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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 环境保护部发布6月份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三大区域同比均有所改善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环境保

护部近日向媒体发布了 2015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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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
说 ，6 月 ，74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25.9%～100%之间。其中，深圳、厦门、
海口、贵阳、昆明、中山、珠海、惠州、南
宁、肇庆、江门、广州、东莞、丽水、佛山、
西宁、南昌、长沙和衢 州 等 19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100%，重 庆 、秦 皇
岛 和 常 州 等 21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80% ～100% 之 间 ，苏 州 、杭州和
银 川 等 25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50%～80%之间，济南、衡水和保定等 9
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不足 50%。超标
天 数 中 以 O3 为 首 要 污 染 物 的 天 数 最
多，其次是 PM2.5。

按 照 城 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评价，6 月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 10 个城
市依次是唐山、郑州、济南、邢台、保定、
邯郸、衡水、太原、石家庄和廊坊；空气
质 量 相 对 较 好 的 10 个 城 市 依 次 是 珠
海、海 口 、中 山 、江 门 、深 圳 、惠 州 、东
莞、昆明、厦门和南宁。

京津冀区域 13 个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33.3% ～96.7% 之
间。其中，秦皇岛市达标天数比例为
96.7% ，石 家 庄 、承 德 、张 家 口 、廊 坊 、
沧 州 和 唐 山 等 6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50% ～80% 之 间 ，天 津 、邢 台 、
邯 郸 、北 京 、保 定 和 衡 水 等 6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不 足 50% 。 超 标 天
数 中 以 O3 为 首 要 污 染 物 的 天 数 最
多 ，其 次 是 PM2.5。 PM2.5 月 均 浓 度 与
上年同比下降 6.5%，与上月环比上升
3.6%；PM10 月 均 浓 度 与 上 年 同 比 下 降
3.8%，与上月环比下降 9.1%；SO2 月均
浓 度 与 上 年 同 比 下 降 22.2% ，与 上 月
环 比 下 降 16.0% ；NO2 月 均 浓 度 与 上
年 同 比 下 降 2.9% ，与 上 月 环 比 下 降
8.3%；CO 日均值与上年同比及上月环
比均持平；O3日最大 8 小时值与上年同
比下降 5.4 个百分点，与上月环比上升

4.1个百分点。
北京市达标天数比例为 43.3%，出

现 重 度 污 染 1 天 ，未 出 现 严 重 污 染 天
气。超标天数中以 O3 为首要污染物的
天数最多，其次是 PM2.5。PM2.5 月均浓
度为 62μg/m3，与上年同比上升 10.7%，
与上月环比上升 10.7%；PM10 月均浓度
为 74μg/m3，与上年同比下降 1.3%，与
上月环比下降 20.4%；SO2 月均浓度为
7μg/m3，与上年同比持平，与上月环比
下降 22.2%；NO2月均浓度为 37μg/m3，
与上年同比下降 11.9%，与上月环比下
降 7.5%；CO 日均值未出现超标现象，
与上年同比和上月环比均持平；O3日最
大 8 小时值超标率为 44.8%，与上年同
比上升 1.5 个百分点，与上月环比上升
6.1个百分点。

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
标天数比例在 43.3%～100%之间。其
中，丽水和衢州两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
例为 100%，常州、金华、宁波、台州、舟
山 、温 州 、上 海 、绍 兴 和 嘉 兴 等 9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为 80% ～100%
之 间 ，苏 州 、杭 州 、湖 州 、无 锡 、盐 城 、
连 云 港 、徐 州 、扬 州 、南 京 、南 通 、镇
江 、泰 州 和 淮 安 等 13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50% ～80% 之 间 ，宿 迁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不 足 50% 。 超 标 天
数 中 以 O3 为 首 要 污 染 物 的 天 数 最

多 ，其 次 是 PM2.5。 PM2.5 月 均 浓 度 与
上 年 同 比 下 降 29.3% ，与 上 月 环 比 下
降 8.9%；PM10 月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
降 17.9% ，与 上 月 环 比 下 降 8.0% ；SO2

月 均 浓 度 与 上 年 同 比 下 降 15.8% ，与
上 月 环 比 下 降 15.8% ；NO2 月 均 浓 度
与上年同比下降 6.3%，与上月环比下
降 11.8%；CO 日均值与上年同比和上
月环比均持平；O3日最大 8 小时值与上
年同比下降 5.1 个百分点，与上月环比
上升 1.9个百分点。

珠三角区域 9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
标天数比例均为 100%。PM2.5月均浓度
与上年同比下降 44.4%，与上月环比下
降 25.0%；PM10 月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
降 36.4%，与上月环比下降 15.2%；SO2

月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降 15.4%，与上
月环比持平；NO2月均浓度与上年同比
下 降 28.6% ，与 上 月 环 比 下 降 11.8% ；
CO 日均值与上年同比和上月环比均
持平；O3日最大 8 小时值与上年同比下
降 15.6 个百分点，与上月环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罗毅说，总体来看，6 月京津冀区域
空气质量与上年同比有所好转，与上月
环比有所下降；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与
上年同比有所改善，与上月环比略有下
降；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与上年同比和
上月环比均有所改善。

本报讯 根据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潘岳、李干杰的批示精神，环境保护
部自然生态保护司保护区处日前对
群众来信反映的四川省甘孜州海螺
沟景区重复投资新建温泉公园及观
光客运索道，侵占大片原始森林及保
护区植被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自然生态保护司保护区处先请
环境保护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对群
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卫星遥感
监测，随后通知四川省环保厅开展对
遥感监测结果的实地核查工作。

卫星遥感监测结果显示，海螺沟
景区共发现已建成旅游设施 6 处，其
中 4 处在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
验区内，两处在保护区外。根据动态
监测，景区一号营地、四号营地和保
护区外的旅游设施有扩建痕迹。针
对来信反映的新建旅游设施，在卫星
遥感监测结果中未能发现新建温泉
公 园 痕 迹 ，因 遥 感 影 像 分 辨 率 的 限
制，无法识别索道，需要实地检查。

四川省环保厅根据群众反映的情
况，派工作人员赴现场开展了核查。工
作人员根据卫星遥感监测结果对群众
来信反映的问题与涉及贡嘎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其他建设项目均开展了
核查。

资料显示，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
族自治州的康定县、泸定县、九龙县
和雅安市的石棉县，总面积 409143.5
公顷。1996 年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

1997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
区以保护高山生物多样性及多元生态系
统为主，主管部门为国家林业局。海螺
沟是国家 AAAA 级风景名胜区，位于四
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摩西镇境内，总体与
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相重
叠，1998 年开始开发建设相关旅游设施。

群众来信反映的温泉公园和观光索
道均为规划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准备工
作，尚未动工建设。

温泉公园是根据甘孜州委、州政府
领导 2013 年 7 月 16 日海螺沟灾情现场
会要求及 2013 年 7 月 27 日甘孜州人民
政府第六次州长例会上部署的计划建
设。由甘孜州海螺沟贡嘎山天沐森林温
泉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项
目计划选址位于海螺沟大湾子片区，海
拔 2380 米，规划总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内容为温泉构筑物及配套附属
设施，项目整体位于贡嘎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实验区。

观光索道项目实施主体为甘孜州贡
嘎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内容为索
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规划总长度 3.9 公
里，规划总面积约 500 平方米，索道整体
位于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除群众来信反映的内容外，景区还
拟建 1 个快餐中心建设项目，位于自然
保护区实验区，也处于前期准备阶段，尚
未开工建设。

现场核查结果与卫星遥感监测结果
基本一致。

经四川省环保厅现场调查核实，海

螺沟景区还涉及其他建设项目 9 个。
其中已建项目 4个，位于自然保护区实
验区内两个，分别为海螺沟冰川索道项
目和海螺沟二号营地，均无环保审批手
续，涉嫌未批先建并投入正式运行，海
螺沟二号营地项目因部分设施在 2013
年被泥石流冲毁目前处于停业状态；位
于保护区外建设项目两个，均有相应环
保审批手续，但未经环保验收。在建项
目 5个，均位于自然保护区外，其中 3个
有环保审批手续，但未经环保验收，两
个无环保手续，属未批先建。

根据上述现场核查情况，四川省
环保厅已要求海 螺 沟 景 区 管 理 局 严
格 按 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相 关 规 定
切 实 履 行 管 理 职 能 ，监 督 拟 建 项 目
业 主 依 法 履 行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义 务 ，
在 未 取 得 相 关 审 批 手 续 前 ，不得开
工建设。

同时，四川省环保厅向甘孜州环
保局下达了环境监察通知书，要求对
发现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并开
展后督察，在 7 月 30 日前上报后督察
结果。

海螺沟景区被指违规建设
四川省环保厅要求，未取得审批手续不得开工

落实领导批示

维护群众权益

本报见习记者张平 崔万杰银川报
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发
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 评 价 文 件 分 级 审 批 规 定（2015 年
本）》（以下简称《规定》），对环评工作
提出新要求，对建设项目审批备案作出
新规定。

《规定》要求，进一步向地、市、县下
放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限，全区各级环
保部门应当以改善环境质量、优化经济
发展为目标，切实发挥规划环评的调控

约束作用。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落实
重点污染 物 排 放 总 量 前 置 要 求 ，禁 止
审 批 国 家 和自治区列为淘汰类的建设
项目。

《规定》突出环评管理工作重点，依
据项目环境风险的大小，强化分级分类
管理，采取登记表项目试行备案制，缩
小环评审批范围约 50%。

根据《规定》，火电站、热电站、炼铁
炼钢等环境风险大的项目环评由自治
区环保厅审批；电石、铁合金、焦化、涉

及重点重金属排放等环境风险较大的
项目环评以及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脱
硫脱硝等地方减排工程由设区的市环
保局审批；交通类建设项目中除跨市的
项目外，全部下放到市或县审批。

据自治区环保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规定》施行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分级审批管理
规定，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监管，强化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
管，提高审批工作效率。

宁夏修订建设项目环评分级审批规定

审批范围缩小约一半

中央气象台 7
月 13 日 6 时继续发
布高温黄色预警：7
月 13 日 ~14 日 ，华
北大部、黄淮、江淮
西部、江汉、江南中
西部、华南大部以
及重庆、陕西关中
等 地 有 35～37℃
的高温天气，其中
北京、天津、河北中
南部、山东西部、河
南中北部等地的部
分 地 区 可 达 38～
40℃。图为高温下
的北京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
中国日报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吴玉萍兰州报道 甘肃
省长刘伟平日前主持召开省政府第
85 次常务会议，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精神，研究
贯彻落实会议审议通过的《环境保护
督察方案（试行）》和《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建设方案》的措施。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精神，
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
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
和全过程，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动真碰硬、
狠抓落实，力求早见成效。

会议指出，要在明确督察重点对
象、重点内容、进度安排、组织形式和
实施办法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环保督
察工作机制，把环境问题突出、发生
重大环境事件、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
力的市（州）作为先期督察对象，切实
做到早发现、早整改、早杜绝，推动形
成“政府负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
理、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大环保工
作机制，切实改善环境质量。

会议同时指出，要优化环境监测
网络，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
高生态环境监测立体化、自动化、智
能化水平。要加强专业人员的教育
培训，强化监测质量管理，落实政府、
企业、社会的责任和权利，推动形成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
监督的生态环境监测新格局。

刘伟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以求真务
实的精神，及早谋划、迅速行动，高效
有序推进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让人
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甘肃省长刘伟平指出

有序推进各项改革的落实

本报记者闫艳 李莉7月13日南
京报道 江苏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今
日在南京召开。江苏省委书记罗志
军在会上指出，虽然经济形势比较
紧，但坚决不能打开环境保护这道

“闸”，不能用弱化环保约束、降低环
保要求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据悉，今年上半年，江苏省通过
培育消费新模式、优化投资结构和对
外贸易结构，着力壮大新的经济增长
点。统计显示，新兴产业实现销售收
入超过两万亿元，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业营业收入增长 58.8%。三次产业比
例发生标志性变化，第三产业占比达
48.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罗志军说，上半年江苏省在生态
文明建设上拿出了一些硬招，深入实
施“七大行动”，严格抓好生态空间管
控与保护，狠抓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防
治，进一步提高环境准入标准、污染
物排放标准和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深
入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出台环境保护

大检查方案和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
意 见 ，不 断 强 化 绿 色 化 发 展 导 向 。
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全省 PM2.5

平 均 浓 度 较 2013 年 同 期 下 降 了
15.7%，完成村庄环境整治阶段性目
标任务，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
率达到 86.5%。

罗志军强调，我国发展已经到了
必须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全省
一定要深刻理解，把生态文明建设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江苏省“十二
五”前 4 年各项约束性环保指标均达
到规划序时目标或完成国家考核任
务，但决不能有丝毫松懈。

他指出，要按照“保护面积不减、
核心功能不降”的原则，对全省生态
红线区域组织补充、优化和调整，确
保年底前各省辖市全部出台生态红
线规划、管控办法和补偿政策。要坚
决守住耕地红线，深入推进节约集约
用地，不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要严
格实施项目能评和环评制度，实施取

水许可证制度，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 评 估 办 法 ，逐 步 扩 大 绿 色 评 估
范围。

罗志军指出，要以改善环境质量
为核心，坚决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三大战役，抓紧出台落实国务院

“水十条”实施方案，深入开展新一轮
太湖治理，不折不扣落实污染减排计
划，确保完成年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任务。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改善
城乡环境。

罗 志 军 强 调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根本上要靠制度保障。前不久，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又审议通过了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的 4 个文件，明确了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等刚性要求，
要抓紧制定出台相关意见和办法，并
不折不扣地落实好。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强调

坚决不能打开环保这道闸

党政“一把手”抓环保

本报见习记者李拉海口报道 海南
省生态环保厅日前通报各市（县）和洋
浦经济开发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空气质量改善任务完成情况。与去
年相比，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稳
定，优良天数比例基本持平，主要污染
物浓度总体变化不大。

通报结果显示，由于个别市（县）政
府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视不够、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大气污染监
管执法力量薄弱，海口、儋州等 11 个市

（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实现 2014 年空
气质量改善目标，三亚、文昌等 7 个市

（县）未实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海南省生态环保厅要求，各市（县）

政府要切实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
负责，制定有力措施，加强统筹协调，细

化部门职责，形成有关部门齐抓共管
的工作机制；督促企业依法落实防治
污染的主体责任，确保《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海南省生态环保厅同时要求，加
强对建筑、道路等施工工地的监管，严
格要求施工工地实施全封闭围挡，工
地堆土进行全覆盖或围挡，定时洒水
降尘；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等低尘作
业方式，减少道路扬尘污染。加大对
餐饮油烟的监管力度，要求城区内餐
饮服务场所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
严格限制城区露天烧烤，适当划定集
中烧烤片区。全面落实黄标车提前淘
汰财政补贴政策，确保完成 2015 年黄
标车淘汰工作。

根据部署，各市（县）要成立大气

污染防治监管执法队伍，不定期对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定期进行通报。切实加强环境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工作，安排专人专职负责空气
自动站运行管理，确保监测数据的连续
性和有效性。

海南通报空气质量改善情况

三亚文昌等7地未实现目标

制图王淼 陈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