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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大气重污染

成因难题的“金钥匙”

“滴滴滴……”河北省石家庄市大气
污染防治指挥调度中心响起一阵警报
声，与此同时，秸秆垃圾露天焚烧公共视
频与红外报警系统上跳出预警信息。

经研判，工作人员确定焚烧发生位
置为晋州市小樵镇北旺村，便将信息推
送至晋州市。禁烧网格管理人员赶到现
场，确定有村民露天焚烧秸秆，镇政府对
其处以2000元罚款。

从遥感卫星到激光雷达，从地面空
气质量监测站到红外公共视频点，多地
建立起涵盖乡镇（街道）的高密度监测
网，犹如在城市上空张开一只“天眼”，将
空气质量变化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

当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
市已建立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城市空气
质量预报预警技术体系，覆盖北京市、天
津市，以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 4省的
26个城市。“整个区域重污染过程预报
准确率接近 100%，污染级别准确率接近
80%。此外，预报时长由提前 7天拓展到
10天，能够为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采取
应对措施争取更多时间，同时也进一步
减少对经济社会的扰动。”生态环境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
“大气环境的管理始于监测，也止于

监测。”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程师
王欣说，“以监测发现问题，以监测评估
效果。”从日常工作来看，在应对突发事
件时，加强大气环境监测能够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从宏观上看，从根源上解决
大气污染问题，需要更加科学详实的监
测数据追根溯源。

长期以来，“重污染频发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主要污染源有哪些”等问题始
终困扰着人们。为解答这一问题，2017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设立大气重污
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集中优秀科研
团队，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
气重污染成因、重点行业和污染物排放
管控技术、居民健康防护等难题开展集
中攻坚。

经过 3年调研，专家组在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布设了 109 个采样点，采集了
5.8万多个样品。研究发现，污染物排放
量超出环境容量的 50%以上，是区域内
重污染频发的根本原因。此外，经过
2018- 2019 年秋冬季的 PM2.5 来源解
析，发现工业、民用散煤和柴油车是大气
污染的三大主要来源。这一攻关项目研
究成果，成为下一步推进环境管理、环境
规划、环保决策的切实支撑。

不少专家建议，未来，我国亟需推动
监测技术创新、国产仪器产业化以及建
立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实现宏观大气环
境的立体化、智能化综合联网监测。

区域联防联控

共治一块土地，同

享一片蓝天

2019 年 9月，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总队接到任务，卫星遥感发现
太行山东麓有 6处散砂问题点位，疑为
非法采砂点。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发

现，这些点位均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大石
窝镇与河北省涞水县的交界处，部分区
域行政区划位于北京市，土地权属却在
河北省。
“按照行政区划来，是谁的就谁管！”

两地多部门协商后很快确定措施，6处
污染点位得到清理整顿。如今，大石窝
镇政府已经将原来的露天采砂场改造为
生态林，周边空气质量大幅改善。

类似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以京津
冀为例，地区交界处常常存在一些“三不
管”地带，这些都是“散乱污”企业容易滋
生的土壤。为此，2019 年，北京市 10个
远郊区均与河北省、天津市相邻县区市
建立联动执法机制，区县间的问题自行
联动解决，高效便捷。

空气的流动没有边界，与之相关联
的大气污染治理，同样需要突破地域的
限制。近年来，针对京津冀、长三角等重
点区域，我国相继成立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和汾渭平原大
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制定实施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强化重
点时段污染治理，实现精准施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区域发
展战略，大气污染防治成为率先突破的
重点领域之一。2015年 11月，京津冀环
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正式建立，三地生
态环境部门确立了定期会商、联动执法、
联合检查、重点案件“回头看”、信息共享
等 5项工作制度。从燃煤污染、机动车
排放，到工业企业减排措施等，区域联动
的项目越来越多。

不仅如此，联动的队伍也逐步壮大，
山东、山西、河南和内蒙古 4省区陆续加
入。每当发生区域性的重污染，七省区
市联合会商，共享预报信息。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副
处长徐向超介绍，在 2020 年 11 月一次
区域污染过程应对中，北京市启动重污
染黄色预警，其他省区市同步启动重污
染黄色或橙色预警，加强对区域内高污
染企业的管控，缓解污染物积累，降低
峰值浓度。

产业转型升级

生态高水平保护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1月 24日，北京市发布 2021年首个
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纳入应急减排清
单的企业迅速响应，按照重污染绩效评
级等级和“一厂一策”应急预案，实施停
产、限产、减排等措施。

为科学精准、依法有效应对重污染
天气，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重污染
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
见》，对钢铁、焦化等 39个重点行业根据
环境绩效区分 A、B、C3档，采取相应的
差异化减排措施。在重污染天气预警
下，A类企业可以少减排或不减排，B类
企业需要按要求减少相应的排放，C类
企业则采取更加严格的减排或停工停产
举措。“通过差异化管理鼓励‘先进’、鞭
策‘后进’，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实
现高质量发展。这样避免‘一刀切’的做
法也得到很多企业的支持。”生态环境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高污染企业限产减排，是面对重
污染天气的应急之举。推动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走出绿色发展新路，是各地变被
动选择为主动出击的重要举措。

2020 年 9月，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乐
亭县的河钢唐钢新区 1 号高炉成功点
火，河钢唐钢新区正式投产。据介绍，河
钢唐钢新区执行最严格的环保标准，所
有排放指标比唐山市超低排放标准再降
10%。同时，首次实现能源、环保、动力
远程集控，实现全流程超低排放。

河钢唐钢“退城搬迁”，推动河北省钢
铁产业转型升级，也减少了钢铁企业运营
对城市功能和环境的影响。随着城市化
水平不断提高，城区面积扩张，多地将工
业企业集中搬迁至城区外围。国家城市
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
登提醒，对于在疏解整治过程中搬迁的企
业，更加需要关注其后续发展。“如果高污
染企业只是搬走了，没有转型升级，就会
成为搬迁地一个新的污染增长点，污染问
题无法得到根治。”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的力度持续加大，我国环保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生态
环境部发布的《2020 中国环保产业发
展状况报告》显示，2004-2019 年，我国
环保产业营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从 0.4%逐步扩大到 1.8%。环保产
业对国民经济直接贡献率从 2004 年的
0.3%，上升到 2019 年的 3.1%。此外，
2019 年，全国环保产业营业收入约为
1.78 万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1.3%，远
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市场发
展前景广阔。

放眼未来，大气污染防治的挑战仍
然存在。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
将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持续推动全
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以“提气、降碳、强生
态，增水、固土、防风险”为总体思路，推
动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关键领域、关键指
标上实现新突破。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回眸

■本报记者 佟欣雨

写在前面

这个秋冬季，北京市迎来连续

超过 40天的优良天气，蓝天白云成

为许多市民朋友圈的“常客”。作为

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取得突出成效的

领域，大气环境的改善给人民群众

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018年 6月，国务院印发《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经

过 3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

（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

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

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截至 2020 年底，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顺利收官。日前，生

态环境部通报 2020 年全国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交出一份收官之年的

“成绩单”（右图）。

2020年，山东省完成35.84万户“煤改电”清洁采暖工作，采暖季预计节约标煤2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8万吨。图为山

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金岭山庄清洁能源供暖站。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近几年，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
理成效显著，最大的感受就是蓝天越来
越多了。”天津市天文爱好者马强说。

曾经，一到冬季，大范围严重雾霾
就频频来袭。不时启动的空气重污染
预警，曾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群众充
满焦虑。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成为生
活中的“奢侈品”。
“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冬季虽然

天气寒冷，但是大气透明度好，是观星
的好时节。可是频繁出现的雾霾天，让
夜晚观星成为一种奢望。”马强说。

天津市天文爱好者杨晓文酷爱天
文摄影，但此前糟糕的大气污染让他很
无奈。“天文摄影对空气质量要求很
高。前些年雾霾严重的时候，拍摄星空

就像隔着一层纱窗，不通透，照片上星
星的外围有一层光晕，朦朦胧胧的，像
是加了一层滤镜。”杨晓文回忆道。

为还人民群众蓝天白云，京津冀持
续发力污染治理，纷纷打出压能、减煤、
治企、降尘、控车“组合拳”，区域大气质
量日趋好转。

数据显示，2018年和 2019年，天津
市 PM2.5 浓度分别为 52微克/立方米、
51 微克/立方米，较 2015 年分别下降
25.7%、27.1%，提前两年完成并巩固蓝
天保卫战和“十三五”规划目标。

2020年，天津市PM2.5平均浓度 48
微克/立方米，较 2017 年的 62 微克/立
方米下降 22.6%；优良天数 245 天，较
2017年的 209天增加 36天。

“雾霾少了，拍出来的星空格外清
晰。”北京市天文爱好者宗海阳对此也
深有同感。
“前些年去郊外观星，常常能看到

有人在露天焚烧秸秆，近几年，这种情
况明显少了。2018年的冬天，我们去宝
坻区观星，晚上还碰到了环保执法队员
在田间地头巡逻。”马强说。

近年来，喜欢夜晚观星和天文摄
影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仰望苍穹，天
空湛蓝，繁星满天，这种感觉很棒。”宗
海阳说。

天文爱好者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

“雾霾少了，星空格外清晰”
■周润健 黄江林

连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陆续进入“两会时间”。在“十四五”
开局之年，今年地方两会的一项重
要任务，就是审议各地“十四五”规
划纲要草案。

纵览纲要草案，各省区市都用
独立章节，对生态环境目标举措进
行相关阐述。其中，十分重要的一
项就是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部署。

蓝天保卫战

生态环境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十三五”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排
名倒数的城市主要聚集在河北、山
东、山西、河南4省。

为守护好蓝天白云，4省在规
划建议中拿出了真招数——

河北省提出继续推进“公转
铁”，深化重型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山东省提出统筹推进大气污染
防治和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消除重
污染天气。

山西省提出推进煤炭消费等量
减量替代、重点行业深度治理。

河南省提出强化多污染物协同
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加强细颗粒
物和臭氧协同控制。

碧水保卫战

在水环境治理攻坚方面，山西
省提出推进“七河”“五湖”生态修复
与治理。

云南省提出以革命性举措抓好
洱海、滇池、抚仙湖等九大高原湖泊
保护治理。

湖南省确立“持续推动‘一江一
湖四水’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

浙江省表示强化河湖长制，继
续推进在“十三五”期间推出的“污
水零直排”建设。

净土保卫战

在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方面，吉
林省聚焦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
个“耕地中的大熊猫”，提出加强黑
土地保护综合开发示范区和黑土地
保护利用试点的建设，完善黑土地
保护奖补措施。

陕西省提出将开展无序堆存历
史遗留涉重金属废物排查整治。

（综合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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