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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安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是 PM2.5年均浓度依然很高。今年的全国环
境保护工作会议上，首次将汾渭平原与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长三角一起作为蓝天保卫战主战场，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地区 PM2.5 浓度高。作
为汾渭平原城市之一，西安市大气污染防治任务
仍然很艰巨。

曹军骥认为，从科技角度而言，与京津冀、长
三角等重点区域相比，当前西安市治气科技投入
不足，无法有效支撑科技治气、精准治气工作的紧
迫需求。

因此，曹军骥建议，下一步应健全区域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机制及重污染天气应对技术体系，以
科技为核心构建新型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体系，加
大科技治气、精准治气工作力度。加强西安及周
边地区大气污染实时监测、来源、成因与治理研
究，建成综合科学决策支持系统，支撑科学决策和
精准施策；以项目带动先进治气理论、技术研究与
工程示范，促进科技治气整体水平提高。

“‘霾可治、人努力、天帮忙’，只要继续坚持目标
明确、措施得力、同向发力，经过 3年左右的时间，西
安市大气污染状况将得到明显改善。”曹军骥表示。

西安去年PM2.5降幅创新高，降幅达30%，数据分析显示

扬尘控制对PM2.5浓度下降贡献约一半
◆本报记者王双瑾

陕西省西安市
2017 年 PM2.5 平均
浓度为 78 微克/立
方米，首次下降到
100微克/立方米以
下。这是中国科学
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曹军骥通过
实验数据得出的结
论。西安市13个国
控监测子站得出的
2017 年 PM2.5 平均
浓度为 73 微克/立
方米，与这一实验室
数据接近。

研究表明，西安
市采取的大气治理
措施方向正确，其
中，扬尘、燃煤和生
物质燃烧治理的政
策 最 为 有 效 ，对
PM2.5浓度下降贡献
约占75%。

为评价西安市治气效果，中国科学院地球环
境研究所对实验室在西安市高新区的长期观测站
点 PM2.5数据进行了分析。2003 年以来，实验室获
得每日 PM2.5 质量及其详细化学组分的连续浓度
数据。

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西安市 PM2.5浓度呈持
续下降趋势，分为 4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4 年~
2007 年期间，PM2.5 年均浓度为 167 微克/立方米~
190 微克/立方米；第二阶段是 2008 年~2013 年，

PM2.5 浓度为 145 微克/立方米~171 微克/立方米；
第三阶段是 2014 年~2016 年，PM2.5 浓度为 106 微
克/立 方 米 ~126 微 克/立 方 米 ；第 四 阶 段 是 2017
年，PM2.5 浓度首次下降到 100 微克/立方米以下，
达到 78微克/立方米。

西安市 13 个国控监测子站的数据是 2017 年
PM2.5平均浓度73微克/立方米，与实验室的78微克/
立方米接近。与2016年相比，2017年PM2.5降幅创历
史新高，达到 32微克/立方米，降幅达 30%。

据介绍，2017 年西安市开展了“铁腕治霾·保
卫蓝天”“1+1+9”行动，以减煤、控车、抑尘、治源、
禁燃、增绿等六大措施为抓手开展了诸多工作。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17 年西安市 PM2.5中粉
尘、有机物、黑碳、硝酸盐、硫酸盐、铵盐均下降，其中
粉尘下降达 57%，表明扬尘控制、禁土令的有效性；
黑碳下降约 50%，表明燃煤及生物质燃烧控制的有
效性；硫酸盐下降 23%，表明工业控制的有效性；硝
酸盐下降21%，表明机动车控制的有效性。

2017 年 PM2.5 浓度下降的 32 微克/立方米中，
粉尘占 49%，说明扬尘控制对 PM2.5下降贡献约一
半，表明“铁腕治霾·保卫蓝天”“1+1+9”行动中的
扬尘控制对策是完全正确的。有机物和黑碳贡献
约 26%，表 明 燃 煤 和 生 物 质 燃 烧 治 理 政 策 的 有
效性。

曹军骥表示，由这些数据分析可获得初步结
论：2017 年西安市铁腕治气效果显著，其中扬尘、
燃煤和生物质燃烧治理的政策最为有效。

2017年PM2.5降幅创历史新高

数据分析证明，西安治气“路子对头”

汾渭平原成为主战场，科技支撑应强化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蔡
笛湘潭报道 湖南省湘潭市委副书
记、市长谈文胜近日带队到湘钢焦
化厂等地督导环保工作，并组织召
开湘潭“蓝天保卫战”督办会。

当日上午，谈文胜一行首先
来到华菱湘钢集团，对焦炉无组
织排放治理工作进行督导，并考
察了大气网格化监测湘钢焦化点
的建设和运行情况。随后，督导
组前往长青建材，督导废气无组
织排放及“散乱污”治理工作。

督办会上，谈文胜指出，湘潭
各级各部门要看到形势的严峻
性，要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抓好大
气污染防治。要提高政治站位，

破除思维定式，清除既有存量，采
取 断 然 措 施 ，抓 好 大 气 污 染 防
治。要做到关停与整改两手抓、
长效与近期两手抓、严管与重罚
两手抓、转型与调整两手抓。要
联合施策，众志成城抓好大气污
染防治。要齐心协力着重抓好重
污染企业、道路扬尘与建筑工地
扬尘、裸露黄土、农村垃圾焚烧等
治理工作。

据悉，今年湘潭市将从深入
推进工业污染治理、全面推进可
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深化面
源大气污染综合防治等方面推进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改善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打赢蓝天保卫战。

湘潭市长带队督导环保工作
要求严管与重罚两手抓

本报讯 四川省成都市近日公布了全市 2018 年
环境保护工作要点。今年，成都将全力打好污染防
治“三大战役”，狠抓问题整改，开展常态督察，严格
落实环境准入制度，强化科技产业支撑，加强执法监
管，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成都将持续推进成都“治霾十条”，实施 2018 年
大气污染防治“650”工程。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基本
淘汰大蒸吨燃煤锅炉，持续加大“散乱污”企业整治
力度。加强城市扬尘管控，提高城市道路扬尘精细
化管控水平。严格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管
控，强化柴油货车排放达标监管。推进科技治霾，继
续开展秋冬季攻坚行动、臭氧防控专项行动。

持续推进成都“治水十条”，实施 2018 年水污染
防治“626”工程。全面落实河（湖）长制，以锦江流域
水生态治理为重点，全面推进岷江、沱江流域水环境
综合整治。持续推进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污水处理
扩能提标升级、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工业园区污水收
集处理设施建设、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确
保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持续推进成都“治土十条”，实施 2018 年土壤污
染防治“620”工程。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推动崇
州市土壤污染综合防治省级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
第二批省级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试点示范项目。实施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三年行动攻坚方案，提升固体废
物处理能力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郭春平

成都推动三个治污“十条”齐发力
科技治霾 综合治水 试点治土

本报讯 安徽省合肥市近日出台了《关于合肥市
推进电能替代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积极推进“以电代煤”“以电代油”及新能源推广工
作，到 2020 年年底前，建成充电设施 10万个。

合肥市将全面完成高污染燃料锅炉整治。《意
见》明确，在环境敏感区，新上 20 蒸吨以上的锅炉项
目应优先采用电锅炉等鼓励替代能源设备；在生产
工艺需要热水、蒸汽的各类行业，推进蓄热式与直热
式工业电锅炉应用。在金属加工、铸造、陶瓷、耐材、
玻璃制品等行业，推广应用电窑炉。

合肥市将积极推进地源、水源和空气源等热泵
系统在新建民用建筑中的推广应用，推动既有建筑
应用热泵技术开展供冷供热改造。力争到 2020 年，
新建民用建筑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比例达 70%
以上。

《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年底前，建成充电
设施 10 万个。对向电力部门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
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
2020 年前免收基本电费。对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
用电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

按照《意见》，合肥市将通过“电网连万家 共享
电气化”等活动，提高居民家用电器使用率。同时，
鼓励农村地区采用电磁炉等电炊具，减少厨炊具散
烧用煤（柴）。同时，推进餐饮业生产加工电气化，今
年 6月底前，完成现有全部非电火锅改造。

李孝林

合肥推进电能替代工程建设
到2020年建成充电设施10万个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冯涛 蒿文祥

“以前这里是脏乱差，现在不仅
取缔拆除了‘散乱污’企业，听说还
要建立体景观生态廊道，我们都盼
着呢。”家住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龙
台街的居民邰书生目睹了周边环境
变化的全过程。

龙台街的变化是复兴区开展主
城区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攻坚行
动的一个缩影。

除污务尽，破旧厂房及违
建都要拆除

说起复兴区，邯郸市民印象最
深的就是 309 国道、邯武快速路、康
庄乡、户村镇周边大大小小的洗煤
厂。曾经，临近的居民家中都不敢
开窗，一阵风刮过，满头满脸全是黑
灰 。 如 今 ，这 样 的 场 景 已 不 复 存
在。去年年底，在康庄乡康庄大道
上，复兴区最后一个洗煤厂已经拆
除，厂里堆积的煤粉黑渣也进行了
相应处理。

复兴区委书记潘利军介绍说，复
兴区以打造主城区西部绿色生态屏障
为目标，以提高辖区空气质量和居民
幸福指数为己任，在全市率先启动了
主城区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攻坚行
动，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

除 了 康 庄 乡 洗 煤 厂 彻 底 拆 除
外，复兴区其他“散乱污”企业在执
行“两断三清”的基础上，也对空出
来的破旧厂房进行了拆除。

邯郸市环保局复兴区分局负责
人介绍说，这些空出来的厂房极易
新进“散乱污”企业，且涉及违法占
地，必须彻底清除。

复 兴 区 成 立 了 区 委 书 记 任 政
委、区长任指挥长的推进指挥部，四
套班子齐上阵，区级领导全参战，并
牵头负责 5 个职能工作组、四大战
区、9 个攻坚组。在区委、区政府的
强力推动下，复兴区整合区环保、农
林、住建、国土、法院等多部门联合
行动，对“散乱污”企业、“僵尸”企
业、违法经营的路边商铺、各类违章
建筑等进行了全面排查，对证照不
齐全、污染严重的违建及企业，坚决
拆除。

目前，复兴区累计拆除主城区
周 边 各 类 违 建 2196 处（含 企 业 285
家），腾退土地 8156.27 亩，其中，关
停取缔 500 多家“散乱污”企业后，初
步测算可腾退集体建设用地和工业
用地将近 4000 亩。

“脏乱差”变身“绿净美”，
引来八方客商

拆是前提，建是关键。复兴区
坚持拆一片绿一片，美化一片，推动

全区环境面貌大幅提升。
在拆的过程中，复兴区坚持“绿

色”拆违，所有拆违现场均配备洒水
车 、水 枪 ，突 出 拆 运 同 步 ，“即 拆 即
清、即绿即美”，坚持植绿跟进，紧扣
美丽乡村、生态片区整体规划及路
网建设，同步推进造林绿化、景观打
造、节点靓化，提升整治效果。截至
目前，复兴区在腾退的 7875 余亩土
地上，植树 19 万余株，绿化 2352 亩，
全区累计植树 170 万棵，绿化 1.7 万
余亩，创历年之最。

从“脏乱差”变身“绿净美”，复
兴 区 的 环 境 大 整 治 打 破 了 发 展 瓶
颈，腾出了环境容量、土地指标，不
仅换来了环境质量日益好转，更引
来了八方客商。

据了解，复兴区关停取缔 500 多
家“散乱污”企业后，腾退集体建设
用地和工业用地近 4000 亩，为发展
让 出 了 宝 贵 的 建 设 空 间 。 近 几 个
月，国际国内一些知名企业纷纷到
复兴区考察投资事宜，目前已达成 9
个超 50 亿元的合作意向；以往从来
不登“复兴门”的国内知名房地产企
业，如保利、恒大、荣盛等都派出人
员来复兴区寻找商机。

潘利军认为，正是复兴区生态
环境的极大改善，为发展迎来了新
机遇。下一步，复兴区将坚持“生态
靓区”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巩固整治
成果，提升城市整体环境质量。

邯郸复兴区整治“散乱污”不留尾巴
取缔企业“两断三清”，破旧厂房及违建也要拆除

本报通讯员臧志攀 记者晏
利扬嘉兴报道 浙江省嘉兴市镇
（街道）空气质量监测点建设今年
将陆续进入实质性阶段，嘉兴市
治气办将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
式，市、县(区)财政计划 5 年投入
资金 7400 万元，建成 74 个镇（街
道）级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网格
化监测点）。

据嘉兴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
理处、市治气办综合处工作人员
周 赦 介 绍 ，嘉 兴 市 将 对 74 个 镇

（街道）开展 PM2.5和 PM10监测，接
下来会配套出台考核评价制度，
根据监测数据实行考核和排名通

报制度。镇（街道）级空气质量监
测站点建成后，有利于嘉兴构建
以“治气网格长”为核心的治气责
任制，落实县（市、区）政府、镇（街
道）对工业企业、建筑工地等污染
源的应急管理主体责任，尤其有
助于推动镇（街道）一级政府加大
治气工作力度。

嘉兴还将通过探索建立网格
化治气体系，推行镇（街道）“治气
网格长”制度，在部分区域废气污
染问题突出的重点网格实行由市
领导领衔联系的市、县、镇三级网
格长制度，最终实现精准施策、精
准治气。

嘉兴建设镇级空气自动监测站
5年投入7400万元新建74个

本报讯 江苏省新沂市今年
继续实施“清单式”管控，开出涵
盖 十 一 大 类 环 境 问 题 的 新“ 清
单”，实行排查列表、加压督办、严
格考核“三步走”“三递进”，对环
境问题和隐患进行精准整治。

新沂市去年就已经开始实施
“清单式”管控。去年年初，在排
查梳理的基础上，市政府列出八
大 类 、16 项 、208 个 环 境 问 题 清
单，明确整改指向，共关停“十五
小”作坊和石英砂酸洗加工点、水
玻璃及化工企业等 187家。

石英砂酸洗是阿湖镇和双塘
镇的传统资源加工产业，前些年，
部分村民利用田间地头和院落进
行酸洗作业，设备简陋，无污染防

治设施，对环境造成影响。多年
来，虽经治理，却收效甚微。实施

“清单式”管控后，按照清单“指
令”，新沂市环保、公安、市场监
督、安监、供电等部门与辖区政府
联动，高标准建设了两处酸洗集
中作业区。先后关停拆除违规加
工点 63 家，对两家企业违法行为
依法侦办，3 人被判刑，石英砂酸
洗污染源逐一从清单中“销号”。

2018 年 ，新 沂 市 继 续 实 施
“清单式”管控，以大气污染防治
为重心，制定《新沂市网格化环境
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开出涵盖十
一大类环境问题的新“清单”，形
成全方位、全天候监管格局。

喻德勇 韩静

新沂“清单式”管控环境隐患
今年精准整治十一大类环境问题

本报讯 北京市昌平区首个
棚改现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
目近日在沙河镇正式投产。项目
将对区域内疏解腾退产生的建筑
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置，再生产品
将回归应用于原区域基础设施建
设，用来打造北京首个再生自然
主题公园。

据沙河镇副镇长宋岩介绍，
到 2020 年，沙河镇疏解腾退产生
的建筑垃圾预计将达到 230 万吨
左右。如果采用传统的填埋方式
进行处置，将占用埋深 10 米的土
地 230 亩，相当于 22 个足球场，并
且在外运过程中还将带来扬尘等
问题。为此，沙河镇引入了由北
京建工资源公司研发设计的棚改
现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
以更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

式消纳建筑垃圾，为城市“留白增
绿”提供空间。

在沙河项目现场，多辆绿色
运输车将装载的建筑垃圾投入处
置设施，经过破碎、筛分以及多级
分 选 ，生 成 不 同 规 格 的 再 生 骨
料。以这些骨料为原料，可以生
产出再生砖、再生砂浆等各类再
生产品，从而实现建筑垃圾的减
量化、资源化和循环再利用，资源
化率可达 95%以上。

未来，沙河镇将与北京建工继
续合作，在这一区域打造占地面积
约 325 亩的北京面积最大的再生
自然主题公园。原区域内拆除产
生的建筑垃圾经资源化转化后的
再生产品，将用于铺设公园道路、
打造文化雕塑等，在区域内形成良
性的资源循环闭环。 郑宇飞

棚改现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
昌平打造北京首个再生自然主题公园

微言

用数据坚定治气信心
张楠

山东省齐河县环保局日前组织开展环境执法大检查，执法人员深
入企业调档案、看数据、查违法，督促企业守法经营、达标排放。图为执
法人员现场检查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刘学芹 董若义摄

78 微 克/立 方 米 ，西 安 市
2017 年 PM2.5 的平均浓度依然很
高。这些年的治理工作到底有没
有成效？下一步又该在哪方面发
力？西安市通过科研院所的科学
分析，坚定了信心，也明确了今后
的努力方向。

这些年来，各地在大气污染
防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有些地方虽然取得了成效，但
是空气质量改善的直观感受却不
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
地方防治大气污染的积极性。这
就需要用数据来说话，通过科学
分析，明确治理措施取得的效果，
给地方以坚定治气的信心。

科学分析治理效果，用数据
说话，还能让公众了解各项治理
措施成效。比如，了解散煤治理、
机动车治理等对蓝天的具体贡献
后，公众会更加理解并配合政府
采取的治理举措。西安的做法值
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