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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环境保
护部近日向媒体通报了 2015 年上半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数据公报。

环境保护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
司长刘炳江介绍说，根据有关规定，环境
保护部组织对 2015 年上半年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进
行了核查核算。2015 年上半年，全国化
学需氧量排放总量 1138.3 万吨，同比下
降 2.90%；氨氮排放总量 118.6 万吨，同
比下降 3.18%；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989.1
万吨，同比下降 4.63%；氮氧化物排放总

量 1002.8 万吨，同比下降 8.80%，4 项污
染物均较大幅度下降。

2015 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城镇（含
建制镇、工业园区）污水日处理能力 350
万吨，污水日处理能力累计达 1.75 亿吨；
270 个造纸、印染等重点项目实施废水
深度治理及回用工 程 ；3670 个 畜 禽 规
模养殖场完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 设 施 ；新 增 火 电 脱 硝 机 组 5980 万 千
瓦 ，脱 硝 装 机 容 量 累 计 达 7.5 亿 千 瓦 ，
占 火 电 总 装 机 容 量 的 87% ；6400 万 千
瓦 火 电 机 组 新 建 或 改 造 脱 硫 设 施 ，脱
硫 机 组 占 全 国 煤 电 总 装 机 容 量 的

96%；1.1 万 平 方 米 钢 铁 烧 结 机 新 增 烟
气 脱 硫 设 施 ，已 脱 硫 烧 结 机 面 积 累 计
达 13.4 万 平 方 米 ，占 烧 结 机 总 面 积 的
88% ；9200 万 吨 水 泥 熟 料 产 能 新 型 干
法 生 产 线 新 建 脱 硝 设 施 ，脱 硝 水 泥 熟
料 产 能 累 计 达 14.6 亿 吨 ，占 全 国 新 型
干 法 总 产 能 的 88% ；3.3 万 吨/日 平 板
玻璃生产线新建脱硝设施，脱硝平板玻
璃产能累计达 7.5 万吨/日，占全国总产
能的 43%。各地煤改气工程新增用气量
7.5亿立方米，替代燃煤 170万吨。

2015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情况详见今日三版

环境保护部发布上半年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数据公报

4项主要污染物均较大幅度下降

本报讯 福建省环保厅近日发布
通告，将在全省范围内清理环保违法
违规建设项目。

通告指出，当前，全省各地不同程
度存在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游离于
正常监管之外，既不利于环保工作，也影
响了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有的治污
设施不配套、运行管理不到位、直排或超
标排污现象明显；有的布局严重不合理、
对水源等需要重点保护的区域环境造
成危害；有的虽然污染防治设施基本

配套并符合达标排放要求，却因手续
不完备使投融资和生产经营受制约，
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环保手续。

今年以来，福建省环保厅以贯彻
新《环境保护法》为契机，组织开展环
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排查清理，进行
全面整顿整改，制定实施在建环保违
规项目认定条件和建成环保违规项目
备案条件，区别对待、分类处理，对不
符合认定和备案条件的，将依法关停
淘汰，对符合认定和备案条件的，将纳

入正常环保监管。
通告要求，全省所有排污单位对

现有已批、在建和已建成的建设项目
进行自查，限期于 2015 年 9 月底前填
报建设项目清理具体情况，如实申报
未批先建的在建或建成项目、已批但
未验收的建成投产项目等违法违规
建 设 项 目 。 对 2015 年 1 月 1 日 新 环
保 法 实 施 后 新 开 工 的 未 批 先 建 项
目 ，以 及 2015 年 9 月 底 前 未 申报且
未列入全省分级分类清理清单的在
建、建成环保违规项目，一经查实，将
严格依法查处。

福建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省环保厅届时将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
各排污单位申报的环保违规建设项目
逐一进行梳理核实，纳入分级分类清
理项目清单，落实查处整改、认定和备
案政策。 曾咏发

本报讯 为切实推动污染物减排工
作取得实效，安徽省政府近日决定对上
半年减排任务没有达到序时进度的安
庆、芜湖、阜阳、滁州市和列入国家目标
责任书减排项目进展缓慢的宿州市启动
黄色预警。

安徽省政府要求，相关地市要加快

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确保今年新（扩）
建的 34 家污水处理厂及再生水厂按期
投入运行。要加快配套管网建设及雨污
分流改造，确保计划提浓提量的 13 个城
镇污水处理厂达到预期要求。要加强污
水处理厂在线监测设施维护管理，对中
控系统不符合要求的，督促限期整改。

要做好污泥安全处置工作，今年年底前，
设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
要达到 75%以上（合肥市要达到 80%）。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和乡镇污水处理
设施必须按季度进行监督性监测，完善
台账。

在对上述五市启动黄色预警外，安
徽省环保厅梳理出 16 个地级市减排突
出问题清单，提出了整改要求与时限。

据了解，下一步，安徽省环保厅将加
大调度检查 频 次 ，对 重 点 减 排 项 目 建
设 进 度 依 然 严 重 滞 后 的 、问 题 整 改 不
及 时 或 屡 查 屡 犯 的 、违 法 排 污 屡 禁 不
止 的 地 方 ，将 约 谈 当 地 政 府 主 要 负 责
人，督促限期改正，必要时实行区域环
评限批。

陈刚

减排不力 进度缓慢

安徽对五市启动黄色预警 区别对待分类处理

福建清理环保违规项目

黑龙江省黑河
市环保部门和俄罗
斯阿穆尔州自然资
源部日前共同开展
了本年度最后一次
黑龙江水体水质联
合监测。

中俄双方环保
工作人员采集水样
后，将进行高锰酸
盐指数、化学需氧
量、重金属和有机
物 等 40 项 水 质 分
析工作。
本报记者吴殿峰
通讯员李恒志摄

“大阅兵”良好的空气质量让人
们享受到了蓝天的美丽。如何让蓝
天常在，让人民群众的期待变为现
实？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就新修
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

《大 气 法》）接 受 媒 体 采 访 时 说 ，新
《大气法》抓住了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这个主线，为推动大气污染物全防
全控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下一
步，环境保护部还将继续吸纳社会
各界的建议，把大气污染治理水平
提到新的高度。

潘岳介绍说，改善环境质量是
环保工作的根本目标。陈吉宁部长
多 次 指 出 ，环 境 质 量 是 核 心 ，是 根
本，环保工作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
核心。《大气法》修改过程中，人大立
法机关对此给予充分支持，从第一
条到最后一条，通篇都是围绕大气
质量改善目标这个主线展开的，其
中明确提及“大气环境质量”达 36 次
之多，接近全部条文的 1/3，这正是
此法的最大亮点。《大气法》明确提
出，防治大气污染应当以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为目标，并规定了地方政
府对辖区大气环境质量负责、环境
保护部对省级政府实行考核、未达
标 城 市 政 府 应 当 编 制 限 期 达 标 规
划、上级环保部门对未完成任务的
下级政府负责人实行约谈和区域限
批等一系列制度措施，为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全面转向以质量改善为核
心提供了法律保障。

潘岳说，立法要对执法真正够
用、管用。《大气法》立法宗旨明确、
制度主线清晰、监管措施严密、处罚
违法有力，有诸多创新，体现了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
要求，顺应了公众对改善环境质量

的新期待，明确了新时期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的重点，是一部符合当前
环保实际需要的法律。

潘岳说，修法过程中，很多环保
专业人士认为当前污染物排放总量
下降，但环境质量改善不明显，考核
质量改善比考核总量减排便于公众
监督，这完全正确。新《大气法》已
经吸纳了这些意见。环境质量的改
善是检验环保工作的唯一标准，环
保部门需要在过去工作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工作思路，改进考核方法，
直接回应公众的期待，让环保考核
工作和老百姓的感觉直接挂钩。

一是既要抓重点污染物，也要
抓其他污染物。影响大气质量的因
素 很 多 ，改 善 大 气 质 量 要 全 防 全
控。要从质量改善的需要倒推环保
工作重点，而不局限于部分行业和
企业的一两个指标。二是既要抓区
域 总 量 减 排 ，更 要 抓 点 源 排 放 达
标。目前企业排放超标相当普遍，
强化企业排放必须达标是基本要求，
假如企业排放达标而区域环境质量仍
然超标，那就应当实行总量控制。三
是既要抓固定源，也要抓非固定源。
除了控制工业企业等固定源外，对
于机动车船等流动源和农业面源也
要严格控制其污染物排放。

潘岳指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
下，《大气法》修订要处理好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从长远的角
度 看 ，制 定 中 国 特 色 的“ 清 洁 空 气
法”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饭要一口
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在现阶
段立法还要考虑实际需要和现实可
操作性，不能过于理想化。新《大气
法》已较好地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现状，秉持积极稳妥、突出重
点、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合理构建
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制度体系。

潘岳说，《大气法》修法充分体
现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整个过
程完全开放，听取公众意见贯穿始
终。以“公开”为例，新法要求公开
的有 11 处规定。如新《大气法》明确
要求，制定标准应当征求公众意见；
省级以上环保部门约谈地方政府的
情况、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建设单位
新建项目的环评文件、重点区域内的
大气监测信息和源解析结果、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突发重大环境事件监
测信息等都要向社会公开；环保部
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方
便公众举报，并反馈举报处理结果。

潘岳表示，《大气法》修订过程
中，我们也注意到舆论既有肯定，也
有质疑、批评，有些还比较尖锐。据
了解，提出意见的专家 学 者 都 是 长
期 关 心 环 保 事 业 的 热 心 人 士 。 正
是 由 于 有 来 自 不 同 方 面 的 意 见 建
议 ，才 推 动 了 新 法 内 容 的 不 断 完
善 。 除 向 他 们 表 示 衷 心 感 谢 外 ，
更 希 望 他 们 继 续 坦 诚 尖 锐 地 提 出
批 评 意 见 。 环 境 保 护 部 将 秉 持 开
放 ，虚 心 听 取 。 法 者 ，国 之 公 器 。
修订《大气法》，大家有权知情、参与
和监督，有责任积极建言献策。希望
社会各界不仅关注《大气法》的修订，也
要关注今后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
防治法的制修订；不仅关注立法，也
要关注法律的实施，再好的法关键
也在于能否真正执行到位。

潘岳最后说，现在公众无不怀
念“APEC 蓝”与“阅兵蓝”，同时也无
不忧虑蓝天易逝，“好景难常”。保
持良好环境质量，既要各级政府勇
于担当，也要环保部门监管到位；既
要企业改变生产方式，守法达标，还
要 公 众 转 变 生 活 方 式 ，人 人 参 与 。
同呼吸、共命运，大家一同携手留住
美丽蓝天。

努力留住美丽蓝天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谈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本报见习记者阎杰重庆报道 记
者日前从重庆市政府办公厅获悉，《重
庆市加强节能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
出，到 2020年，重庆将制修订节能地方
标准40项以上，建成节能标准化示范项
目10个以上，基本建成指标先进、符合
市情的节能标准化体系，主要高耗能
行业实现能耗限额标准全覆盖。

据了解，重庆计划在工业、能源、
建筑、交通运输、流通、公共机构、农业
等七大领域完善相关地方标准。其
中，工业领域将开展工业能效提升行

动，对重点耗能企业全面推行能效对
标达标；能源领域将重点制定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相关技术标准；建筑领域
将深入开展绿色建筑行动；交通运输
领域将推动“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
交通运输行动；流通领域重点抓好绿
色商场、市场建设；公共机构领域将着
力推动公共机构节水和资源回收利
用；农业领域将开展农业有机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等。

根据《方案》，重庆将实施节能标
准化示范工程。选择具有示范作用和
辐射效应的工业园区或重点用能企业

及产业集聚区域，组织建设一批节能
技术标准和节能产业标准化示范项
目，推广低温余热发电、吸收式热泵供
暖、冰蓄冷、高效电机及电机系统等先进
节能技术、设备，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
率。同时，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生产许
可、节能改造等领域，优先采用合同能源
管理、节能量评估等节能标准。推动能
源管理体系、系统经济运行等推荐性节
能标准在工业企业中的应用。

为严格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重
庆将以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为依据，
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
查制度，对石油加工、铁合金、水泥、钢
铁等高耗能行业的生产企业实施差别
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政策；以强制性能
效标准和交通工具燃料经济性标准为
依据，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节能产
品政府采购、能效标识制度。强制性
节能标准实施情况将纳入全市各级政
府节能目标责任考核。

重庆加强节能标准体系建设
2020 年实现高耗能行业能耗限额标准全覆盖

◆本报记者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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