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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尤其是对于重污染天气下的
应急响应，各级政府和相关职
能部门不可谓不重视。但是，
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在打击
违规和违法生产的高压下，仍
然有个别企业不按要求停产、
限产，甚至有违法生产的情况
出现。

督查组在现场检查时发
现，邯郸市学敏墙材有限公司
大量原材料未覆盖，存在露天
堆放问题，同时隧道窑烧结工
段烟尘无组织排放严重，焖炉
期间脱硫设施没有正常运行；
武安市新峰水泥有限公司未
协同处置生活垃圾且两条生
产线未纳入错峰生产范围；邢
台沙河市白玉矿产品有限公
司煤气发生炉脱硫设施未运
行；邢台隆尧县河北安鼓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现场检查铸造车
间有生产迹象，电炉有余温。

除了个别企业未执行停
限产要求外，记者在督查组检
查过程中发现，“小散乱污”企
业以及秸秆焚烧、道路扬尘等
问题还比较突出。

邯郸市石台山水泥厂对
面物料堆场大量炉渣、水渣、
煤渣等物料露天堆放；吴庄村
S211 省道两侧物料堆场物料
露天堆放；黄粱梦镇官庄村黄
工线路旁“小散乱污”企业粉
尘污染严重；康宿村道路过往
运输车辆未覆盖，存在抛洒遗
漏现象等。

针对督查组发现的问题，
两地政府立即责成相关单位
进行整改。据了解，截至发稿
前，部分反馈情况已经报送督
查组。

除了环境保护部督查组在
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两市
成立的各个督查组也对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环境保护部对河北邯郸、邢台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督查发现

应急响应措施更精细“小散乱污”企业仍存在
◆本报记者童克难

1月17日，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文件，通知相关市区于1月18日24时解除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记者跟随的环境保护部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督查组对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的督查也
随之告一段落。

4天时间里，督查组联合河北省环保厅通过日查
和夜查相结合的形式对两地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现场检查发现，各地能够积极按
照预案要求开展工作，但也存在部分企业违规生产和
落实应急响应不到位的情况。

应急预警及时启动 治霾功夫下在平时

根据重污染天气预测预报情
况，预计 1 月 14 日起至 1 月 18 日有
一轮重污染天气过程影响河北中
南部及邻近地区。基于此，环境保
护部于 1 月 13 日向河北、山东、河
南、山西等地及时发布预警建议。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时间向省内城
市发布通知，要求相关市（县、区）
于 1 月 13 日 22 时启动相应的应急
响应。

“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可以提
早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累积。可
以使工作更加主动。”邯郸市环保
局副局长侯日升说。

按照环境保护部与河北省大
气办的相关要求，邯郸市、邢台市
也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红色预警和
Ⅰ级应急响应。

邯郸市委、市政府对应急响应
提出 4 点要求：重点关注工业停限
产情况；用电量日报，督导利用电
量分析查找重点；每天一通报，典
型要问责；督查室和电视台全程参
与督导。应急响应期间，邯郸市级

层面共派出 22 个督导组。同时，
各县（市、区）政府共成立 86 个督
导组，对辖区应急响应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

邢台市大气办向 21 个县（市、
区）和 35 个市直部门下发了当日
22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Ⅰ级应急响
应工作的通知。各县（市、区）和市
直部门接到通知后，均在当日 22
时之前启动了Ⅰ级应急响应。邢
台市政府督查室及市直相关单位
抽调 30 多名工作人员，组成 8 个联
合督导组，由处级领导带队，对重
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常态化督查。

除了应急响应的启动相对提
前，面对入冬以来不利的气象条件
和严峻的大气污染防治形势，河北
省以及各地也提早入手，将功夫花
在平时。据了解，2016 年底，河北
省大气办两次发布大气污染防治
调度令，要求省内的水泥、铸造、钢
铁、火电、焦化和锅炉等污染物排
放较大的重点行业在冬季实施生
产调控措施。

应急管理有针对性“一厂一策”逐步完善

按照邯郸武安市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要求，河北东山冶金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山冶金）在
此轮重污染天气期间被要求各项
污染物减少 50%以上。

按照限产、限装备的预案，此
次东山冶金执行的是第一套减排
方案：1 号、2 号 90m2 烧结机各限
45%；2 号 10m2竖炉停产；5 号、6 号
460m2 高炉各限产 40%；40T 转炉
限产 40%；45T 转炉限产 40%。

第一套方案是什么意思？一
家企业的减排限产有几套方案？
武安市副市长孟延荣解释，为了使
重点企业在重污染天气下的减排
措施更加有效和具有可操作性，武
安市邀请了相关专家对企业的生

产流程、工艺和污染处理设施等逐
个摸底排查，并根据每家企业的不
同情况制定了几套减排方案。

“简单限产不一定能达到预期
的减排效果，因此，要将污染物的
减排落实到各个生产流程和装备
上，这也方便我们的检查工作。”孟
延荣解释，按照专家给出的方案，
企业在应急响应时对限产要求的
落实操作更加方便。

对于检查的工作人员来说，对
照方案检查是否逐一落实，也更有
针对性。同时，几套不同的停限产
方案，也可以使企业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制定生产计划。

“当然，一家企业在一次应急
响应期间只能执行一个方案，不能

◆本报记者刘晓星

1 月 17 日~18 日，环境保护部在北京召开大气污染成因与控
制及趋势分析学术研讨会。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合研究
顾问组 5 名院士和总体专家组 25 名专家，以及全国各地大气领
域各研究方向的专家代表受邀参加研讨会，交流大气污染防治
研究成果，凝聚科学和管理共识，为实现《大气十条》及“十三五”
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强化科学支撑。经过两天的深入研讨，
专家代表对大气污染的成因与控制途径达成共识。

形势：改善成效已显，但秋冬重污染高发

与会专家认为，《大气十条》发布实施 3 年多以来，各部门、
各地方紧紧围绕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因地制宜，狠抓落实，
大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
浓度为 4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6.0%，优良天数比例为 78.8%，
同比提高 2.1个百分点。

其中，2016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 PM2.5平均浓度分
别为 71 微克/立方米、46 微克/立方米、32 微克/立方米，较往年
明显下降。京津冀区域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7.8%，与 2013
年相比下降 33.0%。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73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9.9%，与 2013 年相比下降 18.0%，为《大气十条》实施以
来下降幅度最大一年。京津冀区域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6%，
同比上升 4.3 个百分点，北京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4.1%，同
比上升 3.1 个百分点。去年，经中国工程院评估，认为《大气十
条》确定的治污思路和方向正确，执行和保障措施得力，空气质
量改善成效已经显现。

秋冬季是重污染高发季节，尤其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进入
采暖季后重污染呈高发态势。2016 年进入冬季以后，全国空气
质量不升反降，11 月、12 月份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分别下降 7.5、
6.3 个百分点，PM2.5浓度分别上升7.4及5.4个百分点。11月~12月
京津冀区域发生 6次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重污染过程，PM2.5

浓度同比上升6.4%。特别是12月中下旬，全国出现大范围、长时间
重污染天气，京津冀及周边的北京等35个城市启动红色预警，石家
庄等多地 AQI爆表。冬季重污染天气频发较大幅度拉升了全年
PM2.5平均浓度，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年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影响
了公众对全年空气质量改善的感受，成为现阶段大气污染治理的焦
点和难点。

原因：集中在3方面，需精准治理

在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方面，与会专家认为，《大气十
条》的发布与实施推动我国大气污染控制思路从“总量控制”过
渡到“质量控制”，并进一步促进我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快
速下降。

2005 年 ~2010 年 间 ，我 国 SO2 排 放 量 下 降 了 12.8%。 2013
年~2015 年间，据相关研究估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除 VOCs 以
外均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从区域排放强度来看，京津冀地区的排放强度远高于全国
其他地区。从季节变化特征看，采暖季排放强度远高于非采暖
季，以京津冀地区为例，采暖期和非采暖期相比，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了 30%左右。

目前，工业排放是我国 SO2、NOX、一次 PM2.5 及 VOCs 的第
一大排放源，民用排放是一次 PM2.5 的重要排放源，交通源是
NOX和 VOCs的重要排放源。因此，在未来排放控制中，需强化
非电行业（钢铁、水泥和玻璃行业）提标改造、燃煤锅炉整治、民
用散煤清洁利用、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能源加工储运行业）等治理措施，实现 SO2、NOX、一次 PM2.5 和
VOCs排放量同步下降。

在我国大气污染成因方面，与会专家认为，大气本身具有自
净能力，之所以大气成分能够累积到形成大气污染的程度，主要
原因有 3方面，即污染物一次排放、二次转化以及气象条件。

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大气污染问题，是以 PM2.5 和臭氧为
代表的大气复合污染问题，大气中多种污染物都以很高的浓度
水平存在，这一特征也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大气污染显著不
同。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驱动力，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
快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中，颗粒物（PM）、SO2、NOX、挥发
性有机物（VOCs）、氨等排放大幅增加，而且高密度地集中在以
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这是我国重点城市群大气污染频发的根源。

气象条件是大气污染形成的外因。不利的气象条件，比如
静稳、小风、高湿以及逆温等，会在排放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导致
更加严重的大气污染。2016 年，我国气象条件总体不利，12 月
更是我国自 1951 年以来最暖的 12 月，全国平均气温比多年平均
情况偏高 2.6℃。

因此，要真正实现科学治污、精准治霾，就必须在准确预判
气象条件变化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和设计大气污染防控的方案，
包括精细准确的重污染应对措施。

出路：以PM2.5防治为目标从4方面推进

在大气污染防治控制上，与会专家认为，应从加强清洁煤供
应体系建设、将结构减排和工程减排结合、全面实施轨道和公交
都市战略及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科学研究等四个方面强力
推进。

在构建清洁煤供应体系，进一步推动煤炭高效清洁集中利
用方面，专家建议，要有效控制煤炭消费规模，从调整终端能源
结构入手，加强散煤治理，严格市场准入标准；有序淘汰民用散
烧煤和 10 吨以下燃煤工业锅炉，进一步提高终端用能的燃气
化、电力化等非煤化比例，并建议实施冬季替代散煤的电价补
助；促进煤炭更多采取大规模集中发电、供热和化工转化等集约
化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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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减排和工程减排结合，推进工业烟
气污染深度治理和超低排放控制方面，与会专
家认为，应进一步优化主要耗能行业能源消费
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
降低单位产品能耗，提高产品深加工能力、高附
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研发 和 生 产 能 力 。
2020 年基本淘汰钢铁、电力、水泥、平板玻璃
等行业的落后产能；全面实施火电行业超低
排 放 控 制 工 程 ，加 强 动 态 监 测 和 评 估 ，推 动
低成本、全负荷超低排放控制技术研究与示
范。非电行业全面实现污染达标排放，择机
提出特殊排放限值，有序推进非电行业超低
排 放 技 术 的 试 点 和 示 范 ；推 动 钢 铁 、平 板 玻
璃 、水 泥 等 行 业 全 过 程 节 能 和 烟 气 治 理 工
程，发展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新技术和超低排
放控制技术。

在全面实施轨道和公交都市战略，重塑区
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方面，专家建议在城市化
进程中重塑节能减排、安全快捷的公共交通体
系，鼓励绿色可持续的出行模式。积极推进区
域内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
的“四网融合”；加快推进区域交通网络由“单中
心、放射状”转为“多中心、网络状”。构建“车—
油—路”一体化的移动源排放污染综合控制体
系，建立区域协同、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融合的
全覆盖和全链条的移动源机动车污染防治和监
管体系，强化道路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全生命

周期的排放控制和监管。重点开展道路柴油
车、工程机械、船舶等关键柴油机领域的清洁化
专项工程，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
域率先实施“清洁柴油机行动计划”；重点推进

“新能源汽车行动计划”，构建“超低—零行驶排
放”的新能源交通系统。

在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科学研究，建立
大气污染防治的系统科技支撑体系方面，专家
建议，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任务，尽快率先启动京津冀环境综合整
治重大工程的大气防治部分，深入推进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重点研发趋势预判、精细化防治
方案、治理措施成本效益评估等关键技术，构建
区域空气质量精准调控的一体化技术体系，建
立一个区域大气复合污染应对的科学支撑平
台，组建一支重污染过程防控和空气质量保障
服务的团队，形成研判—决策—实施—评估—
优化的决策支持体系。加强区域一体化的大气
污染监测网络，动态污染源清单和空气质量预
测预报能力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我国大气污
染防治进入到精准管理新阶段。

此外，与会专家还提出，坚持以 PM2.5 污染
防治为首要目标和重点工作、强化多污染物协
同控制、科学选择重点控制对象实施精确打击、
重点解决冬季大气重污染问题、加强大气污染
防治的区域联防联控等工作建议。

“小散乱污”仍存在 精细化管理待提高

督查人员现场检查邢台市隆尧县河北安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铸造车间，发现企业在停限产期间仍有生产迹象，电炉有余温。

本报记者童克难摄

混合执行。”孟延荣说。
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东

山冶金的 1 号、2 号 90m2 烧结
机应该各限产 45%。但是在现
场检查时记者发现，两台烧结
机均处于停机状态，其他生产
工段也符合限产要求。

要求限产，为何要全停？
东山冶金的总经理王勇钢向
记者解释，企业的烧结机每年
都要检修。此次重污染天气
来临，企业马上意识到要限制

生产产量，所以正好将检修时
间提前。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不仅
是东山冶金，很多企业都会将
常规的设备检修时间调整到
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

“企业已经停产一个多月
了，我们将原来的检修设备时
间提前一段时间，正好也落实
了停限产要求，对于企业的生
产影响也比较小。”永诚铸业
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经过白天的努力，11 个样品
在 1 月 17 日当天就送到了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机动
车污染控制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工作人员对 6 个柴油样品
进行化验检测。

这 6 个样品中，除了有两个
样品来自于中石油与中石化外，
其余 4 个样品来自于保定各个地
区的民营加油站。

在等待化验结果过程中，实
验室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柴油
油品不达标，直接影响颗粒物与
氮氧化物的排放。

很快，6个柴油样品的化验结
果浮出水面。当前，我国对于-10

号柴油的硫含量标准为不高于
10mg/L，但结果显示，来自中石油
以及中石化的两份样品全部合格，
而来自民营加油站的 4个样品中，
有两个样品中的硫含量严重超标，
一个超标240%，达34.3mg/L；另一
个样本硫含量竟然达到 131.6mg/
L，超过国家标准 1210%。不仅如
此，在这份硫含量严重超标的样本
中，多环芳烃的含量也超过国家标
准1.1倍，达到了12.4%。

实验室负责人表示，车用柴油
中硫含量超标将会对环境造成污
染，大货车使用劣质柴油将会产生
大量的二氧化硫尾气，这些硫化物
正是造成雾霾的主要因素之一。

河北保定三成加油站油品不合格

超标柴油成为雾霾“帮凶”
◆本报记者邢飞龙

1 月 17 日前后，整个华北地
区又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下，河
北多地又出现了重度污染天气，
整个社会的焦点又聚集在雾霾究

竟从何而来的疑问上。日前，记
者跟随环境保护部与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同迎着
茫茫雾霾赶赴河北省保定地区，
对当地 1000 余座加油站所供柴
油的质量情况进行了暗查。

■现场采样多方打探，暗查组玩起“cosplay”

1 月 17 日凌晨，记者与暗查
组一行首先赶到了河北省保定市
郊区某镇上。在经历了短暂堵车
后，一座加油站出现在路边。

在 按 照 原 定 计 划 采 样 完 毕
后，当记者问及柴油来源时，一名
加油站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向记
者保证：“我们的油都是燕山石化
的！绝对没问题，你放心！”

而在保定市另一家加油站，
记者一行在采样时遇到了个不大
不小的麻烦。由于加油站老板的
警惕性较高，在交涉过程中对暗
查组工作人员的身份起了疑心，
不肯为暗查组提供柴油。暗查组
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我们是外地
过来旅游的，我们这个车改装过，
里头能生火做饭。”这才使加油站
老板半信半疑地提起了油枪。

最终，经过工作人员的努力，
暗查组成功采集到了包括汽油与
柴油在内的 11 个样本。这些样
本都将在当晚随暗查组送至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机
动车污染控制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进行化验检测。

采样虽然结束，但暗查组在

保定的工作却还没有结束。暗查
组随后来到了一家货运站，准备
向每天都在跟重型卡车打交道的
货车司机们了解一些情况。

在货运站，记者与暗查组工
作人员表示自己是某汽车厂家的
工作人员，前来进行柴油油品对
发动机影响的市场调查。听到这
个目的，一位司机放下了对暗查
组 的 戒 心 ，慢 慢 地 话 题 热 络 了
起来。

在聊天中，这位司机告诉记
者，使用劣质柴油极易损坏油路，
堵塞喷油嘴，“两 辆 一 模 一 样 的
新 车 ，一 辆 加 中 石 油 或 中 石 化
的（柴 油），一 辆 去 私 人 加 油 站

（加 油），去 中 石 油 或 中 石 化 加
油的车可能跑两万公里都不用
换油嘴，但去私人加油站加油的
车可能刚跑一万多公里就得换整
套油嘴了。”

而在一位卡车经销商处，也
印证了此前这位司机的说法。这
位经销商告诉记者，加注了劣质
柴油的车辆除了冬季打不着火、
行驶中冒黑烟以外，发动机积碳
也会更加严重。

■连夜化验，“李鬼”终成不了“李逵”

去年 10 月，环境保护部就已
经开始了对京津冀地区的油品质
量 调 查 。 以 保 定 市 为 例 ，截 至
2015 年底，保定市共有中石化加
油 站 220 座 ，中 石 油 加 油 站 123
座，而民营加油站则达到了 724
座 ，占 到 了 所 有 加 油 站 数 量 的
70%左右。

在 2016 年 保 定 市 环 保 局 委
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做的一
份保定市大气颗粒物主要污染成
分及来源的研究报告中也明确指
出，保定市 PM2.5年平均主要来源
为区域硫酸盐+硝酸盐(29.7% )、

燃 煤 (21.2% )、机 动 车 (20.3% )，这
意味着除了区域输送的二次污染
物外，机动车污染已经成为了保
定市大气污染物的第二大来源。

从数据上看，在这 700 余家
民营加油站中竟有半数所供柴油
不达标，有的甚至超标十几倍，加
注了这种柴油的车辆在行驶中所
排放的污染物必然极为惊人。

令人欣慰的是，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供
应符合国五标准的车用汽油、柴
油，同时停止国内销售低于国五
标准车用汽、柴油。

■700余家民营加油站半数供油不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