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
政策法规的引导作用，科学推动大气污
染等污染防治工作，完善环境保护法律
制度体系，完善环境保护各项规章制
度，把推进环境立法与全市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相结合，为环境管
理提供法律依据，保障依法行政。随着
法规的修订完善，环境保护法规的理念
更新，措施更实，要求更高，处罚更严，
责任更明，权力更清，环境保护工作必
将在依法治理的道路上不断深入。

乌鲁木齐市采取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有哪些？
■“治、气、搬、停、限、控”多措并举。

中国环境报：“煤改气”工程应该是
最难啃的硬骨头，你们都顺利完成了，
在实施中有哪些工作创新和管理重点，
同时采取了哪些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朱海仑：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
以来，乌鲁木齐市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

“治重症下猛药、治污染出重拳”，坚决
落实二氧化硫等燃煤污染物的减排，先
后筹措投入 332 亿元，实施了 126 个重
点治理顶目，建立了“治、气、搬、停、限、
控”多措并举的治理机制，4 年来累计
减少燃煤消耗 1200 万吨，累计减排污染
物 23.9 万吨，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历史
性突破。

一是“治”，确定“八个一律”方针，
综合施策。在谋划全市大气治理中，始
终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部署、高强

度推进，不断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方案和
治理措施。在系统编制了涉及重点区
域防治、重点项目建设、重点污染源治
理在内的一系列专项规划和操作实施
方案的基础上，针对治理过程中的突出
矛盾问题，进一步总结归纳治理经验，
完善治理措施，提出了“八个一律”（也
是铁律）的基本工作方针，并将这一方
针贯穿和落实到治理全过程。

二 是 在“ 气 ”上 做 文 章 ，坚 定 实 施
“煤改气”。2012 年，恰逢中石油天然气
二线贯通。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签订
了 300 亿立方米天然气合同，当年只用
了 200 多亿立方米，这就为我们提供了
充足的气源保障，加上国家优惠的政策
支持，乌鲁木齐市的“煤改气”就拥有了
得天时和地利的优势。

三是“搬”，推动污染企业“出城入

园”。痛则思变。多年来，乌鲁木齐的
一些工业企业曾经在经济发展初期为
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曾是
我们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但随着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经济结构已
经出现了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不相协
调的问题，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促
改革、惠民生成为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
课题。为了推动乌鲁木齐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我
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做出了历史性
的选择，制定落实一系列优惠政策，加
大污染企业搬迁力度。

四 是“ 停 ”，实 行 电 厂 关 停 减 排 措
施。对城市周边几十个燃煤电厂进行
有计划、分步骤治理，各主力电厂在役
机组全部实现脱硫。所有燃煤电厂，不
论是公用还是自备，一律实施“三脱一

除”，建设高效除尘设施，全部达到特别
排放限值要求。

五是“限”，强力推进黄标车限行和
淘汰。对于机动车的污染防治，我们采
取的是综合防治措施，多措并举，标本
兼治。一方面，建立健全公共交通体
系，建设“公交都市”。另一方面，加大
机动车污染防治，坚决淘汰黄标车和老
旧车辆，提高车用油品品质，严格超标
治理。

六是“控”，加大综合管控力度。乌
鲁木齐能够打好大气治理的攻坚战得
益于构建了高效联动、合力治污的工作
格局。同时，群策群力，按照属地化管
理的总体要求，将中央、自治区、军区和
兵团等驻乌单位纳入治理工作一盘棋
的格局之中，形成了区域统筹、群防群
治的工作格局。

城市发展与环境治理如何相互促进？
■环保工作必将在依法治理的道路上不断深入。

“治”，铁律严治。乌鲁木齐“八
个一律”方针为：在城市南北主要风
道上一律不安排工业排污企业；所有
工业企业一律采取最严格环保措施；
所有新建建筑一律采用天然气等清
洁能源供热；所有工业企业一律不得
保留和新建自备电厂；所有进入主城
区的机动车一律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所有燃煤供热设施一律改用天然气
等清洁能源；所有中心城区污染企业
一律限期关停或搬迁；对所有企业一
律实行最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

“气”，黑煤改清气。为 鼓 励 燃
煤 供 热 单 位 积 极 配 合 实 施“ 煤 改
气 ”工 作 ，乌 鲁 木 齐 在 气 价 上 做 文
章：所有供热燃气执行民用气价标
准（1.37 元），对纳入“煤改气”工作
计 划 并 按 期 完 成 改 造 任 务 的 改 造
单 位 给 予 12 万 元/蒸 吨 的 补 贴 ，对
改 造 单 位 供 热 区 域 内 的 建 筑 节 能
改造、供热系统改造等项目优先纳
入 政 府 年 度 节 能 改 造 计 划 。 随 着

“煤改气”工程的不断深化，乌鲁木
齐也遇到了在气源上的难题，2013
年很多城市开始推广“煤改气”治理
模式，全国天然气供应的缺口达 100
多亿立方米。乌鲁木齐坚持与中石
油协调保证燃气的供应量，建立了调
气库，去年已经开始进行储气。

“搬”，企业出城入园。乌鲁木齐
3 年时间搬迁了 55 家污染企业。污
染企业的搬迁并没有影响企业的发
展，恰恰相反，搬迁企业通过实施清
洁生产和应用现代环保科技，实现了

“搬大、搬强、搬活、消除污染和安全
隐患”的目标，污染普遍得到控制。
结合搬迁调整产业结构，到今年，一、
二、三产业结构达 1.1:38.8:60.1。

“停”，电厂关停减排。年底完成
所有公用电厂 15 万千瓦以下机组、
企业自备电厂 5 万千瓦以下机组全
部关停，尤其是对五大公用电厂，经
集中攻坚，整体关停有 60 年建厂历
史的苇湖梁电厂，其余四大电厂实现
冬季减半发电。

“ 限 ”，黄 标 车 限 行 淘 汰 。 2011
年起，正式启动了在用机动车环保
标 志 的 核 发 工 作 。 在 此 基 础 上 ，
2013 年提高对机动车准入标准，严
格限制新车落户及外埠车辆转入，将
新落户车辆排放标准提高至国四标
准，燃气车辆提高至国五标准，外埠
车 转 入 同 步 实 行 新 车 落 户 标 准 。
2013年起全面实施了黄标车限行和无
标车禁行措施。2013年淘汰 3635辆，
2014年底将完成1.4万辆车的淘汰。

“控”，群策群力，综合管控。自
治区层 面 成 立 了 以 自 治 区 主 席 任
组 长 的 乌 鲁 木 齐 市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领导小组，向上协调落实国家政策
和资金。在市级层面，成立了由市
委 书 记 任 总 指 挥 长 的 大 气 污 染 治
理综合协调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
和 3 个 分 指 挥 部 ，形 成 了 从 天 到 地
的 立 体 化 管 控 模 式 ，即 人 大 管 天 、
政 协 管 地 ，充 分 发 挥 人 大 、政 协 的
监督作用，加强综合执法监管。在
市 人 设 立 大 气 污 染 专 项 督 查 指 挥
部 ，组 织 力 量 在 全 市 督 察 检 查 ；政
协 方 面 成 立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督 查 指
挥部，重点加强对市容卫生的综合
管控，结合乌鲁木齐冬季雨雪多的
特 点 ，提 出 了“ 即 下 即 清 、雪 停 路
净”清雪模式，同时坚持绿色清雪、
环保清雪标准，有力推动了全市市
容环境的持续改善。

六大举措有亮点

乌鲁木齐大气治理背水一战

对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