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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邢飞龙

在12月10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天津市副市
长尹海林、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介绍京津冀协
同发展有关情况，并就京津冀雾霾等问题回答提问。

京津冀三地联手重拳治霾
生态环保、产业转移列入协同发展重点工作领域

从北京看，北京与河北共建曹妃甸协同发展
示范区，设立了 200 亿元的首钢京冀协同发展投
资基金，20 多家北京企业到曹妃甸落户发展，其
中首钢京唐二期项目总投资约 448 亿元，今年 8 月
份已开工。北京现代第四工厂落户河北沧州并于
今年 4 月实现开工建设，2016 年建成后将形成年
产整车 30万台的产能。

另外，北京市正积极探索由北京市食品药品
监管局实施异地监管，推动北京地区 22 家生物制
药企业集中签约落户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
园。

依托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优势，北京市正积极
推动中关村示范区、亦庄开发区与津冀合作共建
大数据走廊、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等科技园区，加
快打造跨京津冀科技创新园区链，促进三地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服务链深度融合，努
力建设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据统计，
2014 年中关村向河北省输出技术合同 1483 项，成
交额 40.4 亿元，同比增长 44.1%；今年 1~9 月，北京
输出到天津、河北的技术合同 2192 项，同比增长
4.6%。

而对于天津来说，积极对接北京创新资源和
科技成果，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一
体、联动发展才是重中之重。

今年 1～10 月，北京、河北在津投资资金到位

额超过 1520 亿元，占全市利用内资 43%。天津企
业到河北省投资项目 648 个，到位资金约 300 亿
元。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武清京津产业新
城、未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宝坻京津中关村
科技城、以及天津—河北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天
津—河北协同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合作平台也都加
快了建设进程。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河北省的
功能定位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
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
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按照定位，河北省与北
京、天津密切合作，分别签署了“京冀 6+1”、“津冀
4+1”合作协议，一大批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
合作项目相继实施：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
试验区、中关村在河北开设多个分园、创新基地，
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也进入报批阶段。

按照“三个领域率先突破”的部署，河北省
1～10 月份共引进京津项目 3621 个、资金 2748 亿
元，分别占全省的 39.6%和 47.3%。北京现代第四
工厂、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园等项目加快建设，白沟
大红门国际服装城、北京新发地高碑店农副产品
物流园区等投入运营；依托京津科研优势和中关
村、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贡献园区，积极承接
京津的科研成果转化。

据李士祥介绍，北京市正在深化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积极推进张承生
态功能区建设。此外，京津冀机动车排放污染控
制协同治理、水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合作
协议等有关文件也相继签署。

据了解，2014 年，北京市完成 10 万亩京冀生
态水源保护林、张家口坝上地区 25 万亩退化林分
改造。今年 1～9 月，完成全年建设京冀生态水源
保护林 10 万亩任务的 90%。此外，京津风沙源治
理二期工程、51 万亩张家口坝上地区退化林分改
造、10.3 万亩密云水库上游稻改旱工程、张承水资
源环境治理合作等项目也在加快实施。

目前，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已正式签署《京津
冀区域环保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以联合执法、统一规
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协同治污等 10 个方面作

为突破口进行联防联控。据悉，天津已先后投入
4 亿元与河北省沧州市、唐山市联合治理大气污
染，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协作。

与此同时，首次京津冀环境执法与环境应急
联席会议也在天津召开，正式启动了京津冀环境
执法联动工作机制。

而经济基础稍显“单薄”的河北省也已经全面
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在全国率先开展“拔烟
囱”等专项活动，并对 600 余家重点污染企业安装
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此外，河北省也已谋划启动
了环京津 3 个百万亩成片森林建设。目前河北省
共完成造林 510万亩，森林覆盖率接近 30%。

据统计，今年北京市 1～11 月全市 PM2.5 累计
平均浓度 7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6%；河北
省 1～11 月 全 省 PM2.5 平 均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达
24.5%，收效明显。

在提及京津冀地区雾霾问题时，李士祥认为，
大气污染治理首先是“防”，即压减燃煤、减少机动
车尾气排放、降低工业企业污染、减少工地道路扬
尘等；二是“测”，目前北京共有 36 个大气质量监
测点，将来这个数字将翻一倍，同时还要增加移动
监测点位的设置；三是“治”，一方面要靠地方自我
主动作为，另一方面要靠京津冀三地联防联控；四
是“限”，一方面要限制燃煤，另一方面要限制机动
车。“治霾的难处就在于执法，必须加大执法力度，
严格执法。”李士祥说。

在尹海林看来，雾霾的产生“是长期积累的结
果”。他认为，京津冀地区污染物排放量大，同时
由于地形、气候等因素，不利于污染物扩散，极易
形成雾霾。要解决雾霾问题，必须加大区域间的
合作力度，“要统一行动，今后再有这种大的雾霾
天气，加强预警预报，三地联合统一行动。”

杨崇勇在谈到雾霾问题时表示，河北省产业
结构偏向重型化，同时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比例达
到 80%～90%，所以污染严重。要治理好大气污
染问题，一是要加快三方之间应急机制的完善，

“雾霾严重的时候要互通消息，赶快采取应急措
施。国际国内专家认为，在雾霾严重的时候采取
应急措施，可以把污染下降 20%～30%，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举措。”二是要对一些重点的污染源进
行防治。“以河北为例，六大耗能产业绝对是重点
污染源，我们这两年对 612 家主要的电力、钢铁、
水泥企业，一家一家搞脱硫脱硝除尘。”杨崇勇认
为，应加强企业监控系统建设，同时还要狠抓电厂
改造、机动车排放以及农村能源问题，“省委省政
府决心很大，也看得准。怎样使老百姓都能够关
心、支持和参与，来共同解决污染问题，我觉得还
任重道远。”

生态环境联防联治联建成果显著

三地联手重拳治霾

产业转移对接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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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雾霾在行动——

本报记者邵丽华 见习记者刘俊超郑州报道 鉴
于 12 月 8 日～12 日，大气扩散条件总体形势不利，
京津冀中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区域重污染天
气可能持续，局部地区可能出现严重污染情况，河南
省政府近期再次对全省今冬明春重污染天气应对措
施，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在相应等级采取必
要应急措施。此前，12 月 4 号河南省政府已印发《关
于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工作通知》。

郑州率先启动Ⅰ级应急措施

记者从郑州市环保局获悉，12 月 9 号中午，郑州
市提前启动Ⅰ级应急预案，7 日、8 日连续两天 AQI
超过 300，达到严重污染等级。根据郑州市环保局
12 月 9 日空气质量预测，近日，空气质量形势依然为
重度污染或严重污染，与环境保护部此前预测结果
一致。

按照河南省有关文件要求，经郑州市政府研究
决定，将此前实施的Ⅱ级应急减排措施提高为Ⅰ级
应急减排措施。

预案要求，全市所有建筑施工工地全部停工。
按照应急减排限产、停产企 业 名 单 ，落 实 企 业 限
产 、停 产 措 施 ，实 现 二 氧 化 硫 、烟（粉）尘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量 削 减 50%以 上 ；全 市 非 道 路 移 动 工 程 机
械停止施工作业等，并对每项措施明确牵头单位
和责任单位。

全省各地启动Ⅲ级以上应急预案

通过河南省环保厅调度信息显示，截至 12 月 9
日，全省 28 个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全部启动了应
急减排措施，其中郑州Ⅰ级，开封、洛阳、平顶山等
19 个地方启动了Ⅱ级应急减排措施，南阳、信阳、兰
考等启动了Ⅲ级应急减排措施。

全省限产企业 984 家、停产企业 3345 家，建筑工
地停工 2589 个，全省总计 633 个督导组共 2911 人深
入一线实施综合督察，监测监督项目 4860 个，纠正
整治项目 322个。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预报

12 月 11 日，受冷空气影响，全省以良和轻度污
染为主。

12 月 12 日～13 日，全省扩散条件一般，中部郑
州等，北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为轻度至中度污
染，其他地区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

或 PM10。
12 月 14 日，河南省中部郑州，东北部濮阳，北部

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为中度至重度污染；东部商
丘、周口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良至轻度
污染。

本报记者周迎久石家庄报道
连日雾霾天气，河北省各设区市无
一幸免。对于此次雾霾过程，河北
省积极应对，相关市及时启动和升
级了预警级别。目前，河北省环保
厅督导组也已分赴各地，严查排污，
对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从快
查处。

从 12 月 9 日开始，河北省雾霾
程度有所加重。经河北省环境应急
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省气象台
会商，12 月 10 日以及 12 月 12 日～
13 日，石家庄、保定、衡水、邢台、邯
郸、廊坊、定州、辛集将出现连续环
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 300 的
重污染天气。

为 应 对 重 污 染 天 气 ，河 北 省
大 气 办 下 发 通 知 ，要 求 上 述 6 个
设区市和两个省直管县（市）启动
或维持重污染天气橙色（Ⅱ级）及
以 上 应 急 响 应 ，同 时 加 强 督 导 检
查 ，确 保 各 项 应 急 响 应 措 施 落 实

到位。
12 月 6 日，河北省环境执法监察

局组织 7 个督导检查组分别赶赴各省
地，按照“三不三直”（即不定时间、不
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直接督
察、直接曝光）的要求，采取突击检查、
明暗结合等方式，对重污染天气预警
启动情况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同时，会同北京市、天津市环
境监察总队启动了京津冀环境执法联
动机制。

河北省要求，对顶风作案的违法
行为，一律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凡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造成严
重影响的，都要依法依纪严肃问责、
查处。

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表
示，下一步，省、市各级环境监察机构
将继续按照有关要求，加密检查频次、
加大督导力度，严查环境违法行为，督
促应急响应期间各项减排措施落实
到位。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任
效良天津报道 记 者 从 天 津 市 环
保 局 获 悉 ，按 照“ 美 丽 天 津·一 号
工程”领导小组要求，天津市定于
12 月 7 日 ～9 日 在 全 市 范 围 内 开
展大气污染和水环境污染防治工
作第三轮检查回访活动。自大检
查 活 动 12 月 7 日 启 动 至 12 月 底 ，
全市所有土石方作业的建筑工地
全部停工。

第 三 轮 检 查 回 访 活 动 期 间 ，
16 个 检 查 组 将 对 各 区 县 、市 级 责
任部门大气污染和水环境污染防
治工作第二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进 行 回 访 ，对 部 分 重 点 点 位 进 行
抽 查 ，并 对 全 年 各 项 工 作 任 务 进
展 情 况 ，以 及 下 一 步 工 作 重 点 开
展集中检查。

一 是 回 访 第 二 轮 检 查 中 发 现
的 问 题 整 改 情 况 ，包 括 已 完 成 整
改的问题，查看是否出现反弹、反
复；已制定整改计划的问题，查看

是 否 已 协 调 落 实 责 任 ，是 否 制 定 治
理 计 划 及 治 理 落 实 情 况 ；查 看 明 察
暗 访 中 发 现 的 问 题 整 改 落 实 情 况 ；
查 看 举 报 投 诉 案 件 处 理 清 单 ，检 查
是否进行妥善处理。

二是抽查污染防治任务落实情
况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网 格 化 管 理 及 专
职网格员、监督员配备和履职情况；
重 点 区 域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系 统 、工 地
扬尘在线监测监控系统和各区县街
镇空气质量监测点建设等。

三是抽查重点污染问题治理情
况 ，包 括 施 工 扬 尘 和 渣 土 运 输 撒 漏
治 理 ；裸 露 地 面 、道 路 清 扫 扬 尘 治
理，煤场、料堆、渣场、港口散货堆场
防尘治理；锅炉煤改燃、煤改电燃煤
治理，散煤及清洁化治理；工业企业
污 染 源 排 查 治 理 ，排 放 废 气 、废 水 、
异 味 治 理 ；扬 尘 排污收费、烟粉尘排
污收费治理；机动车和船舶污染排放、
挥发性有机物企业治 理 ；露 天 烧 烤 、
垃圾秸秆焚烧、燃放鞭炮等治理。

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建设

围绕压煤、控车、减少工业污染、控制建筑工
地四个重点，明确了2013年~2017年84项重点
任务，总投资达7700亿元

投入4亿元支持沧州、唐山两市治理大气污
染；启动区域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实现统一人
员调配、统一执法时间、统一执法重点

2013年~2015年11月，累计压减炼铁3391
万吨、炼钢4106万吨、水泥1亿3834万吨、平板
玻璃3716万重量箱、煤炭2197万吨

北京

天津

河北

河北省PM2.5平均浓度变化示意图
（2013年~2015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1月~11月

河北启动雾霾橙色Ⅱ级响应
分7组赴各地进行督导检查

天津年底前建筑工地全部停工
对大气及水污染防治进行检查回访

本记者孙秀英 陈祖洪 通讯员周
乐昕海口报道 受环境保护部委托，
12 月 9 日上午，环境保护部华南环保
督查中心会同海南省生态环保厅，向
海口市政府反馈了环保综合督察有关
情况。华南环保督查中心主任岳建华
出席会议并做具体反馈，海南省生态
环保厅厅长邓小刚、海口市市长倪强
出席反馈会。

据悉，按照统一部署，华南环保督
查中心于今年 8 月对海口市当前的环
保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全面梳理了
海口市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
并督促海口市政府对督察发现的问题
及时进行整改。

督察反馈认为，海口坚持生态立
市之路，科学编制环保规划，以“多规
合一”为契机，突出生态环境规划在城
市发展中的管控作用，海口市生态环
境质量总体稳定，大气环境质量整体
保持优良。但对照党中央、国务院在
生态环保方面的最新要求和决策部署
发现，海口有些环境问题仍较突出。

聚焦突出矛盾直面环境问题

针对海口市环境质量状况，督察组
指出 6方面问题：

一是环境管理体制欠完善，部门协调
联动机制有待健全。督察发现，海口市部
分生态环保权责尚未明晰，各部门协调联
动机制不够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完善，
导致了各部门在环境管理工作中信息无法
共享、联动难见成效、管理脱节难以到位。

例如，海口市城市大气污染来源于
机动车、建筑工地、道路扬尘和路边烧烤
等，分别归交通、住建、环卫、城管等多个
部门负责管理，但相关部门在协调互动、
履行相应职责方面有待强化。

二是规划不合理，结构性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由于城市在前期的发展规划
中对环境影响未充分考虑，工业企业布
局不合理带来的结构性环境问题日益突
出。随着主城区快速扩张，逐步逼近或
包围已有的工业园区或企业，由此带来
的环境纠纷凸显。

三是水环境质量控制形势严峻，污

染治理任务艰巨。其一，海口市雨、污水
管网及排污口底数不清，严重影响截污
并网工程进度，城市内河污染问题久治
不 愈 。 其 二 ，城 市 内 河 及 湖 泊 污 染 突
出。其三，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薄弱，部分
区域管网不完善。其四，多个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内存在违法建设项目，存在
安全隐患。

四是大气环境质量状况面临挑战，
扬尘治理压力较大。海口市大气颗粒物
源解析研究结果表明，PM2.5 贡献率排在
前两位的分别是机动车尾气尘和开放源
尘。从现场检查情况来看，海口市对这
两种污染因子的管理存在明显不足。

五是部分企业守法意识差，部分民生
和特色行业环境问题突出。督察发现，海
口市环境违法行为集中体现在洗涤、屠宰、
建材和食品饮料加工4个行业。

六是环境监管压力大，环保能力建
设明显不足。督察认为，海口各级环保
部门执法人员少、力量薄弱。尤其是基
层一线，环境监管触角难以向管理末梢
延伸。同时，海口市对工业园区环境监

管不到位，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

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督察要求，海口市要正确处理好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环保宏观决策和监督管理的力度，强化
政府对环保工作的主体责任，完善部门
协调联动机制。

岳建华强调，综合督察结果将作为
环境保护部审批、考核、评比、安排专项
资金的重要依据，纳入环境保护目标责
任制考核评估体系；同时还将适时进行
后督察工作，希望海口市政府以此次督
察为契机，全面推进海口的生态文明建
设水平。

华南环保督查中心副主任韩保新对
整改时序提出具体要求：按照环境保护
部《综合督察工作暂行办法》，督察报告
下发后，海口市要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环
境保护部报送整改方案；同时，自整改方
案报送之日起 6 个月内，向环境保护部
报送整改报告；对督察报告如有异议，海
口市需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环境保护部
陈述、申辩理由。

海口市市长倪强代表市政府表态
说，针对督察反馈的 6 方面问题，将认真
做好绿化宝岛、大气污染防治、内河湖水
污染治理、消除黑臭水体、完善城乡环境
保护基础设施、推进“多规合一”、建立完
善的生态红线管理办法等各项工作。

环境保护部向海口市政府公开反馈综合督察意见

管理体制欠完善 能力建设不足

104μg/m3

93μg/m3

71μg/m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