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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市委、市政府始终把
让人民群众呼吸更加清新的空气作为
重要的民生实事，出台了《关于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五个决
不能”，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明确了指
导思想（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能以牺牲绿
水青山为代价换取金山银山；决不能以
影响未来发展为代价谋取当期增长和
眼前利益；决不能以破坏人与自然的关
系为代价获取表面繁荣；决不能对当前
环保突出问题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对
苗头性问题疏忽大意、无动于衷）。

2014 年，重庆市委常委会 3 次专题
研究大气污染防治方案。重庆市委书
记孙政才 33 次对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
作出批示，强调要强化系统整治，坚持
不懈地抓，打好攻坚战和持久战，扎实
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并在全市生态
文明建设大会上再次强调，要充分考虑
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的特别关切，解决
大气污染问题一刻也不能放松，努力消
除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重庆市长
黄奇帆先后 10 次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
研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发布了控制燃
煤、扬尘、机动车污染 3 个市长令，提出
都市功能核心区、拓展区（以下简称“都
市区”）要实现没有燃煤电厂、没有化工
厂、没有水泥厂、没有燃煤锅炉、没有采
石场和砖瓦窑等“五个没有”的要求，并
多次现场办公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中的重点问题。

2014 年，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重庆市以控制工业污染、扬
尘污染、交通污染及生活污染为重点，
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共
同奋斗，10 项举措全面发力，攻坚克难，
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庆都
市区优良天数从 2013 年的 206 天增加
到 246 天，增加了 40 天，比全国平均优
良天数多 5 天，在全国优良天数增幅排
名第六位；在 31 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由好到差排名第十三位，较 2013 年提
升 了 5 位 ，PM2.5 浓 度 比 上 年 下 降 了
7.1%。去年 7~8 月，3000 多名网友晒出
了自己拍摄的“重庆蓝”。

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按照国家要求，重庆市结合实际，
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进行了科学的、系
统的、全面的部署。2013 年国务院《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后，重庆市
制定了《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的实施意见》和《重庆市蓝天行动实施
方案（2013~2017年）》，确立了重庆市大气
污染防治采取“四控一增”的举措（对工业
污染、扬尘污染、交通污染、生活污染和增
强监管能力等五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
完善工作机制，计划用5年时间，投入160
多亿元，实施 2000 余个工程项目，预计
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 6.5 万吨，氮氧化
物排放量削减 7.1 万吨，PM10 排放量削
减 4.5 万吨，PM2.5 排放量削减 1.6 万吨，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量 削 减 5.2 万 吨 ，
PM2.5浓度下降 16%。其中，2014 年削减
二氧化硫 3万余吨、氮氧化物 6万余吨。

明确目标分解任务

根据工作安排，重庆市政府每年分
解下达了年度重点工作目标任务，明确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工程措施、管理措
施、技术措施、政策措施、应急措施，突
出关闭、淘汰、搬迁、改造、整治类大气
污染防治项目。重庆市政府发出《关于
印发 2014 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目
标任务分解的通知》、《关于印发都市功
能核心区和拓展区大气污染防治与湖
库整治重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将大气
污染防治目标任务分解到 38 个区县政
府、17 个市级部门，明确了时间表、任务
书、路线图，推进实施完成 889 个工程
项目，其中工业污染整治项目 411 个，

交通污染整治项目 160 个，扬尘污染整
治 项 目 226 个 ，生 活 污 染 整 治 项 目 70
个，监管能力项目 22个。

确保资金投入优惠政策执行
到位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落实各项优惠
政策措施。2014 年，重庆市大气污染防
治总投资 30 多亿元，制定了火电环保
电价、砖瓦窑关闭、锅炉煤改气补助、黄
标车淘汰及限行补偿、企业环保搬迁优
惠、水泥企业产能淘汰补助、企业脱硫
脱硝除尘补助等配套政策。在水泥、钢
铁、冶炼等 8 个行业实行差别化电价标
准政策，鼓励实行阶梯电价，严格落实
惩罚性电价政策。加大资金投入，重点
支持锅炉煤改气、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黄标车淘汰、砖瓦窑关闭、空气自动
站建设、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等项目，确
保工程项目顺利实施。

落实责任形成合力

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形成了齐抓共
管合力。重庆市建立和完善了“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环保牵头、部门协作、企
业履责、公众监督”的大气污染防治齐
抓共管机制。重庆市政府每年将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写入市政
府工作报告，纳入了全市环保工作要
点。定期召开调度会，检查调度工作进
展，研究解决困难和问题。

环保部门统筹协调，定期调度并配
合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开展督查督办工
作，市、区均成立蓝天行动督查组，强化
巡查督办机制。环保、发展改革、经信、
财政、公安、建设、市政、交通、物价、工
商、食药监、质监、气象等部门和中石
油、中石化、市燃气集团、市电力公司等
企业全年共召开 40 多个专题协调会，
联合印发了 20 多个配套文件，建立了
大气污染协调联动、空气质量预警预
控、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等机制，进一
步规范了标准和要求。

各区县政府结合辖区特点，层层落实
目标责任制，出台了蓝天行动实施方案和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将目标任务分解到
街镇、部门和企业，落实人员和责任，确保
各项工作任务顺利推进。社会公众广泛
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出了很多
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意见
建议。市内外媒体通过正面宣传和监督
报道，推动治理措施及时落实。

健全考核机制

强化督查考核，重庆市政府印发了

考核办法，实行空气质量改善“优良天
数增加、污染物浓度下降”目标、工程项
目完成情况“双目标”考核，要求“实考、
考实，拉开差距”。把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和工程项目清单具体分解下达到 38
个区县、17 个市级部门、重点工业企业，
将大气污染防治年度目标纳入区县经
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突出空气质量改
善和措施完成情况，严格扣分制、加分
制，实行奖惩制度。实施空气质量排名
制度，每月定期公布都市区各区的排名
情况。

全面推进工业污染防治

重庆市曾是老工业城市，为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2014 年，在工业污染防治
方面主要抓了五个重点。

大力实施环保关闭和搬迁。搬迁、
关闭都市区九龙电厂、重庆发电厂 1 号
机组、磨心坡电厂、龙桥火电厂和 25 家
烧结砖瓦窑企业。累计完成重庆钢铁
公司、重庆天原化工公司、嘉陵化工公
司等 235 家大气污染隐患企业的环保
搬迁，关闭淘汰水泥 1465 万吨、炼钢 50
万吨、焦炭 300 万吨、小火电机组 26.5
万千瓦。攀钢集团重庆钛业公司、拉法
基南山工厂也即将关闭。

加快淘汰燃煤锅炉。制定清洁能
源推广优惠政策并完善供气管道及配
套设施；淘汰重庆啤酒公司、大新药业
等企业 512 台燃煤锅炉，约 1163 蒸吨/
小时，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累计
改造燃煤锅炉 4500 余台约 3800 蒸吨/
小时，主城区基本建成无煤区。

深化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全
面实施重点工业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
任标准化建设工作，所有新建燃煤机组
均完成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建设，完成
了重钢公司、华能珞璜电厂等 29 家企
业 34 台火电机组、烧结机、水泥窑烟气
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建设，完成工业企
业废气深度治理 148家。

积极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推
动汽车涂装、印刷包装、有机化工等 13
家企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长安汽
车渝北工厂正投入 1 亿多元开展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

严把环境准入关。结合五大功能
区域发展战略，出台《重庆市产业投资
禁投清单》、《重庆市工业项目环境准入
规定》，完善了环保负面清单，严格控制
火电、水泥以及燃煤锅炉项目。

抓好交通污染防治

重庆是长江上游重要中心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迅速，车辆持续快速增长，

交通污染比重越来越大，2014 年，在交
通污染防治方面主要抓了 6个重点。

加快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颁布
实施黄标车限行通告，出台了限行方案
和淘汰补贴标准，设置禁行标志牌 355
块；对 3 个检验周期未年审的车辆实行
强制注销，对违章车辆发出处罚通知书
4729 份。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11.2 万
辆，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

严格车辆环保准入和环保标志管
理。建成机动车排气检测电子监控管
理系统和 38 个区县机动车排气简易工
况法检测站。严格执行车辆环保准入，
未达到排放标准的新车，不予办理注册
登记、不发放环保标志；未达标的在用
车辆，不得通过年审、不得上路行驶、不
予转入重庆市。

完善机动车道路抽检。使用监控
装置、电子车牌抓拍违章行驶的黄标
车、老旧车、冒黑烟车辆。设置 8 个机
动车排气路检点、遥测点，遥测机动车 7
万辆次，查处超标及冒黑烟车 2.5 万辆
次。

加强油品质量检查和油气回收管
理。车用柴油、车用汽油均提升至国四
标准；开展源头控制，加强油品质量监
管工作，开展油品检测 553 个批次，对
36 个批次油品经营者实施处罚。完成
都市区 330 座加油站、16 座储油库、106
辆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

限制货运车辆入城。在绕城高速
公路附近建设大型货运车辆等候区，每
天 7 点至 21 点在内环快速路禁止货运
车辆通行，完成盘溪、朝天门等货运场
站外迁工作。

发展清洁能源汽车。都市区所有
公交车和出租车一律使用天然气，发展
天 然 气 汽 车 8 万 辆 、新 能 源 汽 车 1933
辆、纯电动车 1300 辆。出台了城市公
交“1 小时免费换乘”优惠政策，轨道交
通通车里程达到 202 公里，公共交通公
众出行分担率近 60%。

强化扬尘污染控制

重庆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工地众
多，施工扬尘和道路扬尘污染凸显。近
期对重庆市都市区本地源解析表明，扬
尘占 41%，已经成为都市区大气的主要
污染源。2014 年，在扬尘污染防治方面
抓了三个重点。

开展工地扬尘控制。落实施工扬
尘八项强制性规定。开展 265 个扬尘
控制示范工地创建工作，安装工地冲洗
装置 200 余套，购置土石方工地水炮 20
台。

开展道路扬尘控制。市政部门明
确清扫保洁措施。制定了道路清扫保
洁和精细化管理规程，新增高性能道路
清扫保洁车 73 台，着力加大 400 余条
主、次干道清扫保洁和冲洗频次，道路
机扫率提升到 86%。

开展运输扬尘控制。规范整治都
市区建筑垃圾密闭运输，通过政府补贴
完成了 3942 辆建筑渣土运输车密闭装
置的升级改造，实行硬密闭与软密闭相
结合，安装了卫星定位装置，从源头上
控制运输扬尘，同时，加大了联合执法
力度，联合严查带泥脏车入城。

开展生活污染防治

随着城市发展，都市区人口增长迅
速，餐饮业、居民等排放的餐饮油烟量
大面广治理困难，近期对重庆市都市区

本地源解析表明，生活污染源已经从过
去的 10%上升到 16%，必须加大治理力
度遏制住上升势头。

整治餐饮油烟。制定餐饮业油烟
治理方案和标准，完成扰民餐馆油烟治
理 2381 家，督促其安装新型高效油烟
净化器。

扩大无煤区建设。督促区县推动
学校、居民、市场、食堂、摊点禁用煤炭，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巩固和扩大无煤社
区、无煤街道、基本无煤场镇 424个。

整治烟熏腊肉、“柴火鸡”餐饮以及
露天焚烧行为。通过大力宣传引导，得
到了重庆广大市民和“柴火鸡”餐饮经
营者的理解和支持，主动进行积极纠正
和整改。现场检查 1214 个点，其中 243
处露天烧烤点、439 处烟熏腊肉摊点、
131 处露天焚烧垃圾点得到及时的纠
正，401 家“柴火鸡”土灶餐馆正在积极
改用清洁能源。

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监管能力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了《重庆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立法调研及起草工
作，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和代表年度视察活动。制定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积极防范空气重污染天

气，在空气污染时，即启动实施“五减两
增”等企业限产减排、土石方工地停工、
人工增雨等应对措施，有效遏制了空气
质量恶化趋势。

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开展了都
市区空气质量监测预报工作。增设和
升级改造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都市区
各区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由 17 个增
加到 30 个。加强宣传，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十进”活动，做到空气质量实时数
据 、预 报 数 据 的 信 息 公 开 ，每 天 发 送
3000 余条手机信息。

虽然重庆市的空气质量比过去有
了较大改善，但与老百姓呼吸更加清新
空气的愿望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空气
质量改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而
道远。2015 年，面对大气污染防治严峻
形势，为争取更多的蓝天，为让老百姓
呼吸上更清新的空气，重庆市丝毫不敢
松懈怠慢，将全面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系
列工作，切实打好大气污染防治的攻坚
战和持久战。

重庆市采取十项举措努力改善空气质量

关停九龙发电厂。

大气监测超级实验站站房内景。加大道路冲洗力度。加强工地扬尘控制。

宜居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