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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防治京津冀紧急行动·河北篇

垃圾回收：

开阳里小区的喜与愁
本报记者 来 洁 实习生 庞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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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尽早甩掉污染大省的帽子
本报记者 雷汉发

进入2013年以来，国家环保部对全国74
个以新的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评价的城市进行
考核排队，河北作为环首都省份，所有设区
城市全部被列入考核范围。而在新的考核体
系面前，该省11个城市每月至少有六七个城
市名列全国十大污染城市行列。

重污染城市扎堆河北的原因很多。首
先，河北的城市十有八九处于太行山和燕山
东麓，由于高山遮挡西北方面的空气东移南
下等形成“避风港”效应，污染物不易稀释
和扩散。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多年形成的重
化工产业结构，污染排放过大，给环境造成
了巨大压力。

据河北省发改委主任陈永久介绍，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直将河北作为重要的
能源和原材料基地进行建设，钢铁、建材、
石化、电力等“两高”行业非常集中，其
中，钢铁粗钢产量超全国总量的1/4。

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必然加大资源环境的压
力，河北省年煤炭消耗在2.8亿吨以上，消费总
量居全国第二位，单位GDP能耗比全国水平高
近60%，而高耗能势必带来高污染，河北的氮氧
化物、烟（粉）尘排放量居全国第一位，二氧化
硫排放量居全国第二位。其中钢铁产业一项，每
年综合能耗接近1亿吨标准煤，电耗超过900亿
千瓦时，均占全省能耗总量的1/3。目前全省二
氧化硫的排放量26.6%出自钢铁产业。烟粉尘排
放量中，来自钢铁的占比更是高达四成。

除了燃煤污染，汽车尾气及建筑扬尘等
也对河北空气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河北省
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告诉记者，目前，河北
省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500多万辆，而且大部
分都是黄标车。虽然每年淘汰黄标车的完成
任务量都在超额，但是绝对量还是非常大，
2012 年底全省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总量 647.8
万吨，全国排名第一，其中排放颗粒物 7.42
万吨，占全省颗粒物排放总量的 5.05%，排
放氮氧化物56.18万吨，占全省所有行业氮氧
化物排放量的31.13%。

建筑工地的粗放管理也是大气污染的重
要原因。河北省住建厅安监办主任时玉军
说，建筑扬尘可以说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
草。目前全省大多数工地基本上是露天作
业，经过风吹车碾，到处黄沙弥漫，漫天尘
土飞扬。据石家庄环保局提供的数据，2012
年，市区大气降尘量月平均值高达 16.91吨/
平方公里。截至5月29日的149天中，95天
首要污染物为PM10。

由此可见，正是多种因素的叠加积累使
得河北空气污染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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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袋、牛奶盒、碎玻璃⋯⋯这些我们平常
随手扔掉的垃圾，在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街道
开阳里一社区，居民们却都会把它们分门别类
地收集起来，拿到居委会回收，同时还能换点小
礼品。这里的居民们已经养成了垃圾分类的绿
色生活习惯。

俗话说知易行难，垃圾分类更是如此。开
阳里的居民们能够做好垃圾分类，离不开环境
文明引导小分队的推动。

2010 年，为了响应“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活动，右安门公共
文明引导员“环境文明引导小分队”开始在右安
门街道开阳里一社区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开展垃
圾分类回收。他们设定每个月的 15 日为垃圾
回收日，每月 15 号在社区里摆点，等候居民们
把自己分类收集好的垃圾送过来，然后将居民
们的“可回收垃圾”收集起来运去废品收购站，
用换来的钱买小礼品送给下一次参加垃圾回收
的居民。

文明引导队队长刘义婷告诉记者：“刚开始
回收时，带垃圾过来的人一个手都数得过来。
垃圾分类得也不太规范，月饼盒、碎灯泡啥东西
都装一个袋里就拿过来了。后来我们就通过每
次现场演示，一个人一个人地告诉他们如何分
类，并让居民们实际操作，慢慢大家就知道该如
何做了。现在，每个月送垃圾的人都排着长队，
垃圾也是自己事先分拣好再交给我们的。”

现在的垃圾回收日，平常会有上百人参加，
每逢节假日附近居民来参加垃圾回收的人会更
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回收到 300 多斤的垃
圾。这些垃圾由居委会统一回收，再运到专业
垃圾处理厂处理。“垃圾分类回收已经变成了大
家的习惯，辖区内已经好久没有看到‘白色污
染’了。”刘义婷笑着说。

从政府倡议引导到主动形成习惯，开阳里
居民的环保意识在不断提高。居民周更彩家进
行垃圾分类已经三年有余，在她家里的阳台上，
记者看到周阿姨攒的包装袋、牛奶盒等，半个月
下来已经有小半袋了，而放在客厅里的垃圾桶，
除了几片西瓜皮再没有其他的了。对于垃圾分
类，周阿姨很支持：“其实一说环保，大家就都理
解了。垃圾随便扔，既污染环境，又糟蹋东西。
咱们搞垃圾分类回收，即保护环境，自己也能拿
到些小礼物，何乐而不为呢？毕竟环保是我们
每个人的事情啊。”

“环保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开阳里居民
能够形成这个共识，可说是一个好的开端。但
是垃圾分类迈出了第一步之后却面临窘境。“我
们这三年来是在义务地做着垃圾分类回收的工
作，没有单位补贴，没有社会合作，没有宣传口
号，甚至连回收了多少垃圾都没有统计，因为没
有地方给汇报。”刘义婷尴尬地笑了，“光靠热情
支撑，现在已经接近人力的极限。三年多来，队
伍里许多人来了又去，坚持下来的人不多。本
来我们还打算开展废旧节能灯、衣物等的回收，
也做不起来。现在回收的废旧电池只能在回收
站堆放，原来专职处理废旧电池的人因为不赚
钱不做了。如果有一天回收站也不收了，我们
真不知道把电池送到哪儿去。老实说我也不知
道还能坚持多久。”

北京的垃圾分类起步并不晚，2000 年就被
列为全国八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然
而十多年过去垃圾混扔的情况仍然在延续。目
前，北京市已在 18 个区县确定了 600 个小区作
为垃圾分类示范试点，但是《2011 北京市垃圾
真实履历报告》显示，“仅有 4.4%的社区做到了
居民按标准分类投放”。

当前，垃圾围城的形势日趋严峻，要破解这
一困境必须从源头做起，将垃圾分类做实做
细。开了个好头的开阳里小区接下来的路要走
得长远，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合力支持。垃圾分
类仅凭少数人一腔热情的付出是做不长久的，
必须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制来解决问题。更
蓝的天、更清的水、更好的环境，等不来，喊不
来，环保必须要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从小处
做起。“政府支持也好，企业合作也好，我们十分
需要帮助。”刘义婷在采访最后总结道。

近来，河北各设区市为改善空气质量行动不断。邯郸为了阻止六小企业污染空气，对排查出的1710家小石灰、小煤场、小炼油等重污染企业全部

关停取缔；廊坊为防止建筑扬尘污染，全面实施施工工地沙土物料苫盖、工地路面硬化、出入车辆冲洗等六个100%的治理措施；石家庄为减轻燃煤锅炉

造成的污染，不仅确定在年内全部拆除市区剩余的283台分散燃煤锅炉，而且将压减火电企业200万吨燃煤，压减其他企业30%—50%的耗煤量⋯⋯

为什么河北各地为优化空气质量行动采取的措施一招重过一招？这是因为近日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经过5年

努力，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大幅度减少。力争再利用5年或更长时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使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让人

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空气。

在这不留任何退路的方案面前，各地区、各部门都在以早干早主动的姿态开展工作，力争尽早甩掉河北污染大省的帽子，为河北广大人民群众创造

一个良好的健康生存环境。

一城市垫底可为忧，多城垫底堪为愁，
河北与京津山水相连，地缘相接，河北空气
污染指数居高不下，不仅严重影响了河北人
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同时也对京津大气环境
质量造成了一定影响。为此，河北的空气污
染深受全国上下的指责。

河 北 必 须 打 好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的 攻 坚
战。正如河北日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指
出：“打好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项
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由于河北环绕京
津，处于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区域。特殊的地
理位置，决定了河北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效果
如何，不但影响本省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
而且直接影响环渤海地区这个全国经济发
展新增长极的建设速度和水平；不但决定着
河北的发展环境，而且影响着全国的外在形
象。从这个角度讲，打好河北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意义尤为重大，影响尤为深远。”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河北省委、省政
府经过认真筹谋，出台了《河北省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确定了共计 50 条
的具体措施。

方案设定的具体目标是：经过 5 年努
力，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

气大幅度减少。力争再利用 5 年或更长时
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全省环境空气质
量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空气。
到 2017 年，全省细颗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
降 25%以上。首都周边及大气污染较重的
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和定州、辛集细颗
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33%，邢台、邯郸下
降 30%，秦皇岛、沧州、衡水下降 25%以上，
承德、张家口下降 20%以上。

为减少燃煤污染，到 2017 年，河北煤炭
消费量比 2012 年净削减 4000 万吨；为淘汰
落后产能，到 2017年，将削减钢铁产能
6000 万吨；为遏制汽车尾气污染，到
2017年，全部淘汰“黄标车”；为减轻建
筑扬尘污染，方案要求从现在开始，施
工现场集中堆放的土方和闲置场地必
须覆盖、固化或绿化，严禁裸露⋯⋯

俗话有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
薪，而河北采取的许多措施完全可以
称为壮士断腕的釜底抽薪之举。以钢
铁产业为例，河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努力，才使该产业积累起 7000 多亿
元的资产总值，近 3亿吨产能。而“5
年削减 6000 万吨”，意味全省要在不
增加 1 吨钢铁产量的前提下，砍掉至
少 20%的产能。据业内人士测算，这

等于损失了 1400 多亿资产，闹没了 20 万
个就业岗位，减少了 2000 亿元左右的销售
收入。

煤炭研究网分析师阎瑞霞表示：“经测
算，河北淘汰 6000 万吨钢铁产能，相当于钢
铁业减少综合耗能 3516 万吨标煤，减少发
电耗能 790 万吨标煤，两项相加，将减少标
煤量 4306 万吨。”而 4000 多万吨标煤的核
减，就可减轻全省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10%左
右，烟粉尘排放量 15%左右，断腕之举带来
的效果十分可观。

“在环境治理上没有任何退路，只有‘摘
帽’这‘华山一条道’。当前，我们面临三大
压力：一是群众的期盼，二是发展的需要，三
是中央的要求。压力也是动力，可以形成倒
逼机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好比‘病来
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环境污染治理也是一
个‘抽丝’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要真正把这
件事办好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
要有狠劲，也要有韧劲，不能狠一阵，又松一
阵。治乱世用重典，治污染也要用重典。要
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包括党政领导责任制、
部门监管责任制、企业责任制。对于环境违
法行为和履职不到位的，要坚决依法依规追
究责任。”这是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最近
一次开展环境整治督查中提出的要求。

河北按照新出台的50条要求，迅速成立
了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省长任
组长，有关分管副省长任副组长，省政府相关
部门、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市）政府主要负
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全省形成政府统

领、企业施治、创新驱动、社会监督、公众参与
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一场史无前例的
节能减排攻坚战在全省迅速拉开序幕。

空气质量在全国垫底的石家庄把省里
方案进行细化分解，制定了 60 条具体措施，
决定从压煤、降尘、迁企、减排、增绿等方面
攻 坚 ，确 保 到 2017 年 ，全 市 细 颗 粒 物
(PM2.5)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33%，全市煤炭
消费量比 2012 年净削减 1500 万吨，压缩和
淘汰水泥落后产能 1500 万吨以上；削减炼
铁产能 574万吨，炼钢产能 520万吨。

作为能耗大市的邯郸把大气污染综合
整治作为“一号工程”，不仅向大型企业派出
专职环保监督员，实施 24 小时不间断监管，
同时投入 3.5 亿元对小石料、小石灰等“六
小”重污染企业实施整顿清理，截至目前已
有 1710家重污染中小企业被淘汰出局。

更多的城市决策者认为，开展节能减排
既是改善环境的有效手段，更是调整产业结
构的有效手段，其根本目的就是将高污染、
高能耗的粗放型产业压下来，把资源消耗
少、环境污染小的新兴产业搞上去，要把工

业转型升级和环境污染治理一起抓。
目前，保定、邢台、张家口、承德的新能

源产业和唐山、邯郸、沧州的装备制造产业
等优势产业快速崛起。河北第一钢铁大市
迁安创新思路推进产业升级，仅两三年时间
就形成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包装建材、食品
医药、文化旅游等产业集群，非钢产业在最
近几年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 20%。

大气污染防治毕竟是一项涉及面极广
的工作，尤其是实施严格的排放标准势必
对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就业等造成严重影
响。记者采访的河北各级政府部门官员都
表示，河北完成国家要求的大气防治任务
责无旁贷，同时也希望国家给予相应的资
金和政策支持，比如要完成这些预定目
标，预计总投入将达到 5000 亿元。这些资
金需要中央财政给予一定补贴。同时钢铁
产业调整需要开展向沿海地区及资源集中
地区的异地搬迁减量置换，也需要国家尽
快批准行动方案。在国家的支持下，河北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会在未来几年内有一个
本质的改变。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5年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

这意味着砍掉至少20%的产能，损

失了1400多亿资产

治污染也要用重典
环境污染治理是一场攻坚战，

也是一场持久战。对于环境违法

行为和履职不到位的，要坚决依法

依规追究责任

武安工业企业新上节能减排项目近百项，仅

三废发电就达35亿千瓦时，创直接效益20亿元。

唐山大力实施集中供热工程工程,减少

分散供热造成的大气污染。

地理因素：污染物不易稀释和扩散

产业能源因素：污染排放过大

管理因素：建筑工地粗放管理

在北京右安门社区，垃圾分类回收已经变

成了大家的习惯，辖区内消灭了白色污染。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