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近日，投资超 1.4
亿元的海口污泥综合利用示范中心正式开工建
设，中心运行后海南就逐步告别污泥填海时代，
有效减轻环境压力。“届时，上万吨污泥可变废
为宝，成为农业肥料和无害土壤，助力循环经济
发展。”海口污泥综合利用示范中心总工程师邱
异明说。

作为技术支持方，海南省农丰宝环保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楼斌飞表示，中心建成后每年
可将 12 万吨污泥废料转化为 4 万吨农业肥料和 8
万吨无害土壤，农业肥料的转化成本仅为生产化
肥的九成。据介绍，海口污泥综合利用示范中心建
成后将承担海南省内60%的污泥处理任务，解决海
口、文昌等周边市县污水处理厂污泥肥料的处理问
题。自2013年起，海南将建设海口片区、三亚片区
等地的污泥处理体系，逐步实现全省的污泥废料
100%无害化处理。

海南将告别污泥填海时代

生态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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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空气清新起来

“看，那座矸石黑山不见了！”1月15日，放
寒假回家的大学生李海洋惊喜地发现，在河北
邢台市七里河岸边挖矿几十年堆积的矸石山
被移走了。“那座山排放有害气体，冬天呛得人
不敢出门。”附近悟思社区的张大爷拍手称快。

和许多资源型城市一样，邢台曾经走了
多年的粗放型发展之路，环境污染严重。邢
台市委书记王爱民对此感受深切：“2011 年
年底，我陪同几家央企老总考察，才下午五点
天就雾蒙蒙一片，一摸鼻子是黑的，一闻是烧
煤的味儿。老百姓连呼吸的空气都不好，还
何谈幸福？必须还邢台人民蓝天白云好空气
这些基本的生存要素。”

2012 年，邢台市提出“还邢台青山绿水，
走生态发展之路”的发展战略，一系列环境卫
生整治、植树造林、大气污染整治、水生态治
理等工程积极推进。

大气污染治理成为重中之重,邢台市加快
推动工业污染企业综合治理、机动车尾气治理、
清洁能源推广使用等措施。主要道路由干式清
扫改为湿式清扫，拆除了燃煤取暖锅炉。节能
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很多企业的共识。

“废气、废水、废渣经过治理，成了德龙
新的经济增长点。”德龙钢铁公司总经理助
理郭志敏给记者算了笔账：过去放煤气点天
灯，污染重，而今煤气发电一年实现效益
5000 多万元。运营脱硫设备把排放的二氧
化硫一年减少了 2200 多吨，德龙的空气变
得清新起来。

综合整治中，邢台市关停 26 家污染企
业，55 家企业全部完成了深度治理。邢台市
区工业企业烟(粉)尘排放减少 10134 吨，降
低了 54.4%，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 18076 吨，
降低了 48.2%，粉尘无组织排放得到有效遏
制。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邢台市区二级
及好于二级天数达 340天。

1月15日正是华北雾霾天气，家住开元寺
附近的市民刚惠珍感叹：“空气比往年同期仍
有好转，至少不呛人了。去年秋天，蓝天白云
可美啦，环境变好了，对于我们
而言，就是最大的幸福。”2012
年 11 月，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
究会的幸福指数排名中，邢台当
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植绿就是植希望

栽苗，埋土，踩实。
在邢台，经常能看到人们在新挖开的一

个个树坑边忙碌着，一棵棵毛白
杨像小卫兵，站立在道路两侧。

记者发现，只要有空闲的地
方，农村房前屋后、街角、机关、学
校、道路两旁等都种上了树，山坡

飞播，见缝植绿。2012 年全市共完成人工造
林 57 万亩，植树 3000 多万株。今年春天计
划植树 42.99万亩。

“这一年种的树比过去十年还多，我们
要积极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市。”邢台市园林
局局长张世航对记者说。市委书记王爱民
对城市这样理解：“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不
简单是高楼大厦，更是绿树成荫、风景宜
人。”他认为绿化应作为一种文明、一种文
化、一种习惯来坚持。

还百姓青山绿水，邢台的生态发展之
路还很漫长。不过，“植绿就是植希望,几
年之后，这些小树苗长到树叶繁茂，到处充
满绿色，邢台的生态就会大变样”。王爱民
充满信心。

还百姓青山绿水好空气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本报讯 记者鲍晓倩从2013全国气象局长工作
会议上获悉:去年，我国各级气象台站天气预报准确
率和精细化水平稳步提高，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
差缩小到94公里，24小时暴雨、最高气温、最低
气温预报准确率分别为23.7%、74.1%和80.1%，均
创历史新高。

截至目前，我国有36个大城市开展城市精细
化预报业务，时间分辨率由 12 小时提高到 6 小
时。2012年全国气象部门共发布预警信息18.4万
条，接收预警信息 67.3亿人次。全国公众气象服
务满意度为86.2分，较2011年提高0.5分。

我国天气预报准确率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陈发明报
道：“过去治污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
去年开始，兰州治污成为一个综合、系统的
工程。”15 日下午，兰州市环保局局长闫子
江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说，2012 年全年，兰
州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70 天，
比 2011年增加 28天。

闫子江认为，兰州去年冬天以来的空气质
量改善得益于治污过程中的“抓得早、管得严、
治得狠”。一年来，兰州市共计投入治污资金
55 亿元，在工业、燃煤及面源、扬尘、机动车
尾气、林业生态增容等五个方面加大投入。

在控制燃煤污染方面，去年5月，兰州提
前“冬病夏治”，共完成燃煤锅炉治理改造
363 台 3064 蒸吨，是前五年治理改造数量的
总和，减少燃煤消耗量近120万吨，减少空气
污染物排放1.98万吨。

工业污染治理方面，兰州启动了 56 家
工业企业“出城入园”搬迁工作，拆除废毁了
30 家砖瓦生产企业，淘汰 34 家企业的落后

产能。同时，兰州完成了兰州石化公司炼油
厂 300 万吨催化烟气脱硫等 8 个重大治污
工程建设，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 1.77万吨。

进入治污“冬防”期后，兰州对 176 家工
业污染源实行冬季停产措施，五大重点工业
污染源得到全面管控。对兰州石化公司、西
固热电厂等城区五大重点污染源安排专职
人员，进行 24 小时驻厂监察和监控平台在
线监督性监测、空气子站空气质量监测、环
境应急车流动监测。对污染严重的三大电
厂实行限煤量、限煤质、限排放的“三限”措
施，从源头控制重点企业煤质。

在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方面，兰州交警
设置 15 个卡口，对限行车辆进行劝返，对尾
气超标车辆进行限期治理。

闫子江表示，兰州将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在污染物排放标准上执行比国家标准严格
30%到40%的尺度。“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快甩
掉全国空气质量不达标城市这个‘黑帽子’，实
现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92天以上。”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西南宁
虽然水资源储备较为丰富，但是一直十分重视水
资源保护和节水工作，“十一五”期间全市累计节水
1.21亿立方米，在南宁这个“被水环绕的城市”有效
构建了人、水、城市和谐共处的生态宜居环境。

自 1997 年启动创建节水城市工作以来，南宁
市 持 之 以 恒 推 进 创 建 国 家 节 水 型 城 市 工 作 。
2012 年，南宁市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创建国
家节水型城市工作机构。近年来，陆续制订实
施 了《 南 宁 市 城 市 节 约 用 水 规 划（2010—
2012）》和《南宁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
多个法规和规章，并设立了节水财政专项资金。

南宁市节水工作成效显著。截至 2011 年，南
宁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为每万元 22.72
立方米，同比降低了15.66%。同时，南宁市还将推
动节水工作与加快推进“中国水城”建设、节能减排
等工作有机融合。自 2009 年启动“中国水城”建
设以来，南宁市已投入100多亿元用于水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通讯员
石永兵报道：“天蓝了，水净了，咱老百姓的
心情也舒畅多了。”十几年来，一直在太行街
晨练的山西长治武乡县城居民李志坚，亲眼
见证了武乡县城的可喜变化。据统计，2012
年该县县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44 天，两
个省控河流断面水质主要指标达到地表水3
类标准，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24.6%。

绿色武乡的实现得来不易。该县是全国
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多年来煤炭产业的发
展给县城蒙上了一层黑色“面纱”。“良好的生
态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
关乎民生的大事。2008年以来，我们下决心
转变过去‘一煤独大’的发展理念，坚持可持续
发展，由地下转地上，让黑色变绿色，大力实施
生态文明建设。”武乡县委书记周涛说。

新型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结构的绿色转
型。以煤矿重组整合为切入点，武乡县彻底改
变矿产资源的无序开采，全县煤矿由2008年
的32座整合为四大主体矿井。同时，中国五矿

“两园一平台”镁产业链、和信电厂二期建设等
项目扎实推进，镁合金、压铸件、装备制造、新
型建材等新兴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生态建设归根到底是民生工程，在这场
“绿色战役”中，武乡县把更多的着力点放在
了改善民生上。近年来，武乡县投资数亿元
实现了电厂热电联产供热，减少“煤烟型”污
染，方便居民生活、节约大量资源的同时，也
换回了清新的空气。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为了调
动全社会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武乡县在5
年间先后投资 5000多万元实施了太行山绿
化等一批生态工程。如今，县城新增公共绿
地面积7.3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6.7
平方米，形成了阡陌纵横的绿色格局。

短短几年间，武乡县扯掉了黑色“面纱”，
换上了绿色“衣衫”，先后荣获了国家卫生县
城、国家园林县城、中国绿色名县、国家生态
文明先进县、山西省首批环保模范县等称号，
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动画面。

山西武乡:扯去“黑纱”换“绿衫” 甘肃兰州：改善空气动真格

南宁坚持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南宁坚持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

蓝天不能靠风刮。空气污染的根源是庞

大的污染排放量。如果不有所作为，这次雾

霾走了，下次仍会重来。要呼吸上清新空气，

从何治本？

降低燃煤污染、机动车污染和工业污染，

减少工地扬尘，每个人都积极绿色出行⋯⋯

目前开出的治理药方很多。但是，深思开去，

要做到每一项都不简单。

就降低燃煤污染而言，虽然《重点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开展煤炭

消费总量控制，虽然北京率先垂范要告别大

烟囱大锅炉，到 2015 年煤炭消费总量将从目

前的 2700 万吨下降到 1500 万吨，但是我国要

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谈何容易？

就控制机动车污染而言，虽然北京实

行了最严格的国五油品标准，但是全国车

用汽油含硫量仍然很高，油品升级明显滞

后；虽然北京积极发展公共交通，地铁里程

为全国最长，但一个四通八达、强大的公交

系统还远未成熟。要控制过快增长的汽车

保有量，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限号已经

逐渐蔓延到兰州等城市，我国的汽车产业

能否承受为环境付出的代价？北京等又有

没有勇气，像伦敦那样对私家车实施严苛

的高压手段？

就削减工业污染而言，只有优化产业结构

与布局，强化源头管理，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空

气环境质量。北京 PM2.5排放量的 25%来自周

边地区，即便北京的产业升级初见成效，但是

周边省份的产业仍然粗放。根治空气污染，

不仅需要联防联控，更需要产业发展上齐头

并进。要打赢 PM2.5这场战争，我国现有的经

济增长方式必须有革命性转变，高污染、高能

耗、低效益的企业必须退出，工业生产必须在

严格的环境管制下进行，工业布局也必须远

离城市。

要做到这些方面，绝非一日之功。虽然空

气治理形势十分严峻，但应该肯定的是，近年来

我国通过大力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开展退

耕还林等生态工程，使得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

有所好转。随着人们对空气质量要求的不断提

升，很多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亟待解决。

令人振奋的是，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

的发展思路正在转变。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

还是中西部，都开始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

出位置，积极行动起来。本期选择的河北邢

台、山西武乡、甘肃兰州3个地方，都走过拼资

源、拼消耗的老路，也正在推进绿色转型，关停

搬迁污染企业、减少煤烟型污染、加大植树造

林⋯⋯积跬步，可以至千里。

空气治理向深层推进，我们既要有信心，

也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空气污染从何治本

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不简

单是高楼大厦，更是绿树成荫

□ 来 洁□ 来 洁

本报讯 记者来洁报道：在日前召开的“第六
届固废战略论坛”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产业
研究所所长、中国固废网总编傅涛表示，随着生产
的标准化、集约化、可持续性不断加强，固废行业
正逐步进入产业时代。该论坛由中国固废网、清
华大学、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主办。

傅涛指出，去年国家对环保产业发展在政
策、投融资等方面加大支撑倾斜，垃圾焚烧发电、
餐厨垃圾、环境修复、垃圾渗滤液等固废行业多
个细分领域市场逐渐走热，吸引着越来越多企业
的参与。论坛上评出“2012 年度中国固废行业
十大影响力企业”、“2012 年度中国固废行业最
具成长性企业”、“2012 年度中国固废行业最具
社会责任企业”。

本报讯 记者杜铭报道：我国首部人文生态
纪录片《环球同此凉热》将于 21 日晚 10 点 40 分，
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魅力纪录”板块播出。

该纪录片不仅局限于解读气候现象科学知
识，而是从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角度、从文明发展
的角度重新梳理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
系，为人们提供关于未来文明持续发展的思考。
该纪录片系列光碟曾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礼物，赠
送给多哈气候大会。

据了解，此前该纪录片在央视 9 套一经播出
就引发收看热潮。据独家同步视频网站爱奇艺统
计，该片首播期间视频点击浏览总量突破 300 万
次，仅次于《舌尖上的中国》。

固废行业进入产业时代

《环球同此凉热》今天登陆央视《环球同此凉热》今天登陆央视

邢台去年

一年种的树比

过 去 十 年 还

多。冬日里的

达 活 泉 公 园 ，

依 然 绿 意 浓

浓。 陈雷摄

当前，黄渤海海冰面积继续增加,图为辽宁省

大连市金州新区杏树屯街道杏树中心渔港被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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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今年 1 月大范围雾霾天气过程，国
家气候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张培群表示，雾霾
天气并非今年特有，主要集中在秋冬季节，出
现在 1 月至 3 月和 10 月至 12 月。中国气象
局最新发布的《2012 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
2012 年，我国 100°E 以东地区的平均雾霾
日数为 16 天，较常年偏多 7.2 天，为 1961 年
以来第 4 多。雾霾天气频发，已经成为我国

2012 年主要气象灾害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之一，频繁的雾、霾天气对交通运输产生较大
影响，并引发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分地区来看，2012 年中东部地区及东北
西北部、西南东南部雾霾日数一般在 20 天以
上，其中华北东北部和西南部、黄淮东南部、
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西南部、华南中部以及
云南南部有 40 天～80 天，局部地区在 80 天

以上。与常年相比，华南东部、江南中西部、
西南地区东北部以及陕西中南部、云南南部
和西北部、山西中西部、河北中西部、辽宁东
部等地雾霾日数偏少 10 天～20 天，其中四
川东部、重庆西部、云南西南部的局部偏少
30 天以上；华南中西部、江南东部、江淮东
部、黄淮东南部及京津等地偏多 10 天～40
天，江苏、广东局部地区偏多 40天以上。

对于雾霾天气的预报问题，张培群表
示 ，我 国 的 霾 预 报 刚 刚 起 步 ，从 2011 年
PM2.5 受广泛关注后才开始加强相关能力建
设，目前，对霾天气的预报是从大气条件出
发，如大气稳定，但如果没有雾霾天气出现
的污染物来源，也不见得出现雾霾，因而霾
天气的提前预报和预警需要进一步加强多
种信息综合分析。

雾霾天气频发并非今年特有
本报记者 鲍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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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来说，走生态发展之路显得尤

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