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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两会进行时

抓好专项督查 改善空气质量

◆本报记者周雁凌 董若义

2 月 15 日以来，环境保护部第
十三、十四督查组分别进驻山东省
济南市、德州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空气质量专项督查。

督查重点涵盖济南、德州两市
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责任
落实情况、《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
化措施（2016～2017 年）》明确的任
务目标完成情况、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制定和启动情况、城市建成区
10 蒸吨及以下燃烧锅炉清理淘汰情
况及 2017 年工作安排、“散乱污”企
业依法整治工作情况等。

从 督 查 情 况 看 ，去 年 以 来 ，济
南、德州两市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济南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的有关决策部署，狠抓“大气
十条”实施。市级领导每月两次带
队督导检查，每月公布各县区环境
空气质量排名，对连续两个月排名

末位的，约谈政府主要负责人。 相
继 出 台《济 南 市 深 入 推 进“十 大 行
动”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十大措施》等
一系列文件，细化大气污染治理问
责办法，层层压实责任，传导治污压
力。从去年 11 月起，济南连续 3 个
月退出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
排行后 10名。

德州市将环境质量“只能变好、
不能变坏”作为政府责任红线。为加
强组织领导，德州将分管市长（县长）、
环保部门主抓环保，调整为市长（县
长）主管、分管副市长（副县长）兼公安
局长协管、其他副市长（副县长）和责
任部门齐管。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
德州市对各县市所有乡镇、企业开展
地毯式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挂牌
督办、销号管理。在 2016年空气质量
总体改善幅度、PM2.5下降幅度、大气
生态补偿资金等方面，德州实现“三个
全省第一”。

同时，督查发现，两地在大气污
染防治任务考核、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修订等方面存在工作启动不及时等
问题，部分区县燃煤锅炉超 低 排 放 改
造 、禁 煤 区 锅 炉 取 缔 和 砖 瓦 窑 关 闭
工作推进不到位，个别污染点源排放
不达标，一些施工工地等面源污染控
制不到位。

例如，济南市通过“十大行动”推动
了治理工作，但这项工作的年度考核

（2016年）还未启动；未按要求将铸造、
水泥粉磨站等企业列入季节性工业企
业停产清单；蓝星石油济南分公司和济
南庚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未按实施方
案实现全面停产，蓝星石油济南分公司
还未按要求淘汰落后生产设备。

德州市存在各县（市、区）级人民
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不及
时 等 问 题 。 此 外 ，德 州 市 华 北 纸 业

（集团）有限公司、阳煤平原化工有限
公司 10 万 KW 以下煤电机组不能稳
定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济南市政
府表示，将积极整改。对 2016年济南
市“十大行动”年度考核尚未启动的问

题，济南市在接到督查组转办单后，
连夜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梳理，并于次
日发出通知，要求在今年 3月底前完
成全市考核工作。

对于未按要求将铸造、水泥粉磨
站等企业列入季节性工业企业停产
清单问题，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已向各县区政府、
高新区管委会下发了《关于再次报
送实施季节性生产调控措施工业
企业名单的紧急通知》，目前报送
的调控企业名单已增加至 135家，其
中增加粉磨站 15家，增加铸造企业
11家，增加砖瓦窑 49家。济南市环
保局积极协调市经信部门再次下发
紧急通知，明确将水泥粉磨站企业全
部纳入季节性工业企业停产清单。

德州市政府也表态，对督查组
发现的问题，不等不靠迅速整改。

记者从德州市环保局了解到，
对督查发现德州市各县（市、区）级
人民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
订不及时的问题，2 月 20 日，各县

（市、区）陆续将调整后的重污染天
气预警分级标准的资料报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指挥部。

针对督查发现个别企业不能
稳定达到特别排放限值的问题，德
州市环保局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执
法监管，督促企业严格按照重点地
区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整改，确保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环保部督查组进驻济南、德州
督查重点涵盖党委、政府责任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和启动等情况

■今日导读

06版 核与辐射

福岛核电站还有多危险？

◆本报记者闫海超

一 年 一 度 的 地 方 两 会 相 继 召
开，政府工作报告谋划新一年行动，
代表委员建言献策，关注民生。

民之所想，亦为政之所向，环境
保 护 依 然 是 今 年 地 方 两 会 的 重 要
议题。

新气象、新变化承载的是群众
的期待和嘱托；践改革、促治理，则
是政府对人民的厚重承诺。

综观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关于
环保的内容呈现明显变化，振奋人
心：环保治理篇幅更长，指向更为具
体；大气、水、土壤治理不仅目标明
确，并且目标定量、定性，确定地级
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考核，
城镇污水处理率、垃圾资源无害化
处理率等有严格规定。同时，严格
落实“河长制”，消灭城市黑臭水体，
出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

治霾：收官之年怎样作为？
目标更明确，措施更具体

2017 年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的收
官之年，如何按期完成大气污染治
理任务，成为地方两会的关注焦点。

从雾霾治理的重点区域——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来看，过去一年的
表现有好有坏：北京市 2016 年 PM2.5

年均浓度为 7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9.9%；天津市已提前完成国家规
定 的 PM2.5 降 幅 目 标 任 务 ；河 北 省
2016 年达标天数增加 16 天，PM2.5 平
均浓度下降 9.1%，降至 70 微克/立方
米左右，降幅创下近几年之最。其
中，廊坊市全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不断下降，成功退出全国 74 个重点
城市“倒数前十”。

河南省省长陈润儿在作河南省
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6 年河南
省 PM10、PM2.5 浓度比上年分别下降
5.2%、8.8%，扭转了大气环境质量恶
化的趋势，优良天数达到 196 天，增
加 13天。

同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 防 治 协 作 小 组 成 员 的 山 西 省 ，
2016 年，除大同、吕梁、忻州三市外，
阳泉、长治、晋中、太原、晋城、临汾、
朔州、运城等 8 市未完成城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年度任务。

“大气十条”提出，到 2017 年京
津冀区域 PM2.5 浓度下降 25%，北京
PM2.5 年均浓度要控制在 60 微克/立
方米左右，而京津冀及周边省份治
气成效有好有差，能否完成这一目
标 ？ 这 对 各 地 来 说 ，无 疑 是 一 场
考验。

以北京市为例，2016 年，北京市
PM2.5年均浓度为 73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9.9%，想要在 2017 年降到 60
微克/立方米，则意味着要同比下降

17.8%。 而 统 计 近 4 年 来 北 京 市 的
PM2.5 浓 度 ，累 计 降 幅 才 仅 为 19% 。
17.8%的降幅压力，可想而知。

基于现状，为了加快大气污染
治理速度，京津冀在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首先确定了更加明确的治
理目标，目的就是倒逼治理措施切
实推进。

北京市提出，2017 年力争将细
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
米左右，同比下降 18%左右。天津市
政府工作报告则显示，2017年将继续
深化大气污染治理，实现 PM2.5年均浓
度降幅好于去年，完成国家“大气十
条”目标任务。河北省省长张庆伟
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今
年 PM2.5平均浓度下降 6%以上。

达到既定目标，化解治气压力，
治理措施必须切实可行、明确具体。

北 京 市 今 年 计 划 投 入 182.2 亿
元，全面发力治理雾霾。北京市发
改委主任卢彦表示：“2017 年，将要
推进十个方面治理大气污染的重点
举措。”其中 3 项都与压减燃煤有关，
包括全年压减燃煤 30%，全面淘汰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完成 700 个
村散煤改清洁能源等。

天 津 市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提 出 ，
2017 年将继续深化大气污染治理，
推动燃煤设施淘汰改造，改燃关停 7
台煤电机组和 380 座燃煤锅炉，全面
治理城乡散煤，严格控制机动车和

船舶排放污染，关停淘汰落后企业
100家。

河北省则强调，各地特别是污
染严重的市县，都要制定大气环境
质量限期达标、城区工业企业调整
退出、工业园区调整、散煤治理、矿
山关闭复绿等规划，明确年度目标，
定期公开结果，严格考核奖惩。

治水：让百姓喝上干净水
严格落实“河长制”，告别

黑臭水体

水环境治理关乎民生福祉，多
年来一直是地方两会关注的焦点。
今年，更多了两个热点：一个是河长
制，一个是城市黑臭水体。

河长要配齐。湖北省水利厅副
厅长赵金河在参加政协湖北省十一
届五次会议进行界别小组讨论时透
露 ，今 年 湖 北 省 将 全 面 推 行“ 河 长
制”，对长度 50 公里以上的 1230 条
河流，年内全面配齐河长。

黑臭水体污染要解决。上海市
政协委员、市环保局副总工程师柏
国强在政协上海市十二届五次会议
上透露，今年，上海市将全面开展黑
臭河道整治工作，任务是 631公里。

消灭城市黑臭水体、落实河长
制也出现在不少地方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政府工作安

排上明确提出落实河长制，强化河
流 湖 库 、近 岸 海 域 保 护 ；云 南 省 提
出，要狠抓环境污染防治，全面推行
河长制，加强长江、珠江等六大水系
和滇池、洱海等九大高原湖泊保护
治理；吉林省也提出，今年全面启动
河长制，加强重点流域环境整治；江
西省则将巩固完善五级河长组织体
系，打造河长制升级版。

作为完善水污染治理体系、保
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全面推
行 河 长 制 成 为 解 决 我 国 复 杂 水 问
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

“省长村长，都是河长”，“一把
手 ”担 任 总 河 长 挂 帅 出 征“ 亲 自 操
刀”，将进一步确保江河湖海治理的
水质达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浙江省共有省级河长 6 名、市级
河长 199 名、县级河长 2688 名、乡镇
河长 16417 名、村级河长 42120 名；福
建省 3 条重点流域分别由 3 位副省
长 挂 帅 担 任 河 长 。 此 外 ，江 苏 、贵
州、四川、陕西等地也在积极践行。

根据日前出台的《“十三五”全国
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
规划》，直辖市、省会城市、计 划 单
列 市 建 成 区 要 于 2017 年 底 前 基
本 消 除 黑 臭 水 体 。 因 此 ，各 地 对
消除城市黑臭水体都提出比较具体
的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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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之 所 想 政 之 所 向
环境问题再次成为地方两会关注的焦点，多些蓝天成为政府对人民的厚重承诺

本报记者王小玲 通讯员刘佳成都
报道“企业是否有环保行政许可，是否
受到环保处罚等信息，今后公众可一键
查询。”近日，四川省工商局决定，全省
有关部门要于 3 月 31 日前向其归集履
职过程中产生的涉及环境保护的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

四川省工商局加大对涉企环保信
息归集公示力度，旨在将企业环保信息
公之于众，形成社会监督的氛围，做到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归集内容主要包括 2014 年 10 月 1
日后各部门履职过程中产生的涉及环
保 的 行 政 许 可 、行 政 处 罚 、监 督 检 查
信 息 以 及 其 他 依 法 应 当 公 示 的 信
息。之前产生的行政许可，在 2014 年
10 月 1 日 后 仍 在 有 效 期 内 的 也 属 于
归集范围。

归集后，四川省工商局将在 20 个
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四川）”将信息记于相应企业
名下并公示，以供相关利益主体、消费

者以及媒体及时查询，从而加强跨部门
联动监管，形成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四川省级政府部门将通过
“省级政府部门涉企信息共享及监管协
作平台”归集涉企信息；其他各地各部
门根据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情况，通过有
效途径及时上传涉企信息。通过建立
常态化涉企信息归集公示工作机制，保
障政府部门及有关利益主体及时准确
运用各类企业信息，促进协同监管和社
会监督。

四川涉企环保信息一键可查
形成社会监督氛围，做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海南省省长刘赐贵强调

确保环境质量只升不降
本报见习记者周海燕海口报道 海南省省长刘

赐贵近日在海南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强调，海南
省 今 年 将 实 施 全 省 生 态 修 复 、城 市 修 补 ，继 续 深
入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确保环境质量只
升不降。

刘赐贵介绍说，2016 年海南省严守生态底线，
坚决不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环境质量继续
保持全国一流。

刘赐贵强调，在生态修复方面，海南将开展山体
生态修复专项行动，完成植树造林 10 万亩，退塘还
林（湿）2000 亩；开展城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专项
行动，加强重点水体的治理和修复，加快推进湿地保
护与恢复；推进海洋生态修复，加强珊瑚礁、砗磲、红
树林等重点物种种群保护。

在城镇修补方面，海南将推动老旧建筑改造提
升；继续开展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形成防违控违长效
机制；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加强生活垃圾治理、
农村污水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工作。

■要闻速递

河北省环境监
测中心站监测人员
近日在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开展了为期
5 天的环境现状调
查监测。监测人员
利用无人机对核心
赛区的生态环境进
行 影 像 记 录 。 据
悉，这是河北省第
三次开展张家口赛
区环境质量现状调
查监测。
张铭贤 曹校辉摄

本报记者王昆婷2月21日北京
报道 环境保护部今日发布 2017年 1
月全国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
及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空气
质量状况。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0.0%，同比下
降6.7个百分点。PM2.5、PM10浓度分别
为78微克/立方米、117 微克/立方米，
同比均上升 14.7%。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刘
志全介绍，1月，74个城市中空气质量
排名相对较差的后 10位城市（从第 74
名到第65名）分别是：石家庄、邢台、邯
郸、保定、乌鲁木齐、西安、太原、衡水、
郑州和唐山市；空气质量排名相对较
好的前10位（从第1名到第10名）城市
依次是：海口、舟山、拉萨、昆明、丽水、
福州、台州、厦门、深圳和惠州市。

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36.2%，同比下降 19.6 个
百分点。PM2.5浓度为 128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 43.8%；PM10 浓度为 18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41.0%。

北京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51.6%，
同比下降 19.4 个百分点。PM2.5 浓度
为 116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上 升
70.6% ；PM10 浓 度 为 131 微 克/立 方
米，同比上升 63.8%。

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74.1%，同比上升 16.2 个
百分点。PM2.5 浓度为 60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16.7%；PM10 浓度为 86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8.9%。

珠三角区域 9个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84.2%，同比下降13.3个百分
点。PM2.5浓度为51微克/立方米，同比
上升 59.4%；PM10浓度为 69微克/立方
米，达到国家二级年均浓度标准。

环保部发布2017年1月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338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0.0%

连日来，今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
督查正在各地持续展开，查得严、查得细、
查得实，成为此次督查的亮点，且成果明
显，仅仅数日，督查组就检查部门和企业
500余个，发现上百起问题。

无论是此次的空气质量专项督查还是
此前的各项环保督查，不仅声势浩大，而且
动了真格，震慑明显，为压实地方环保责
任、推动环境质量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督查持续展开，越发密集。去年以来，环
保各专项督查不断，从环境执法监管到大气
环境质量，再到每一次重污染天气期间，必派
督查组督查应急响应情况；从环境保护部组
织的督查，到各省市自行开展的环保督查，频
次密集、工作持续、检查随机，恢恢之网，疏而
不漏。这让地方政府及企业明白，只有严格
落实环保责任，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有效

改善环境质量，才能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待。
督查深入一线，很接地气。除了调阅

资料，查看监测数据，环保督查越来越多地
深入基层，深入实地，深入企业生产线，了
解事实真相，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同时，
环保督查的规格不断走高，在此次的第一
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中，部级领导亲自
带队，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先后实地调
研“小散乱污”企业，走入街头村边，掌握第
一手信息。同时，环保督查越来越呈现开
放式的态势，内容、程序、问题、结果全公
开，让媒体、公众更多地参与其中。

督查制度更加完善，程序更加严谨。随
着环保督查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及企业企
图走过场、存侥幸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与此
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主动配合，甚至同
步进行督查活动。如在空气质量专项督查
中，山西省决定从 2月 13日至 3月 20日在全
省开展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北京市
环保局要求，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对
待，全力配合督查组完成督查工作。

如此密集、下沉、加严的督查，传递了
一个明显的信号，不治污、懒治污、不减排，
凡此种种，再也别想蒙混过关了。

释放督查威力 压实环保责任
史小静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
到2020年，农业源头污染得到有效治理

本报讯 国务院近日印发《“十三五”国家食品安
全规划》。《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将严格实施从
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建立健全覆盖全程的监管
制度、覆盖所有食品类型的安全标准、覆盖各类生产
经营行为的良好操作规范，全面推进食品安全监管
法治化、标准化、专业化、信息化建设。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农业源头污染得到有
效治理。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3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到 40%以上，主要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 97%以上。

《规划》指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向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源头污染问题突
出，一些地方工业“三废”违规排放导致农业生产环
境污染，农业投入品使用不当、非法添加和制假售假
等问题依然存在，农药兽药残留和添加剂滥用仍是
食品安全的最大风险。

《规划》明确，要深入开展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理，加快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新品种
研发和推广，实施高毒、高残留农药替代行动；推进
重金属污染源头治理，摸清土壤污染分布情况，开展
污染耕地分级分类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