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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安世远 通讯员夏连琪 景
淑媛西宁报道 青海省委近日召开常委
会议，审议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和《青海省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建设年度工作要点》。青海省委
书记骆惠宁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

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
为青海省与时俱进地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重要指导。要进一步深入学
习领会中央《意见》的精神实质，紧密结
合省情实际，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青海是国家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省情特殊，责任特殊。加快生态
文明建设是青海面向未来的战略抉择。
要把贯彻《意见》的过程作为认识再深化、
工作再谋实、行动再加快的过程，以《意
见》为纲领，以青海省《实施意见》为统领，

以国家批准的《青海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建设实施方案》为载体，以年度工作重
点为抓手，着力在生态环境保护、循环经
济发展、制度建设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
探索生态地位重要、资源富集、经济欠发
达、民族共融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
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实现青山常在、绿水常流、空气清新，让
人民群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
活，走出一条资源能支撑、环境能容纳、
生态受保护的科学发展新路子。

青海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再谋实 行动再加快

陈吉宁主持召开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环境保护部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实施方案，听取2015年1~4月预算执行情况、

《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 年）调查评估报告》、2014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情况的汇报

本报讯 未 来 5 年 ，北 京
将 减 掉 四 成 燃 煤 消 耗 。 北
京 市 政 府 日 前 发 布《北 京 市
进 一 步 促 进 能 源 清 洁 高 效
安 全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明 确 了 这
一目标。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
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
在 8800 万吨标准煤左右，其
中 优 质 能 源 比 重 要 提 高 到
92%左右，煤炭消费总量要控
制在 900万吨以内。

今年北京的煤炭消费总
量预计为 1500 万吨，也就是
说，未来 5 年，北京还将继续
减掉四成燃煤消耗。

《意 见》提 出 ，北 京 将 提
高 能 源 利 用 率 ，加 强 和 创 新

节 能 管 理 。 健 全 完 善 节 能
监 测 预 警 机 制 ，对 能 耗 超 标
的区县、行业（领域）和重点
用 能 单 位 实 行 用 能 调 控 。
建 立 能 源 审 计 机 制 ，推 行 全
领 域 清 洁 生 产 ，年 耗 能 在
5000 吨 标 准 煤 以 上 的 重 点
用 能 单 位 全 部 建 立 能 源 管
理体系。

同时，北京将对能耗超标
的区（县）、重点行业、单位实
行用能调控。

据了解，截至 2014 年底，
煤炭在北京市一次能源消费
结构中占比降至 20%，新能源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消 费 占 比 约
5%，到 2020 年，这一比重将提
高到 8%左右。

夏莉

北京燃煤消耗要再减4成
2020 年控制在 900万吨以内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日前再次遭受强降雨袭击，城区低洼地段积水严重。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刘晓星 见习记者刘俊超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这些曾经
真实的存在，现在却成为淮河流域人民
的期盼。

伴随着《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
下简称“水十条”）的出台，淮河治理又
翻开了新的篇章。在诸多刚性指标的
引领下，让淮河变清还有多少路要走？
带着这一问题记者走访了沿淮各省。

■历史：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50 年代淘米洗菜，60 年代洗衣灌
溉，70 年代水质变坏，80 年代鱼虾绝
代。”一段民谣真实反映了淮河饱经沧
桑的历史，淮河和沿岸人民在经济快速
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经历着切肤之痛。

“河面上漂着厚厚的泡沫，而且呛
人得很，离很远都能闻到刺鼻的味道。”
如今，沿岸居民谈起当年的淮河仍深有
感触。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淮河水污
染问题，将淮河流域列为国家“九五”期
间重点治理的“三河三湖”之首。1995
年，国务院发布了我国第一部流域性水
污染防治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
行条例》，明确提出淮河水体变清的治
理目标。

20 年来，淮河治污始终是国家和
流域四省的工作重点，制定规划方案、
签订责任书、关停“十五小”企业、达标
排 放 验 收 …… 一 个 个 重 大 举 措 相 继
出台。

一 项 项 强 有 力 的 保 障 措 施 相 继
出台：

在河南，省政府连续 18 年将地表
水质量责任目标纳入各地方政府目标
管理体系，每年与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

（市）政府签订《环境保护责任目标书》，
水质考核因子由 1 项、2 项到 21 项，目
标值逐步加严。

在安徽，省政府连续 18 年在淮河
流域枯水季节开展污染联防，流域各市
和省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采取扩大污
染联防范围、加大重点企业限排力度等
措施，有效防止了污染事故的发生。截
至 2014 年底，安徽省淮河流域共有 51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日处理能
力 达 219.1 万 吨 ，平 均 运 行 负 荷 率 达
94.6%。

一个个落到实处的管理机制逐步
建立：

河南省在运用行政手段改善水环
境质量的同时，不断探索综合运用法
律、经济、技术的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2009 年，河南省首先在淮河流域的沙
颍河流域实施水环境生态补偿制度，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省所有流域实
施了水环境生态补偿制度，逐步建立健
全了“超标就扣款、超标越多扣缴生态
补偿金越多、水质改善越多补偿生态补
偿金越多”的机制。

目前，淮河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
结果已成为国家考核淮河流域各省水
污染防治成效的重要依据。淮河流域
建立起以水功能区管理为核心的水资
源保护监督管理制度，完成流域水功能
区划和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工作，提
出了流域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加强入河
排污口监督管理，依法对新建的入河排
污口设置进行审批；通过采取枯水期污

染源限排、水闸防污调度及水质预警预
报等措施，有效减轻了水污染造成的
危害。

正如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副局
长程绪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20
年来，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特别是 2004 年以后，国家
实施对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考核，
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流域水污染治理，使
淮河流域重要河湖水质持续改善，2010
年以后水质基本保持稳定。”

■现状：水质逐步趋向好转

自上世纪 90 年代，淮河流域污染
治理成为全国水环境保护的主战场之
一，全力推进“关停十五小”、“淮河零点
行动”等工业点源治理行动，流域水质
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进入到 21 世纪，淮河流域污染防
治从单纯的点源向生活污染以及面源
污染综合治理发展，从侧重污染末端治
理逐步向源头和工业生产全过程控制
过渡，在 GDP 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情况
下，水质逐步好转。

数据显示，经过 20 年的努力，淮河
流域入河湖污染物大幅度削减，水质逐
步好转，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
入河排污量逐年下降：化学需氧量比
1993 年减少七成，氨氮入河排放量比
1993 年减少一半以上。1994 年，淮河
流 域 省 界 水 质 Ⅴ 类 和 劣 Ⅴ 类 比 例 为
77％，如今则下降到 45％。

来自安徽省环保厅的数据显示，安
徽省辖淮河流域总体水质由 8 年前的
重度污染好转为中度污染，2014 年全

流域Ⅰ～Ⅲ类水质比例达 43.7%。干
流总体水质由 7 年前的中度污染好转
为优，境内及出境的 11 个断面水质始
终保持在Ⅱ～Ⅲ类；支流劣Ⅴ类断面比
例比“九五”期间下降了 36.4 个百分比，
出境水质明显好于入境水质。

来自河南省环保厅的数据显示，经
过 20 年的不懈努力，淮河流域水环境
质量大幅改善，并趋于稳定，淮河干流
出省境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水以上。

同时，沿淮各省环境监管能力明显
提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淮
河流域仅安徽境内共建成有 44 个地表
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并实现了水质自动
监测数据实时网络传输和远程监控，达
到了及时掌握重点断面水体水质状况
和预警等目的。所有国控、省控重点污
染源均安装了在线监控装置，省、市两
级监控中心建成并联网运行，形成了对
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的实时监测和监控
能力。

■未来：仍需负重爬坡

由于人口众多、水资源分布与经济
社会发展布局不匹配，加之部分地区在
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水资源和环境
的保护力度不够，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淮河治理仍需负重爬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工农业生产
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需求急剧增长，带
来的废水、污水排放量也不断增加，给
淮河水污染防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

淮河变清 担子不轻？
——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系列报道之四

下转三版

本报记者周迎久廊坊报道 环保
产业项目合作对接会日前在河北省
廊坊市举行。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
出席会议并致辞。

周本顺指出，河北地处京畿要
地，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责任重
大、任务繁重。在解决污染问题过程
中，必然会带动起规模巨大的环保产
业。各级各部门要在转型升级过程
中把环保产业放在战略和全局的位

置来谋划和推动，特别注重加大对外
开放力度，通过项目和技术合作，提
升河北省环保产业发展水平。

周本顺指出，河北的环保产业发
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今后河
北要在环境治理中不走弯路走直路，
必须依靠开放，加强与先进国家的合
作。河北非常希望把世界上环保产
业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先进工艺、
先进管理经验引进来。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出席环保产业项目合作对接会

转型升级中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本报讯 福建省政府近日发布了
《关于 2015 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
排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 出 将 持 续 加 大 对 减 排 项 目 的 监
督检查力度，对未完成年度减排任
务的地区和企业实行“一票否决”，
对 未 按 期 完 成 的 园 区 实 施 限 批 或
摘牌。

据悉，福建今年污染物减排目标
为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均比
上年减排 0.5%；氮氧化物比上年减
排 1%。此外，城镇污水处理率要达
80%以 上 ，污 泥 无 害 化 处 理 处 置 率
达 到 50%以 上 ，规 模 化 畜 禽 养 殖 场
和 养 殖 小 区 80% 以 上 完 成 全 过 程
综合治理。

《意见》明确，要加快《城镇污水
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十二五”
规划》项目的建设进度。确保完成福
清第二、漳州东敦、平和文峰、龙岩红
坊、上杭第二、大田污水处理厂等 6
个国家责任书年度重点污水处理厂

新（扩）建项目。加快推进省级综合
改 革 建 设 试 点 镇 和“ 六 江 两 溪 ”流
域 沿 岸 1 公 里 范 围 内 乡 镇 的 污 水
处 理 工 作 。 抓 好 管 网 配 套 和 雨 污
分流，全面开展已建管网普查和维
护工作。

《意见》要求，福建今年要全面
完 成 省 级 以 上 工 业 园 区（开 发 区）
污水集中治理，加快推进省级以下
工业园区（开发区）污水集中治理，
完善污水管网设施建设，确保污水
全收集全处理。对工作推进不力、
未 按 期 完 成 的 园 区 实 行 限 批 或 摘
牌。同时，福建还将加强机动车排
放 治 理 。 全 面 供 应 符 合 国 家 第 四
阶段标准的车用汽油、柴油。全面
淘 汰 2005 年 年 底 前 注 册 运 营 的 黄
标 车 ，严 格 注 销 、报 废 、拆 解 工 作 ，
鼓 励 其 他 类 型 老 旧 机 动 车 提 前 报
废，严格限制不符合要求的机动车
转入。

熊敏桢李良 吴诚

福建出台减排工作意见
园区不达标将被限批或摘牌

贵州出台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行动计划

3年实施两千个治污项目
本报讯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近日

印发《贵州省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以
下简称《计划》），提出要以治水、治
气、治渣为重点，推进实施约 2000 个
污 染 治 理 项 目 ，从 2015 年 到 2017
年 ，用 3 年 时 间 基 本 解 决 环 保 设 施
总量不足问题，破解资源环境约束
瓶颈。

根据《计划》，贵阳市将实现生活
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其余设市城市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率 达 到 90%，县 城 达 到
85%；全省生活污水再生水平均利用
率达到 20%，工业废水排放稳定达标
率达到 90%以上；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达到 90%以上，出省断面水质达标率

达 100%。
在大气污染防治目标方面，《计

划》明确，工业污染源废气排放稳定
达标率要达到 90%以上；全省空气质
量有所改善，优良天数逐年提高；可
吸入颗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5%
以上；贵阳市环境空气质量稳定保持
在全国重点城市前列。

此外，《计划》还对实施城镇生
活 污 水 处 理 及 污 泥 处 置 设 施 建 设
工程，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及收运
系 统 建 设 工 程 ，水 泥 窑 协 同 处 置 、
焚 烧 等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置 工 程
等 多 个 方 面 提 出 具 体 要 求 和 建 设
意见。

黄运

本报记者王昆婷5月21日北京报
道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今日主持
召开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环境保护部落实《〈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实施方
案，听取 2015 年 1~4 月预算执行情况、

《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
年）调查评估报告》、2014 年主要污染
物总量减排考核情况的汇报。

会议认为，为完成好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涉及环保的工作任务，根据《国
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

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制定环境保护部
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
分工的意见》实施方案，是十分必要
的。实施方案按照工作、措施、人员、
时限“四落实”原则，在对国务院分工
意见中涉及环境保护部工作任务进行
梳理细化的基础上，明确了任务的责
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会议要
求，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统筹协调，精
心组织实施，定期督促检查，切实把国
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的各项决策部署和
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听取了 2015 年 1~4 月预算执
行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加快预算
执行进度、严格预算执行纪律，对于确
保资金使用安全、保障环保事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要求各单位必须进一
步强化管理责任，加快资金支付进度，
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加强健全预算执
行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努力提高预算
执行率。预算执行缓慢的部门和单
位，要认真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
加快执行进度。财务主管部门要加强
督促检查，加强调控调度，严格绩效考

核，确保资金支付计划和执行的顺利
完成。

会议听取了《全国生态环境十年
变化》（2000~2010 年）调查评估报告情
况的汇报。会议指出，环境保护部会
同中科院历时三年开展的调查评估工
作，经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
力，较好完成了调查评估方案编制、项
目预算申报、调查评估技术要求编制
和技术培训、遥感数据解译和野外实
地核查、数据校对与审核、数据库建
设、评估分析、报告编写等各项任务。

通过调查评估，基本掌握了十年间全
国生态系统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变化
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找出了生态系统变化及问题出现的主
要原因，提出了新时期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的对策与建议。调查评估结果对
于保护和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构建国
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提升国家和
地方生态环境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会议要求，有关部门要抓
紧会同中科院对全国生态环境调查评

估报告进行修改完善，报经国务院审
定后向社会发布。

会议听取了 2014 年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考核结果有关情况的汇报，
原则同意 2014 年考核结果。会议决
定，考核结果经进一步核准后，报经国
务院同意后发布。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吴晓青、
李干杰、翟青，纪检组长周英，党组成
员何捷出席会议。

机关各部门及有关部属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