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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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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 29.9 天，较常年同

期偏多 10.3 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社科院

和中国气象局近期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

变化报告（2013）》以沉重的事实告诉我们，治理大气污

染，刻不容缓。

打破雾霾围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一场防治

大气污染的攻坚战在全国各地打响。京津冀是我国目

前雾霾污染最为严重、防治任务最为艰巨的地区。按

照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 2017 年，京津冀区

域 PM2.5 浓度要下降 25%。《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进一步对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目前，

北京、天津、河北均已出台明确的防治路线图，率先

向雾霾宣战。

9 月 2 日出台的 《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

动计划》 提出了比“国十条”更为细致严格的要求，

北京力争在 4 年时间里，走完发达国家几十年的治理

历程。

《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聚焦

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和清洁降尘，围绕到

2017 年 PM2.5浓度下降 25％以上的奋斗目标，细化提出

了 84 项重点任务。当前，机动车尾气污染已经成为北

京 PM2.5最大来源。对此，北京坚决向机动车污染“开

刀”，到 2017 年底将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 600 万辆以

内，用经济手段控制机动车的过度使用，提高机动车

排放标准和油品质量，淘汰黄标车和老旧机动车，鼓

励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在空气重污染日应急

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措施，力争用比“国十条”

更加“提前、苛刻”的措施，把机动车尾气对污染的

“贡献率”降下来。

京津冀 3 地，治理任务最重的是河北，这里集中

了全国超过 1/4 的钢铁产能。国务院提出 5 年内压缩

8000 万吨钢铁产能，其中 6000 万吨落在了河北。11 月

24 日，河北拉开了这场硬仗的序幕。唐山、邯郸、承

德集中拆除了 8 家钢铁企业高炉 10 座、转炉 16 座，共

减少炼铁产能 456 万吨、炼钢产能 680 万吨。除了压缩

钢铁产能，到 2017 年，河北还将削减水泥 6100 万吨、

燃煤 4000 万吨、玻璃 3000 万重量箱，淘汰 105 万辆黄

标车。为保证大气污染治理 50 条整治措施顺利完成，

河北省与省内各地市市长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

书，庄严承诺“3 年有所好转、5 年明显改善”。“在大

气污染防治上，河北压力大、责任大、任务重。环境

问题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

政治问题。”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表示，要力争尽早甩

掉污染大省的帽子。

治理雾霾光靠孤军作战不行，必须加强联防联控。

对此，上海正会同江苏、浙江及有关部委筹建“长三角”

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长三角”将研究实施环保标识

互认机制，通过共享车辆年检等信息，异地执法的技术

准备将可实现。另外，环保部将在上海设立“长三角”区

域大气污染预警中心，在更大范围内共享大气污染源、

空气质量监测、气象信息，提高预报预警的效率。

12 月 10 日，辽宁省环保厅开出了第一张“雾霾罚

单”，对去年 5 月至今年 10 月末空气质量超标的 8 个城

市进行了处罚，罚缴总计 5420 万元，罚缴资金将全部用

于蓝天工程治理环境空气质量。尽管“罚单”这种方式

存在争议，但无疑是给治霾不力的当地政府以当头棒

喝，显示了环境执法部门倒逼地方政府重视大气污染治

理工作的良苦用心。

2013，向雾霾宣战，各方都在行动。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
础。干净的空气、放心的饮水、安全的食物，这些最
基本的生态产品关系着最广大的民生，正是建设生态
文明的意义所在。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严峻，环境治理到了必须动
真格的关键时刻。

2013 这一年，无论是出台最严格的大气污染防治
计划、纵深推进水污染治理，还是实施退耕还林等一
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各地都重点围绕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攻坚克难，全力改善生态环境，努力呵护碧水蓝天。

下大力气防治大气污染

雾霾，无疑是 2013年人们最为关心的环境热词。
今年从京津冀到“东三省”再到“长三角”，各地频繁

拉响的空气重度污染警报，让全国上下形成深刻共识
——防治大气污染已经刻不容缓。一年来，从国家到地
方同呼吸、共奋斗，从削减燃煤消费总量、控制机动车污
染、淘汰落后产能等多个领域重拳出击——

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形成能源消费强
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的新机制，划定了“2015 年能源
消费总量不超过 40亿吨标准煤”的红线。

2 月，环境保护部宣布将在重点控制区实施大气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新增量，
以此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

9 月，国务院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
称“国十条”），明确提出了５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
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的目标。“‘国十条’密
集而严厉的举措前所未有，目标最具体、措施最综
合、强度最大、涉及部门最多。”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
长柴发合认为，只要严格按照 《计划》 实施，5 年后
完全能够达成目标，“最关键的是，通过大气污染治理
能倒逼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达到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改善环境整体质量的目标。”

同时，一场破解“霾伏”、找回蓝天的环境保卫战
在京津冀正式打响。

京津冀是我国目前雾霾污染最为严重、防治任务
最为艰巨的地区。环保部与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内蒙古、山东等 6 个省区市政府签订大气污染防
治目标责任书。这是继“国十条”发布后,我国大气污
染防治政策“落地”最为关键的一步。

10 月，为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中央财政安排 50
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内蒙古、晋、鲁 6 个省
区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并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
省倾斜。

防治大气污染，全国上下都在加速前行。

水污染治理向纵深推进

今年年初频频曝光的地下水污染和水源地污染事
件，引发社会的普遍忧虑。饮水安全关系着千万人，
治理必须快马加鞭。

3 月，《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出
台，备受关注的地下水污染问题从华北平原率先破
题。方案提出，到 2015年，初步建立华北平原地下水
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网，基本掌握地下水污染状况，加
强华北平原地下水重点污染源和重点区域地下水污染
防治。

快速推进的地下水污染治理，是这一年全国水污
染治理工作的亮点之一。今年初，辽河率先从全国

“三河三湖”重度污染名单中退出。成绩背后，是辽河
全流域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十一五”以来，辽宁共
筹集投入资金 360 亿元，实施了污染企业整治、污水
处理厂建设、河道生态治理“三大工程”。与此同时，
还出台了 《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等 12 部
地方性法规，颁布了严于国家标准的 《辽宁省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

不过，对辽河而言，摘帽之后的治理仍然任重道
远。虽然化学需氧量 （COD） 一个指标达标，但是氨
氮的达标率并不理想，这也是“十二五”时期治理辽
河的最严峻挑战。

对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表示，随着
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重大水专项的成
果在辽河和太湖等领域应用并显现效果，未来全国水
环境质量改善会加快，预计到 2020年，水环境有望初
步改善，50%以上地表水体达到三类水标准。

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石漠化被称为“生态癌症”，不仅造成生态环境恶
化，而且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贫穷落后。我国石漠化地
区集中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等 8 个省份，那里既
是珠江的源头和长江水源的重要补给区，也是南水北
调水源区、三峡库区，生态区位十分重要。

为了让绿色重新回到喀斯特地区，让亿万群众加
快脱贫致富，2008 年以来，我国陆续实施了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还草等工程，加大长江、珠江防护林等
重点工程建设等，在 300 个县启动实施岩溶地区石漠
化综合治理试点和重点治理工程。经过近 6 年的综合
治理，今年 11 月，我国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面积首次
实现由持续增加向净减少的重大转变。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我国生态建设领域的
标志性大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说，我国石
漠化治理初步实现了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表明石漠化是可防可治的，更
加坚定了我国治理石漠化的信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
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今年，我国首次明确
划定了林地和森林、湿地、荒漠植被、物种 4 条生态红
线，明确要求全国林地面积不低于 46.8 亿亩，森林面积
不低于 37.4 亿亩，湿地面积不少于 8 亿亩，治理宜林宜
草沙化土地、恢复荒漠植被不少于 53万平方公里。

1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青海三江源生
态保护、建设甘肃省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
京津风沙源治理、全国 5 大湖区湖泊水环境治理等一
批重大生态工程。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创新
方式，着力构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协
调联动机制，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和多元投入的投
融资机制，确立推动科学发展的正确导向和考核评
价机制，使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任务切实落到实处、见
到实效，提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题图：云南省昭通市大包山黑颈鹤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新华社发）

上大学时我就是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志愿
者。2011年，“蓝丝带”面向高校招聘网络维护与
推广专员，我凭借计算机技能，如愿走进了蓝丝带
协会的“中枢系统”。

从志愿者到实习生，再到专职工作人员，一路
走来，我与“蓝丝带”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起
将很多有意义的海洋保护项目落到了实处。今年
对我来说，是忙碌的一年也是收获的一年。

今年，我有幸成为蓝丝带协会“海洋卫士”项
目的一名负责人。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让全国每
一公里海岸线都有专属的“海洋卫士”，在其认领
的海岸线内开展海洋环保知识的宣传活动，并对
生态环境进行维护、监测和信息反馈等。在13名
志愿者的帮助下，176名“海洋卫士”的培训计划
今年圆满完成，每个人负责起了属于自己的一公
里海岸线，成为海岸线的“新主人”。同时，我们还
完成了“海洋卫士”网站的开发、相关信息和海岸
线数据的采集。

随着海洋保护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蓝丝带”
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持。11月27日，国家海洋
局三亚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协助“蓝丝带”，一同在
三亚湾开展海水取样与检测工作。监测中心的工
作人员还对我们进行了海水水质取样与检测的专
业培训，这为我们今后开展相关工作奠定了技术
基础。

回顾这一年，我感到十分欣慰。在“蓝丝
带”，我和几个“80后”的小伙伴学会了很多，
也收获了很多。眼下，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
的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的支持下，我们又
在海南省梅联村开展了渔业社区共管模式示范项
目。我们希望，“蓝丝带”能够帮助更多的渔民
提高海洋环保意识，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
资源的破坏。

令人高兴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决定》已明确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陆海统筹的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这
些都为构筑海洋生态安全格局提供了制度保障，
对于改善生态脆弱区的环境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
用。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成为保护海洋大家
庭中的一员，共同改善和修复海洋环境。找回碧
海蓝天，我们的信心更足了、干劲更大了。

（本报记者 沈 慧整理）

保护海洋
劲更足

努 力 呵 护 碧 水 蓝 天
本报记者 杜 铭 沈 慧

口述者：郭育帅

蓝丝带海洋保护

协会工作人员

口述者：郭育帅

蓝丝带海洋保护

协会工作人员

雾霾天气的增多，引发人们对空气质量的担忧，市

场上空气净化器等产品持续热销。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为了清新空气，向雾霾宣战
杜 铭

随着防治大气污染工作的推进，新能源及清洁能

源汽车迎来发展良机。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北京朝阳区开展主题公

益活动，倡议全社会关注生态环境保护。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