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结构性、复
合型污染特征明显，环境历史欠账较
多，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任务都十
分繁重。为全面改善全省环境质量，
辽宁省变压力为动力，用扎扎实实的
努力，以加减乘除的方式，换来了辽宁
省环保的彻底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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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辽宁省以政府投
资带动了更多的社会投入，此为“加
法”的累积。把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和
环境监管能力建设作为投资重点，加
大投资力度，促进城市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功能
保护区、生态示范区、自然保护区建设
和管理，增加了环境质量监测投入。
2011 年~2015 年，国家环保资金投入
约 79 亿元，省级环保资金投入约 43.5
亿元。

“十二五”期间，全省企事业单位
利用的各级环保专项资金、周转金及
企事业单位自筹的污染治理等投资超
过 610 亿元；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城
市生活垃圾及医疗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城市集中供热
等投资接近 1150 亿元；自然保护区建
设、人工种植植被、区域生态功能恢复
等投资 648 亿元；监测、信息、宣教、监
理、危险废物监管等能力建设投资达
到 14.3 亿 元 。 社 会 资 本 投 入 总 计
2423.73 亿元，环保总投资占 GDP 比
重 2.41%。好钢用在刀刃上，辽宁在
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也切实提
高利用效能，用真金白银换来了辽宁
的“天蓝水净”。

加强碧水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辽
宁省委、省政府启动了包括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河流综合整治、湿地建设、工业
水污染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垃圾处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等碧水工
程建设。自2013年初，辽宁省率先在全
国摘掉“重污染”河流帽子以来，省委、省
政府提出以“稳水质、保达标”为宗旨，做
好新常态下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截
至2014年底，流域内累计建成城镇污水
处理厂119座，设计能力680万吨/日，污
水处理率达 84%；完成全省 160座污水
处理厂视频监控系统安装。

加强蓝天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启
动了脱硫、脱硝、除尘，区域大气环境
综合整治，城市全覆盖，绿色交通工程
等一系列大气环境优化工程。截至
2015 年底，项目已完工 7018 个，累计
完成投资 769.6亿元。

经过几年的治理，辽宁省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省城市环境空气
中的主要污染物呈逐年下降趋势，城市
环境空气达二级标准天数逐年增加。
2012 年 10 月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蓝
天工程”，主要任务是加快建设大型热
电联产机组和大型热源厂，淘汰小型
燃煤锅炉，加快“一县一热源”建设，深
化工业企业脱硫、脱硝治理，持续推进
电力行业污染减排，加快钢铁、石化、
建材等其他重点行业脱硫、脱硝进程，
加快推进“气化辽宁”进程，目前这项工
程已经全面实施。

加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其中，

生态创建工程，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程、生态修复和保育工程、环境保护模范
城市创建工程等多方面。清洁农村的整
治工程，包括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中
的污水、垃圾处理工程，畜禽粪便无害化
处理工程，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工程，无公
害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工程，土壤修复
试点工程等方面。环境安全的保障工
程，包括医疗和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设，
放射性伴生矿治理修复工程，应急物资
储备等方面。科技创新的产业工程，包
括资源再生和综合利用项目，环境科技
研发机构和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水专项”项目等方
面。以辽宁省监测试验中心投入为例，

“十二五”期间，全省环境监测应急预警
监控网络体系建设项目投资达 1600 万
元，其他各项如省监测实验中心基础建
设经费、饮用水源全分析特定项目监测
能力经费等投入总计约 110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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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靠增加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来实现辽宁生态环境质量的根
本性转变肯定是不够的，要以减法的方
式敢于给阻碍经济发展、不利于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体制机制“瘦身”，切实把
环境管理的重点转移到强化环境监管上
来，更多地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唱“主
角”，最终实现污染减量。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污染减排。在
污染治理设施末端减量的同时，更着重
在前端减量。具体表现在辽河治理、污
染减排；造纸企业关停，小钢铁整合，水
泥行业上大压小。

2008 年，辽宁省政府向全省人民庄
严承诺，3 年内实现辽河流域干流全部
消灭劣Ⅴ类水体（按化学需氧量考核），5
年内实现辽河流域干流城市段景观化。
为实现这一目标，全省对 417 家造纸企
业 实 施 停 产 治 理 ，并 彻 底 关 闭 了 294
家。2011 年，辽宁省政府又做出了在全
国率先摘掉流域重污染帽子的重大决
策，巩固和扩大辽河治理成果。重点实
施了包括辽河治理攻坚战、大浑太治理
歼灭战、凌河治理阻击战的“三大战役”，
安 排 治 污 项 目 438 个 ，总 投 资 81.71 亿
元。2012 年 9 月，全省 6 条干流 36 个监
测断面全部达到“摘帽”预期目标，54 条
主要支流中 53条达到“摘帽”要求。

在辽河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后，2013
年，辽宁省再接再厉开展了大气治理攻
坚战的“蓝天工程”，计划总投资达 1669
亿元、包含了 5852 个项目，为有效治霾
进行艰苦而有益的探索。“蓝天工程”共
包括六大部分，分为实施区域一体高效
供热、气化辽宁、工业提标淘汰、城市全
覆盖、绿色交通和大气监控预警建设。

督办违规企业，率先在国内建立对
环境违法企业实施供电限制的工作机
制。优化能源结构，实施“煤改气”和“油
改气”。 完善扬尘污染整治责任体系，
建立行政监管、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相结
合的监管机制。建立健全雾霾天应对工
作长效机制，全面建设辽宁省环境空气
质量监测网络，专门研制出群众可通过
手 机 实 时 查 阅 环 境 质 量 信 息 的“ 辽 宁
AQI在线手机软件”。

截至 2014 年 11 月底，全省已完成大
气治污项目 4277 个，4 项主要污染物减
排已提前超额完成国家“十二五”大气减

排任务。落实 35 个国家减排责任书项
目，完成率位居全国前列。已经对 63 家
环境违法企业实施绿色信贷限制措施。
淘汰燃煤小锅炉 1.8 万座，清洁能源和
新能源城市公交车 6693 台，占全省城市
公交车比重达到 36.4%。

集全省之力打好大气、水、碧海和生
态治理“四项战役”，减少污染物排放，下
大气力改善环境质量，实现了从“排污大
省”到“减排大省”，再到“环境改善大省”
的蜕变。

助力经济发展，实施简政放权。长
期以来，环保部门存在着干预过多、管得
过死，重审批、轻监管，审批难、审批慢、
环节多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抑制
地方经济发展活力，而且推高了行政成
本，加重了企业负担，也容易滋生腐败。
辽宁省环保厅积极贯彻国家“同级审批，
同步放权，就近服务，各负其责”的顶层
设计，加快推进环评审批权限下放，坚持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下放范
围广、力度大。将原有的 18 项行政审批
权及 224 类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取消、下
放到各地市环保局。截至目前共取消 2
项行政审批事项，Ⅰ类建设项目环评文
件审批，下放 4 项行政审批事项和 175 类
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取消和下放比
例分别为 33.3%和 78.1%，成为全国省级
环保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类别最
少的省份之一。2015 年，除国家和环境
保护部明确要求必须由省级环保部门审
批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外，按照同步放、
同级市批原则，再次大幅度下放建设项
目环评文件审批权，仅保留了 37 类建设
项目中部分污染物排放量大、生态破坏
严重项目的环评文件审批权。

辽宁省环保厅还取消环境监测服
务中 14 项、合并 31 项收费项目。保留
项目的收费标准一律在原标准基础上
下调 10%。明确规定监测报告技术方
案编制及审查费和技术报告编制及审
查 费 分 别 不 得 超 过 实 际 监 测 费 用 的
15%和 25%。同时，继续给行政权力做
好 减 法 ，以 法 治 思 维 和 法 治 方 式 为 引
导 ，坚 持“ 法 定 职 责 必 须 为 ，法 无 授 权
不 可 为 ”和 权 责 法 定 、权 责 匹 配 、简 政
放 权 的 原 则 ，重 点 抓 住“ 清 权 、建 权 、
制 权 、晒 权 ”等 主 要 环 节 ，在 全 面 梳 理
现 有 行 政 职 权 的 基 础 上 ，大 力 清 理 调
整 并 依 法 审 核 确 认 行 政 职 权 ，优 化 权
力运行流程，建立权力和责任清单，健
全 权 力 清 单 动 态 管 理 机 制 ，明 确 责 任
主体，强化权力监督和问候，多种渠道
向 社 会 公 布 ，最 大 限 度 给 市 场 和 企 业
松绑。

目前，省环保厅保留行政职权 48项，
比 2011 年确权减少 22项，减幅达 31.4%。
对这些行政职权按照“一项行政职权，一项
责任事项”的原则，相应地建立了 48项责
任清单，从制度层面硬化责任，给拟保留的
行政权力套上责任“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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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秉承创新驱动做“乘法”的工
作导向，深层发力、重点突破，充分利用
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制定实施倍增计
划，加快环保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

体制创新：伴随着探索中国环保新
道路的进程，环保体制创新也不断向前
推进。纵观辽河流域治理的艰辛历程，

横跨全省 12 个市、79 个县（区）、3200 万
人口的辽河流域治理，如何在短时间内
取得治理成就？除巨大资金投入外，这
与辽宁省针对辽河治理大胆地进行了体
制机制创新，打破楚河汉界，共下生态
棋，走出了一条独具辽宁特色的大河治
理新路密不可分。

重典治污，法治先行。近年来，辽宁
省不断健全水污染防治政策法规体系建
设，省人大及时修订出台了《辽宁省辽河
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辽宁省辽河保护
区条例》等 12 部地方法规；辽宁省政府
也出台了一系列政府规章，并颁布了严
于国家标准的《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这一标准明确规定，企业直排地表
水的 COD 浓度必须达到 50 毫克/升以
下，还要求许多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重
投巨资进行升级改造。

创新大河管理体制，打破了辽河治
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模式。这条省
内的最大河流，如果在治理问题上遭遇
各弹各的调，就很难摆脱“污染——治理
——再污染”的恶性循环。因此，辽宁在
全国首家按流域“划区设局”，新建辽河、
凌河两个省级保护区，组建了两个正厅
级建制的保护区管理局，告别多头管理，
给“母亲河”配备专职“保姆”，实现了流
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开创了
全国流域管理与环境保护的先河。2015
年初，两局合并成辽宁省辽河凌河保护
区管理局。

辽宁省还组建了城市污水处理厂管
理中心，将原来隶属住建部门的污水处
理厂运行监管职能划拨给省环保厅，14
个地级市也均比照省里建制组建机构。
设立辽宁省大伙房水源环境监察局，专
门负责大伙房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监
管，有效地发挥部门监管职能。同时，还
组建了辽宁省环境安全保卫总队。

在污染源监管方面，省环保厅严格
监管工业污染源和城镇污水处理厂运
行，建设辽河流域水环境管理信息化系
统，完成全省涉水国控重点源 164 个点
位在线设备和全省 160 座污水处理厂视
频监控系统安装，实现在线数据稳定、实
时与各级环保部门联网传输。此外，还
开发了手机端公众查询系统，公众可通
过手机查询全省 100 座国控重点污水处
理厂的运行情况，监督污水处理厂运行，
此举为全国首例。

辽河流域治理和生态恢复是关系到
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谐辽宁建设的
大事。在辽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会议召开的联组会议上，与会的省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代表与来自
省环保厅等 8 个部门的负责人，就辽河
流域治理和生态恢复过程中面临的各种
挑战，坦诚交流，深刻剖析，共同探寻推
进辽河流域水质持续向好的措施，联手
巩固辽河“摘帽”成果。

在科技创新方面，按照辽宁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辽宁省科技厅紧紧围
绕辽宁省空气治理工作实际，不断加大
科技投入，开展空气污染治理领域重点
关键技术攻关，组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实施科技示范工程，加快构建科技支撑
体系，切实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重要的
科技支撑。

推进空气污染治理科技创新政策体
系建设。出台了《辽宁省节能减排科技
支撑行动方案》和《辽宁省加快发展节能
环保产业科技支撑行动方案》，明确提出
了开展工业废（烟）气、废水控制与治理，
推动清洁生产及自动控制技术、废气废
水高效处理处置技术、工业废（烟）气脱
硫、脱硝和除尘等节能环保关键技术与
重大装备的研发。制定了《辽宁省首批
重点节能减排技术目录》，围绕冶金、能
源、石化等重污染行业，推广实施了湿基
氨法烟气脱硫技术等重点节能减排先进
适用技术 30项。

深入开展空气治理重点关键技术攻
关。结合国家“863 计划”和“科技支撑
计划”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开展了大气污
染、排放监测及防治、大型火电厂烟气脱
硫脱硝等关键技术及装备，以及大型热
电装置镁和双碱脱硫剂及其废水资源循
环技术节能减排装置产品研发；以“三镁
一山”科技创新战略促进行动为依托，实
施菱镁产业高效清洁生产科技示范工
程，研发出 3000 千伏安全密闭绿色电熔
镁炉、300 立方米全密闭连续生产高温
竖式煅烧炉等重大节能环保装备，大幅
度减少 CO2 排放，支撑重污染行业实现
清洁生产。

大力推动清洁生产机制发展和研发
体系建设。自 2006年辽宁省清洁发展机
制项目实施以来，辽宁省共有 157个项目
通过国家批准，估算年减排量约3300万吨
CO2；共有 137 个项目在联合国清洁发展
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估算年减排量约
3100万吨 CO2。组建了辽宁清华同方（鞍
山）大气净化装备、辽宁省环境污染监控信

息等一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搭建了辽宁
省燃煤 CO2及污染物减排、辽宁省环境污
染与微生态等一批重点实验室，为全省深
入实施蓝天工程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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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环境保护的“除法”中，环
境容量是分子，经济总量是分母，重发展
轻环保的负能量是商值。

守住“分子”——发挥环境保护在推
动经济发展中的底线作用。环境容量是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在发展
中守住区域环境容量的底线，在守住底
线的前提下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正确
处理发展与生态资本的关系，用好生态
财富的总量。

多年来，辽宁省在产业设置、布局要
符合功能区定位和排污总量要满足环境
质量达标上坚守政府职责，对于不符合
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项目，国家明令
禁止和淘汰工艺的项目，则坚决予以取
缔；对于没有采用国内先进的清洁生产
工艺和技术的项目环评一律不予通过。
目前，全省共否定“两高一资”等重污染
项目超过 1500 余个，万元工业增加值的
污染物排放量逐年下降。“十五”末期，辽
宁 万 元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COD 排 放 量 为
1.64 公 斤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量 为 3.06 公
斤。“十一五”期间，辽宁万元工业增加值
的 COD 排放量降至 0.86 公斤，同比下
降 47.6%；二氧化硫排放量降至 1.66 公
斤，同比下降 45.7%。

做大“分母”——发挥环境保护在推
动经济发展中的优化作用。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是新时期环境保护的
基本定位。近年来，辽宁环保在经济的
快速发展中寻找切入点，在环境保护优
化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环保产业优化经济增长。加强环
境 保 护 需 要 大 量 资 金 投 入 ，能 够 拉 动
内需、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在辽
宁 省 一 系 列 环 保 法 律 政 策 的 推 动 下 ，
辽宁省的环保产业蓬勃发展。2003 年
以 来 ，辽 宁 省 环 境 保 护 及 相 关 产 业 营
业 收 入 总 体 呈 上 升 趋 势 ，2003 年 辽 宁
省 环 境 保 护 及 相 关 产 业 营 业 收 入 94
亿 元 ，2011 年 上 升 至 1343 亿 元 ，从 业
单 位 914 个 ，从 业 人 员 19.3 万 人 。 在
辽 宁 整 体 经 济 低 迷 情 况 下 ，2014 年 辽
宁省通过环境保护部审批项目对应环
保投资总额为 55 亿元，比 2013 年增加
72％ ，环 保 产 业 的 成 长 对 经 济 起 到 了
较 大 的 拉 动 作 用 ，逐 步 成 为 辽 宁 经 济
新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环评准入优化产业结构。严格的环
境准入制度将促进企业生产工艺升级，
倒逼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逐步淘汰，降
低污染排放强度，进一步优化经济和产
业结构。结合辽宁省部分行业污染重、
产品档次低的情况，坚持以环评助推产
业 结 构 调 整 的 规 模 化 、集 聚 化 发 展 之
路。“十一五”以来，辽宁省先后关闭了中
国第一座炼油厂、钢铁厂、造纸厂、水泥
厂。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
提高了铁合金、焦化、电石等 10 多个行
业的环境准入条件，进一步推动了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坚持促进水泥行业上
大压小、规模发展，支持资源优势地区适
度发展。“十一五”以来，全省新建 20 多
条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新增水泥生产
能力 4800 万吨/年，淘汰落后产能 3487
万吨/年。实施环境保护优化之前，全省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仅有两条，年生产
能力不足 200 万吨，二氧化硫排污量却
超过全省总量的 50%。

战略合作优化政企职责。辽 宁 省
的 环 保 有 浓 重 的 老 工 业 色 彩 ，环 保 治
理 中 公 共 事 业 特 性 尤 为 显 著 ，辽 宁 省

的 环 保 产 业 资 金 投 入 有 限 ，资 源 利
用 不 足 ，阻 碍 了 产 业 发 展 步 伐 。 为
解 决 这 一 关 键 问 题 ，省 环 保 厅 一 直
在 探 寻 战 略 合 作 模 式 ，整 合 政 企 资
源 。 从 2011 年 开 始 ，省 环 保 厅 与 本
溪、盘锦、大连、沈阳、辽阳市政府及
主 要 企 业 签 署 了《环 境 优 化 发 展 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了本溪绿色
钢都、大连多彩生态港口建设、盘锦
千亿级绿 色 石 化 园 、生 态 沈 煤 和 谐
矿 区 、长 兴 岛 经 济 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综 合 规 划 等 环 境 优 化 经 济 增 长
工程。近期省环保厅与省发改委已
开 始 商 定 省 级 层 面 的 PPP 项 目 ，所
有 项 目 都 惠 及 民 生 ，目 前 已 经 确 定
了 这 些 PPP 工 程 的 环 保 项 目 中 ，污
水 处 理 厂 项 目 居 多 。 可 以 说 ，辽 宁
环境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在逐步释放
绿色化驱动红利。

区域联合优化空间布局。辽宁省
很多城市依厂建设发展，工业生活混
杂，城市规划布局先天不足，导致环境
污染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善。为此，辽
宁省环保厅提出环境区域发展实现环
境与经济协调共赢，指导全省对城区
内的重污染企业实施环保搬迁，提升
了土地价值，改善了城区大气环境和
人居环境。

2007 年，辽宁省环保厅与抚顺市
政府联合实施“抚顺市环境优化城市
布局和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对位
于市中心的石油一厂进行了搬迁，同
时关停了 15 套污染严重的炼化装置，
使抚顺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在实施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中，辽宁
省先后组织开展了辽宁省沿海经济带
战略环评和发展规划环评，提出了预
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建
议，为沿海经济带的定位和走势提供
了良好的决策依据。沈阳铁西区先后
对 东 药 等 300 余 家 企 业 实 施 环 保 搬
迁，尤其是省环保厅以环评促使沈阳
米其林增加投资近百亿元，搬迁至沈
阳化工园区，彻底解决了企业和居民
区混杂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环
境保护优化城市布局的典范。开展了
沈抚新城两市相关区域规划环评，制
定了两地环境同治、资源共享、循环发
展工作方案，在实际工作中落实了国
家有关领导人确定的沈抚同城发展重
大战略。着手研制鞍山辽阳城际连接
带环境同治具体工作方案，为沈阳经
济区协同发展找到了环境保护方面的
突破口和落脚点。

减小“商值”——发挥环境保护在
推动经济发展中的“警察”作用。“守法是
底线，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守法，
这不是高要求，这是一个底线的要求。”

2015 年 1 月 起 ，被 社 会 各 界 称
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实
施。社会各界都纷纷开展了对新法
的 学 习 活 动 ，辽 宁 省 环 保 厅 曾 以 公
开信的形式提醒企业认真学习新环
保 法 ，并 呼 吁 企 业 领 导 理 解 和 支 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认 真 落 实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责 任 和 义 务 ，让 企 业 和 职 工
成为辽宁环保事业发展的促进者和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新

《环 保 法》实 施 以 来 ，上 半 年 全 省 按
日 连 续 处 罚 案 件 35 件 ，查 封 扣 押 案
件 14 件 ，限 产 停 产 案 件 46 件 ，行 政
拘 留 移 送 案 件 53 件 ，涉 嫌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移 送 案 件 15 件 ，建 设 项 目 查 处
案 件 290 件 。 同 时 ，民 间 组 织 对 环
境 保 护 的 监 督 能 力 逐 步 显 现 ，辽 宁
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辽宁省
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状告中日合
资大连日牵电机有限公司涉嫌违法
排放有毒物质一案获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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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卫民徐鹏肖震马芮

水量充沛的辽河。 摄影/于震

沈阳城市环境风貌沈阳城市环境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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