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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PM2.5实行更精细化管理

深圳“一街一站”网格化监测体系上线

2017 年 ，云 南 省 环 境 空
气质量总体继续保持优良。
全省 16 个州（市）政府所在地

（以 下 简 称 16 个 城 市）PM2.5

年 平 均 浓 度 均 达 到 二 级 标
准 ，平 均 值 为 24 微 克/立 方
米，较 2015 年下降 14.3%。16
个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为 98.2%，较 2015 年上升 1
个百分点，完成 97.2%的目标
任务，在全国排名第一。

2017 年，云南省 8 个国家
考核地级城市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平均浓度的算术平
均 值 为 46 微 克/立 方 米 ，较

2013年下降 16.8%。经国家考
核得100分，考核结果为优秀。

据 了 解 ，当 前 云 南 省 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主要存在源
解析工作难度大、超低排放
改造工程资金缺口大、重点
工业项目建设对二氧化硫减
排压力增大等问题。

云南省在环境空气污染
物基本项目中，因臭氧超标
导致出现轻度及以上污染天
气的情况占比较大，并且目
前对臭氧产生的机理研究还
不够，缺乏有效控制臭氧污
染的手段。

方雄表示，下一步，云南
省将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坚持
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标本兼
治，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法
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
强化区域联防联控，统筹兼
顾、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坚决
打赢蓝天保卫战。确保全省
空 气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保 持 优
良，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多赢。

本报讯 为更精准地改善空
气质量，深圳市的 PM2.5数据监测
开始精确到街道。深圳市副市长
黄敏表示，“一街一站”体系的建
设是为了让深圳的空气质量“好
上加好”。

近年来，深圳市空气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但与一些国际先进
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为此，
深圳市确定了 2018 年全市 PM2.5

浓 度 降 至 26 微 克/立 方 米 的
目标。

“要想让 PM2.5 继续下降，就

必须实行更精细化的管理。”深
圳市人居环境大气委员会处长谭
清良说。“一街一站”体系能精
准判断重点污染区域，压实基层
责任，充分调动各区各街道大气
治理积极性。“从当前数据来看，
74 个街道 PM2.5 的数据总体呈现
东部区域低（较好），西部区域偏
高（较差）的现象。这将为深圳市
空气质量提升精准施策提供科学
依据。”谭清良向记者介绍。

按照要求，“一街一站”网格
化空气监测体系获取的数据调

试稳定后，须每个月公布空气质
量 排 名 前 十 位 和 后 十 位 的 街
道。黄敏表示，通过排名，可以
倒逼各街道空气质量治理工作，
压实各街道责任。

“一旦某个街道的 PM2.5数据
出现异常，我们就会去追查是什
么原因导致的，督促各街道尽早
解决问题。此外，监测体系还有
助于预测每个街道空气质量的发
展趋势，并针对具体情况制定具
体的方案”黄敏表示。

目前，深圳市 10 个区 74 个街

道中，除国控点、市控点、生态点
外 ，仍 有 37 个 街 道 需 新 建 监 测
点。为按时、保质完成站点建设工
作，市人居环境委采取统一标准、
分散建设的原则推进相关工作。

具体来说，首先在点位选址、
站房建设及监测仪器选型等方面
制定统一的规范要求；其次，各区
组织各街道开展建设；最后，由市
人居环境委对全市 74 个街道站
点实施统一运维及监测数据联网
审核。

据了解，“一街一站”监测数
据会以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或
市人居环境委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向公众发布，公众可以通过上述
渠道查询 74 个街道 PM2.5 实时浓
度及排名。 胡文婷

为调动全区力量打赢蓝天
保卫战，杏花岭区委、区政府牵
头，建立了以网格化为基础的快
速响应处置机制。

据介绍，目前杏花岭区环
保分局在编人员 47 人，环境监
察执法人员 25 人，但这 25 人中
又有小部分人身兼数职。

“杏花岭区总面积约 170 多
平方公里，但从执法人员的力
量、管理的面积来说，无疑是捉
襟见肘。”刘建国说。

为了补齐这块短板，杏花岭
区委、区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服
务，建立了一支专业巡查队伍。
现有第三方巡查人员共 15 人，

分 5 组对杏花岭区的 12 个街乡
进行全方位巡查，并定期使用无
人机高清航拍、GPS 定位，抓拍
露天焚烧秸秆、垃圾，工业企业
烟囱排放及面源污染情况。

“这5个组每天都会详细记录
所在区域现场巡查情况，对巡查
发现的问题，实时定位、拍照上传，

各相关责任单位第一时间妥善处
置，做到环境污染问题及时发现、
及时处理。”刘建国告诉记者。

监管手段有了，监管力量跟
上了，下一步就是要把生态环境
责任落实到人。王同化向记者
透 露 ，在《杏 花 岭 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的基础
上，杏花岭区委、区政府将会进
一步细化和完善量化问责相关
内容，并与监管平台上的排名挂
钩，对于连续排名靠后的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启动问责机制。

曾经的山西省太原市杏花
岭区一度受到PM2.5数值爆表却
无法精准找到污染源的困惑。

在杏花岭环境保护分局打造
的空气质量智能精细化监管平台
（以下简称“监管平台”）建成后，分
局综合利用空气质量监测子站及
气象、卫星遥感、排放源等数据，最
终实现对杏花岭区大气环境全方
位、立体化、全时段的实时监测。

走进杏花岭区大气污染防
治网格化监控中心，记者看到电
子屏上显示着一个个监测点位
及分布情况，且每个监测点颜色
不一，实时反映着监测点位的污
染程度变化情况。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京津
冀及周边重点区域“2+26”城市
按照 3km×3km 划分网格，共计
约 3.6 万 个 ，其 中 杏 花 岭 区 有
12个。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
精细化，通过加密 117 个微观站
点，实现了 500m×500m 的热点
网格监管。”刘建国指着杏花岭

区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监控中
心的显示屏介绍说，杏花岭区地
形 东 北 部 高 、西 南 部 低 ，因 此
117 个微观站点大部分集中在
西南部人口密集、企业多的地
方。

这 117 个微观站点包含热
点网格加密点 40 个、污染源监
测点 20 个、传输监测点 5 个、数
据 质 控 点 4 个 、乡 街 评 价 点 48
个，实现了杏花岭区热点网格全
覆盖。

热点网格技术为什么会成
为 杏 花 岭 区 大 气 治 理 的 重 要
帮手？

2016 年 底 至 2017 年 初 ，太
原市持续出现较长时间雾霾天
气，受地形等自然条件限制，杏
花岭区各项空气指标均居于下
游，污染源却一时无人能说清。

“首要工作是找到污染源，
要清楚知道自身问题有多少，外
来污染物传输又贡献多少，能不
能借助科技手段加以解决。”刚
刚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杏花岭
区 副 区 长 王 同 化 给 出 了 工 作
方向。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太原市
环境保护局杏花岭分局在国控监
测站桃园点位周围布设了 20 个

微观站点，开展了大气污染源解
析监控及适时监测，经过一段时
间运行，初步找到了污染来源。

“虽不是完全精准，但确实
破解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窘
境。但 20 个微观站点还远远不
够。”王同化告诉记者，杏花岭区
委、区政府对此专门召开常委会
进行研究，认为这是精准施策的
有效途径，由区环保分局牵头，
委托相关企业，在全区布设微观
站点，建立空气质量智能精细化
监管平台。

从 20 个微观站点试运行，
到如今 117 个微观站点全覆盖，
不仅能够精准找到污染源，还能
计算出杏花岭区与周边地区的
污染传输情况，大大解决了污染
物传输带来的推诿扯皮问题。
热点网格技术成为杏花岭区改
善大气质量，打赢蓝天保卫战的
重要工具和抓手。

监管平台能否实现精准执法？

识别热点网格内重点污染区、跟踪并分析异常污染特征，先后处理了2129件环境案件

精准找到污染源只是第一
步，最重要的是发挥管理作用，
指导环境监察执法工作。

太原市环境保护局杏花岭
分局副局长郑小瑛每天的工作
之一，就是登陆监管平台系统以
及同步的手机客户端 App 软件，
及时把发现的问题发到工作微
信群里，并通知到相关部门及负

责人。
“以 前 发 现 问 题 要 发 到 工

作 群 里 并 @区 长 ，由 区 长 下 指
示 。 现 在 有 了 手 机 端 App，而
且人手一个账号，都可以看到
自己管辖地方的情况。”郑小瑛
告诉记者，现场发现的问题，不
是光查查就行了，还要现场拍
照留证，并上传回监管平台，作

为档案留存。
记者随机选取了手机监管

平台上的一条历史记录，上面记
载着监管平台系统发现敦化坊
七一社区服务中心臭氧浓度指
标 飙 升 至 305ug/m3，之 后 恢 复
正常水平。一天后接近同一时
间，臭氧浓度指标再次飙升，并
持续维持高位。

郑小瑛告诉记者，当时她发
现这一情况后，当即带领巡查人
员赶赴这一点位周边进行巡查，
发现存在焚烧胶制品以及室外
施工围挡露天喷漆等问题。经
现场处理，两小时后臭氧浓度指
标降至正常范围。

据介绍，依托监管平台，识
别热点网格内重点污染区、跟
踪并分析异常污染特征，太原
市环境保护局杏花岭分局先后
处理了 2129 件环境案件，基本
实现了每个网格、每个污染源
都 有 人 管 、并 且 管 得 住 、管
得好。

“最后一公里”难题该如何解决？

购买第三方服务，建立专业巡查队伍进行全方位巡查

在湖北省十堰市龙信机
动车综合检测中心，工作人
员正在使用机动车排气污染
遥感检测车对车辆尾气排放
采取快速遥感检测。

这 台 机 动 车 排 气 污 染

遥感检测车配备了计算机、
图 像 采 集 、处 理 、传 输 、分
析 等 设 备 ，仅 需 0.8 秒 就 可
完 成 一 辆 正 常 行 驶 车 辆 的
检测。

检测完毕后，车牌号码、

排气是否超标等信息都可准
确无误地显示在遥感监测车
的操作电脑和显示屏上，交
警、环保部门可根据上述信
息 联 合 对 超 标 车 辆 进 行 查
处。 薛乐生供图

地 处 我 国 西 南 边 陲 、拥 有
良好生态环境和丰富自然资源
的云南省，始终坚持把大气污
染防治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重要
任务抓紧抓实，全省上下有效
联动，凝心聚力推动重点工作，
千方百计加大资金投入，挖潜
创新弥补薄弱环节，《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
气十条”）明确的各项重点任务
已全面落实。

2017 年 ，全 省 空 气 质 量 优
良天数比率 98.2%，在全国排名
第一。2018 年 1~7 月，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呈稳中
向好趋势。

云南省环保厅副巡视员方
雄介绍，云南省政府与国家签订
的目标责任书中云南省大气污
染防治的工作目标是：到 2017
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保持优
良水平。

对此，云南省高度重视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根据国家总体部
署和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及时制
定了实施方案，省政府与各州

（市）政府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明
确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
要求、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按照“大气十条”明确的重
点任务，云南省突出抓好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清洁生产、煤炭管
理与油品供应、燃煤小锅炉整
治、工业大气污染治理、大气面
源污染治理、机动车污染防治等
9个方面工作的落实。

为确保重点任务如期完成，
云南省强化对重污染行业监管，
加强对“大气十条”实施的督查
督办，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等关
键环节，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
增效。

在强化对重污染行业的监
管方面，云南省各级政府和相关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加大
对火电、钢铁、水泥企业烟气脱
硫、脱硝、除尘设施运行的监管
力度，对玉溪、西双版纳、红河、
普洱、昭通、曲靖等 6 个州（市）
行政区域内的火电、钢铁、水泥

企业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有
效避免在线监测现场端运维不
规范、存在数据异常及数据失真
的情况发生。

在加强对“大气十条”实施
的督查督办方面，实行工作调度
制度、通报预警制度、专项督查
制度、约谈问责制度。从 2017
年 5 月开始，每月对各州（市）目
标责任书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调
度；每月通报落实目标任务进度
滞后州（市）名单，对推动工作不
力的普洱、昭通、红河、西双版
纳、德宏等 5 个州（市）政府分管
领导进行了约谈。

在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方
面，云南省印发《关于确保完成
2017 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不低于 98%的目标任
务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州（市）
政府一旦发现环境空气中的污
染物浓度上升并有可能引发轻
度及以上污染天气情况，立即采
取“停建、停产、停运”措施。

2017 年 12 月 22 日 ~29 日 ，
滇中、滇东北、滇东南地区出现
不利气象条件，多个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出现轻度污染，短时还出
现中到重度污染情况。省环保
厅立即启动应急措施，向全省下
达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应对污染
天气的通知，并报告省政府。通
过不懈努力，这次主要由气象条
件引发的污染天气得到了有效
控制。

■对标对表抓实重点工作

■固强补弱提升治气实效

云南省政府财力有限，推
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资金缺
口较大。尽管如此，云南省想
方设法筹集资金，把有限经费
用在刀刃上，资金投入落到实
处，为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实施
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据 了 解 ，2013~2017 年 ，
云南省共筹措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 82.77 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65.82 亿元，省财政
资金 16.95亿元。

安排节能重点工程、循环
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示范项
目及重点工业污染治理工程

资金 2.69亿元，支持重点企业
循环经济、资源能源发展项
目，促使耗能企业降低能耗、
排放、成本，逐步提高效率。

安排淘汰落后产能资金
7.74 亿 元 ，进 行 相 关 清 算 工
作，鼓励企业关停、淘汰落后
产能，有效控制或限制了全
省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
增长，加大落后产能和污染
严重企业的淘汰力度，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

安 排 可 再 生 能 源 资 金
8.25 亿元，支持风力、生物质
能、太阳能等发电项目和可再

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促
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安 排 低 碳 发 展 、节 能 降
耗 、化 解 过 剩 产 能 等 资 金
36.6 亿 元 ，支 持 全 省 低 碳 发
展规划示范项目、节能减排
有关建设项目，促进高耗能
企业提升节能技术、改造设
备，引导全社会推动低碳经
济发展，实现节能降耗、污染
减排任务目标。

安排下达新能源汽车补
助资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鼓
励资金和城市公交车成品油
价格补助资金等 18.99亿元。

■筹措资金保障关键项目

热点网格技术缘何成为香饽饽？

量化气象、地形、外部地区污染传输对杏花岭区的大气污染贡献，解决污染物传输
带来的推诿扯皮问题

太原市杏花岭区对大气环境实行全方位、立体化、全时段实时监测

应用高科技 下活一盘棋
◆本报记者雷英杰

■气象万千

▲图为太原市杏花岭区精细化智能监管闭环管理体系。

◆本报记者蒋朝晖

构建智慧环保
推进环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