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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黄陵煤化工存在大量违法行为
涉及未批先建投产、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污、规避监管等问题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年中看进展（二）

本栏目投稿邮箱：zhbytygs@126.com

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凌晨三点的监督行动

时间：2018 年 4
月30日 凌晨3点
地点：辽宁红沿
河核电厂 3 号机
组主控室

◆本报记者王小玲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四川“一定要
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写好”。
不久前召开的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深刻把握治蜀兴川的生态重任，明
确提出要坚决打赢污染防治“八大战
役”，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具体来说，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打好蓝天保卫战、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等重大部署，又紧扣四川实
际坚决完成碧水保卫战、环保基础设
施建设攻坚、“散乱污”企业整治攻坚
等特殊任务。

“八大战役”谁来打？怎么打？打
成什么样？四川省环保厅厅长于会文
坦言，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八大
战役”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调
动全社会方方面面力量共同发力。

坚持“七个打”是核心战术

往哪打？
四川省委省政府认为，环境保护

的最终成果，是要让人民群众有明显
获得感与幸福感，打好污染防治“八大
战役”，就是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
闪烁、清水绿岸。

具体说，就是到 2020 年，全省范
围内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中轻度连
续污染天数明显缩短，优良天数与目
前珠三角水平相当。县级以上饮用水
水源地干干净净，城市黑臭水体基本

消灭，国考水质断面劣Ⅴ类全面消除，优
良比例全面达标，出川断面持续稳定Ⅲ
类以上。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
全可控。

怎么打？
从战略战术层面分析，四川省提出，

要主要坚持“七个打”，即坚持落实责任
打、精准施策打、标本兼治打、主动打尽
早打、集中力量打、动员群众打、建设一
支环保铁军打。

以精准施策打为例，因为各地产业
结构、生态本底、环境质量状况不尽相
同，必须实施精准治理，才能事半功倍。
而标本兼治打，则强调治标要雷厉风行、
紧盯不放，治本要着眼长远、久久为功，
坚持重点治理和整体推进相结合。

谁来打？
在责任体系上，四川省明确，各市县

党委政府要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质
量 负 总 责 ，市 县 乡 村 几 级 书 记 都 要 抓
环保。

各相关部门切实履行好生态环境保
护职责，落实好“一岗双责”，打好本领
域、本行业的污染防治攻坚战。

环保部门要冲在最前头，干在最实
处，牵头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
饮用水水源地问题整治三大战役。

同时，配合发改、经信、住建、农业等
部门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长江保护
修复、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农村污染
治 理 、“ 散 乱 污 ”企 业 整 治 等 另 外 五 大
战役。

沱江流域治理是重中之重

沱江流域占全省水资源量的 3.5%，
却 承 载 了 全 省 25% 的 人 口 和 30% 的
GDP。四川作为“千江之省”，现在最大
的问题集中在沱江流域。

沱 江 流 域 水 污 染 问 题 ，也 是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关 注 的 问 题 之 一 。 可 以
说，沱江流域治理得怎么样，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八大战役”能否真正取
得实效。

去年以来，四川省委确定在沱江
流域，由省领导担任省级河长，流域 7
个市的市委书记担任各市（州）的河
长，各部门整合资源精准发力，从顶层
设计上解决了“谁来干”的问题。为强
化考核问责，近期省级河长将与流域
7市签订目标责任书。

怎么干？
立法先行。针对一个流域专门立

法，这在四川尚属首次。沱江流域环
境保护条例目前已完成立法调研、草
案编制等工作，预计年内出台。四川
还制订了沱江全流域规划和三年达标
计划，编制了沱江流域水质达标方案、
一河一策保护方案等。

科技护航。为实施精准治理，四
川省环保厅还专门成立沱江环境研究
所和沱江污染防治专家顾问团，对釜
溪河、球溪河等污染严重的支流沿江
踏勘，确定河流污染类型，制定并实施
治理方案。

精准治理。瞄准影响沱江水质的
总磷和氨氮因子，谋划实施一批重大
治理工程。在沱江上游重点整治 17
座磷石膏堆场，关闭探采磷矿 43 个；
全流域实施污水治理设施提标升级，
推进涉磷等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推
进鸭子河等 10条重点小流域治理。

督查导压。今年 3~4 月，四川组
织开展了为期 2 个月的沱江流域污染
治理强化督查，督查点位 1052 个，限
期整改问题 632 个，推动各地下大力
气积极整改。

经过不懈努力，今年上半年，沱江
流域污染这块硬骨头终于有了被啃下
的迹象。沱江流域 16 个国考断面达

到Ⅲ类水质以上的有 9 个，优良率达到
56.3 %，较去年同期上升了近四倍。

“水的质量一时好不算好，一直好才
是真的好！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水污染
问题稍一疏忽就会反弹。”于会文表示。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是重要抓手

污染防治攻坚千头万绪，如何才能
做到条分缕析、有条不紊？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堪称一个重大抓手。

从前期四川已经开展的环保督察省
级“回头看”情况来看，尽管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四川的 89 项整改任务总体有序
推进、整改有力，但假装整改、表面整改、
敷衍整改、整改不到位的情况确实还不
同程度存在。

“可以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就 是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的‘ 升 级 版 ’，揭 丑
曝 光 丝 毫 不 留 情 ，追 责 问 责 丝 毫 不 手
软 。”于 会 文 坚 信 ，只 要 全 省 上 下 齐 心
协 力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和 各 部 门 继 续 共
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做到小问题少出、
大问题不出。

截至目前，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四
川 的 8966 个 信 访 问 题 已 整 改 完 成
90.2%，省级环保督察发现的 8924 个问
题已整改完成 93.2%，群众关心关注的
环 境 问 题 整 改 总 体 上 来 说 是 有 力 有
效的。

“环保督察不是来找别扭的，是来帮
助解决问题的。”于会文表示，四川各级
各部门一定要借势借力，严格对标对表，
对照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 89 项整改任
务，采取“清单制+责任制”，进一步明确
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严格整改
销号办法，坚决做到达不到标准的不销
号、问题反弹的不销号，特别是对群众反
复投诉的问题要重点解决、实实在在解
决、举一反三解决。

明责任、定战术、划重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八大战役”

四川全力写好生态文明建设大文章
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补短板补短板

打好打胜攻坚战打好打胜攻坚战

本报记者牛秋鹏8月14日北京报
道 近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

《管不住的焦化厂？》为题报道了陕西黄
陵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陵
煤化工）长期违法排污导致环境污染问
题。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迅速组织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督促当地有关部门依
法严惩恶意违法排污行为。

经查，涉事企业存在大量环境违法
行为。一是环评、三同时制度落实不到
位。黄陵煤化工 200 万吨/年焦化及配

套甲醇项目曾存在未经验收擅自投产
的环境违法行为；甲醇驰放气综合利
用制合成氨项目曾存在未批先建并投
入生产违法行为。二是治污设施不正
常运行。焦炉推焦装煤作业过程中地
面除尘站不正常运行，筛焦工段除尘
装置长期不运行；企业动力车间部分
烟气直接排放。三是超标排污。企业
动力车间、2 号焦炉外排烟气超标；熄
焦水污染物超标；污水处理站出口水
质超标。四是规避监管。企业采取停
止推煤装焦作业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方
式 ，规 避 陕 西 省 环 保 厅 现 场 执 法 监
管。此外，当地监管部门“只查不管”

“以罚代管”问题突出。
目前，陕西省环保厅与延安市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依法查处涉事企业环境
违法行为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一是依法查处企业违法排污行为。陕西
省环保厅责令黄陵煤化工停产整治，罚
款 410 万元，对设施不正常运行问题向
陕西省公安厅进行了移交。二是严肃追
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延安市、黄陵
县纪委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共对 40 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
究。延安市、黄陵县两级纪委分别对政
府及监管部门 27 名责任人进行了问责，
约 谈 2 人 、诫 勉 谈 话 7 人 、警 告 处 分 11
人、书面检查 3 人、记过处分 2 人、提醒谈
话 2 人；陕西煤化集团对黄陵煤化工 13
人进行了处理，5 名领导免职、3 人行政
记过、5人予以经济处罚。

2018 年 4 月 30日，凌晨 3点，东北核
与辐射安全监督站驻辽宁红沿河核电厂
的监督员接到 3号机组主控室电话，申
请现场释放机组大修后达临界操作。

起床，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拿
上工作程序，经过数道门岗检查，到达
主控室，查看机组状态，按照程序逐项
确认，对疑虑之处进行沟通、查阅规范，
条件满足，签字释放……整个过程一丝
不苟、如履薄冰。

虽 然 是 五 一 假 期 ，虽 然 是 凌 晨 3
点，但对驻核电厂的监督员来说，只是

一次普通的例行监督工作，多年以来他
们一直是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时坚守
在核电现场，守护在机组身旁。节假日
不能陪伴在家人身边，似乎也开始慢慢
变成习惯，但他们心里明白，自己所做
的一切正是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

《核安全法》的实施，赋予了监督员
更多的职责，他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保障核安全，为保护生态环境，为
美丽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东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李明龙
供稿

◆本报记者文雯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中之重是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 。 今 年 1~6 月 ，全 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 为 77.2% ，同 比 上 升 1.2 个 百 分 点 ；
PM2.5 浓度为 4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3%；PM10浓度为 79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3.7%。蓝天增多了，污染物浓度下
降了，蓝天保卫战正在稳步推进。

抓住重点，带动全局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打好
蓝天保卫战，党的十九大提出打赢蓝天保
卫战。从“打好”，到“打赢”，一字之差，体
现了我国对大气污染防治的信心和决心。

为 打 赢 这 场 硬 仗 ，解 决 人 民 群 众
“心肺之患”，不久前，国务院专门印发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明确了“四个重点”，
即重点防控污染因子、重点区域、重点
时段、重点行业和领域。同时，还提出
了优化“四大结构”，即优化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行动
计划》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为
地方制定目标和措施指明了方向。

“要抓住重点，突出重点，不搞胡子
眉毛一把抓。”生态环境部环境监察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打赢蓝天保卫战，
要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
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综 合 考 虑 当 前 各 地 PM2.5 浓 度 水
平，《行动计划》对环境污染防控的重点
区域进行了调整：珠三角地区被调出重
点区域，汾渭平原被纳入重点区域。

压实责任，将压力真正传导
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今年 5 月，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

晋城市、山西省阳泉市 3 地因为“气质”
不达标，被生态环境部约谈。

两个月过去了，在生态环境部最新
扩展的 16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排名中，邯郸市在 2018 年上半年城
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好的 20 个
城市中名列第六名，进步较大。

环保约谈已实行多年。为了打赢
蓝天保卫战，生态环境部组建后，约谈
力度进一步加大，目的就是让地方各级
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为生态环境保
护第一责任人。

8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对北京通州
区、河北曲阳县、河北赵县、山西晋城城
区、河南辉县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
谈，督促其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压
实工作责任。

这 5 个被约谈的地方政府在今年
生态环境部蓝天保卫战强化督查中，被
发现的问题数量较多。

从今年 6 月到明年 4 月底，生态环
境部对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
原等重点区域开展蓝天保卫战强化督
查工作。目前，强化督查已进行到第五
轮次，截至 8 月 6 日，共检查企业（点位）
14.06 万个，发现问题 8093 个。而此次
强化督查期间，生态环境部动用的人员
力量由上一年度的 8000 人（次）提高到
约 1.8万人（次）。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强化督查范围
扩大，不仅督查组进驻到县级，而且督
查区域扩展到汾渭平原，重点督查目标
也由原有的“散煤”、“散乱污”企业，扩
展到大企业和工业窑炉等。

在强化督查过程中，生态环境部首
次使用了热点网格 3.0 版本，在 500m×
500m 的网格中，更精准地锁定污染企
业，实现了环境精准管理。

此外，强化督查每天的督查结果和
发现的问题清单都“指名道姓”地在媒
体上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强化督查启动以来，对地方政府治
理大气污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6
月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2 + 26”城 市
PM2.5 浓度为 4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0%；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 PM2.5浓度为
3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2.2%。

强化督查已经成为生态环境部督
政的一种有力手段，通过排查、交办、核
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推动地方
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切实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推动解决一些
长期没有解决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强力措施

随着治理大气污染向纵深推进，碰
到的大都是硬骨头。生态环境部部长
李 干 杰 在 2018~2019 年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启动视频会上说，
打赢蓝天保卫战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能力导向。

7 月底，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原则
通过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
方案》，要求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推
动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一些地方政府的行动更早。4 月，
河南省就启动了 2018 年机动车污染治
理攻坚行动，并且禁止制造、进口、销售
和注册登记国五（不含）以下排放标准
的柴油车。北京、天津、河北、广东、海
南、深圳等地也早已行动。

为了减少柴油货车使用量，京津冀
等重点区域大力发展“公转铁”。5 月
底，首列万吨大列停靠河北丰润西站，
京津冀地区“公转铁”运输进入一个新
阶段。今年 1~7 月，天津港集团公司累
计完成铁路煤炭接卸 1385 万吨、铁路
发 运 矿 石 1710 万 吨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64.3%和 7.9%。

下转二版

污染下降了，蓝天增多了

本报记者牛秋鹏北京报
道 为 进 一 步 深 化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制 度 改 革 ，将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工 作 重 点 聚 焦 在
环 境 影 响 和 环 境 保 护 对 策 措
施 上 ，从 技 术 层 面 优 化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工 作 ，生 态
环 境 部 近 日 发 布 了《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技 术 导 则 大 气 环 境》（HJ
2.2-2018），替 代 2008 版 大 气
导则。

修 订 后 的 导 则 参 考 国 际 先
进的大气质量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方法以及我国相关环境质量
标 准 、技 术 导 则 规 范 进 行 优 化
和 调 整 ，改 进 了 评 价 等 级 判 定
方 法 、简 化 了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现
状监测内容和三级评价项目的
评 价 内 容 ，对 大 气 环 境 影 响 预
测模型、参数、计算方法和评价
内 容 等 方 面 都 进 行 了 细 致 、系
统 和 规 范 的 规 定 ，增 加 了 达 标
区和不达标区的环境影响评价
要 求 ，改 进 了 大 气 环 境 防 护 距
离 的 确 定 方 法 ，大 大 提 高 了 大
气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可
操 作 性 ，将 对 建 设 项 目 和 规 划
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修 订 后 的 导 则 同 时 结 合 排
污 许 可 证 制 度 的 推 广 实 施 ，规
范了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及
结 论 ，满 足 排 污 许 可 证 制 度 与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有效衔接的
管理要求。

生态环境部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 大气环境》

本报记者牛秋鹏北京报道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近
日向媒体发布了 2018 年 7月和 1~7月空气质量状况。

2018 年 7 月，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87.7%，同比上升 5.1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23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8%；PM10 浓度为 44 微克/立方米，
同 比 下 降 15.4% ；O3 浓 度 为 148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6.9%；SO2浓度为 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8.2%；NO2浓度
为 1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5%；CO 浓度为 0.9 毫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0.0% 。 1~7 月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78.8%，同比上升 1.8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41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8.9%；PM10 浓度为 7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9%；O3 浓度为 156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SO2 浓度为 1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5.0%；NO2 浓度为 28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6.7%；CO 浓度为 1.5 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7%。

2018 年 7 月，169 城市中唐山、临汾、阳泉等 22 个城市
空气质量相对较差（从第 169 名到并列第 150 名）；海口、珠
海、黄山等 20 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从第 1 名到第 20
名）。

2018 年 1~7 月，169 城市中临汾、邢台、石家庄等 20 个
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从第 169 名到第 150 名）；海口、黄
山、拉萨等 20 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从第 1 名到并列第
19名）。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 7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 55.0%，同比上升 5.0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40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18.4%。1~7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46.4%，
同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62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13.9%。

北京市 7 月优良天数比例为 45.2%，同比上升 3.3 个百
分点；PM2.5 浓度为 5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8%。1~7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4.3%，同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
PM2.5浓度为 5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1%。

长 三 角 地 区 41 个 城 市 7 月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5.7%，同比上升 5.5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24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17.2%。1~7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1.7%，
同比上升 4.1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47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6.0%。

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 7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6.9%，
同比上升 24.4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36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10.0%。1~7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1.1%，同比上升
2.7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6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8%。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情况详见今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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