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 过 压 能 、 减 煤 、
治企、降尘、控车、增绿
等方面多管齐下，2014
年河北省治理大气成效开
始显现。”日前，河北省
环保厅厅长陈国鹰对记者
介绍，其中，PM2.5 同比
下降 12%，超额完成国家
给河北省下达的下降 4%
的目标。此外，PM10 下
降 13.2%，二氧化硫下降
25.7%。这些数据充分体
现河北省通过治理企业、
控制煤炭，取得了明显成
效。

“今年前两个月，河
北省 PM2.5 比去年同期下
降 31% ， 下 降 幅 度 很
大。”陈国鹰说，“初步测
算，2014 年包括淘汰落
后产能在内和大气污染治
理紧密相关的各种举措，
一共影响河北省地区生产
总值 1.75 个百分点。我
们体会到，只要下大力
气，下定决心，大气污染
可控可治。”

这些监测数据是否准
确？“国家设在各市的直
控站，‘钥匙’在国家手
里。同时，河北省在各市
也设立直控站，‘钥匙’
在环保厅手里。如果某个
地区的监测数据与国控站
和省控站的数据出现重大
偏差，我们会第一时间赴
现场进行检查。这些监控
数据都是实时上传到国家
监测总站的。”陈国鹰说。

达到目前的治理效果与治霾的决心和重视密不可
分。陈国鹰透露，省长的手机里也装着实时显示大气污
染数据的 AQI 软件。“发现某个城市某一天空气污染指
数升高了，省长都会给我打电话，问是不是哪些措施没
落实到位。”陈国鹰说。

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对于环保监管的促进作用在河北
治霾过程中也体现得十分突出。2013 年下半年开始，
河北省率先在全国设立“环保警察”。目前，河北省的
环保警察已有 600多人。不仅如此，陈国鹰透露，河北
省将设专门的环保审判庭，检察机关将设立环保检察专
门处室。“公检法加环保 4 个部门协调联动加大对环保
违法打击力度，走在了全国前列。”陈国鹰说。

当前，在环境治理领域，90%以上的违法企业和几
乎 100%的非法企业在乡镇和村。环境信访举报案件
中，反映农村环境污染的问题占 70%以上。大气污染
由于具有扩散性，城市和农村环境质量互为影响，环保
工作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令陈国鹰担忧的是，现有
的基层机构和基层人员素质都与繁重的环保任务不相适
应。因此陈国鹰建议，下一步应增加市县级和乡镇环保
机构编制，把好基层环保用人关，加大基层环境保护能
力建设投入。

青山如黛，树木葱茏，又是一季菜
花黄。3 月下旬，记者驱车从重庆市璧
山区城区出发，顺着盘山公路行至山
间，车上有人说：“天池村到了。”循声
望去，只见茫茫林海云雾缭绕，山脚下
是大片水域和田畴，农民耕作田间，仿
佛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令人陶醉。

天池村隶属璧山区璧城街道，地处
缙云山山脉，海拔约 700 米，森林覆盖
率高达 70%。“我们这里气候温润，生
态资源丰富，拥有杉树、松柏、楠竹等
几百种植物以及面积超过 110 亩的天然
湖泊水天池，每一立方厘米的空气中负
氧离子含量高达 1 万多个，天天都有城
里来踏青旅游的客人。”说起村里的生态
条件，村支书谢步亨滔滔不绝。

除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优美的
自然风光，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古色古

香的村落形态和特色民居。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因地理位置特殊等原因，上
个世纪的天池村村民生活并不富裕，多
数人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而乡村的美丽景色也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传统的村落形态保存较为完整。

“优质生态是天池村最大的资源，过
去村民们觉得守着青山就是守着穷，大
家盼这盼那，最盼的是增收致富。”谢步
亨说，为了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找到符合
实际的致富路径，这两年天池村一方面
加大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引导
全体村民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村容
村貌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以原汁
原味的乡村风貌和自然风光为重点发展
起了乡村生态休闲旅游。

记者在天池村四组见到村民罗华
时，他正推着旋耕机在田间松土。“我准

备在这块地里种一些观光用的奇花异
果，对游客开放。”罗华介绍说，他家的
10 多亩地，以每亩每年 1000 元左右的
价格租给了重庆谊德农业开发公司用
于打造观光农业基地，自己也在基地里
务工，每年的收入有 2 万多元。“我很乐
意把地流转给农业开发公司，既美化了
环境，也增加了收入。”罗华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天池村这两
年采用土地流转方式，先后引进了重庆
谊德农业开发公司等多家公司进村，发
展休闲养老和观光农业。目前，仅天池
村四组就完成整体土地流转超过 1000
亩，建成花卉苗木种植示范基地，辐射
带动周边村民生产致富。

随着乡村休闲旅游的兴起，天池村的
农家乐也随之红火起来。今年 34 岁的村
民钟家鸣曾经外出打工近 10 年，2013 年

初回到天池村办起了农家乐。“村里建设
越来越好，来的游客也逐渐增多，返乡创
业正是时候。”钟家鸣告诉记者，他刚回来
的时候村里的农家乐也不过四五家，而现
在全村已经有了近 30 家。“山更绿了，村
民的腰包也更鼓了。我算了一下账，确实
比自己在外打工的效益好，2014 年毛收
入超过 20万元。”钟家鸣笑着说。

2014 年，天池村被农业部评为“中
国最美休闲乡村”。璧山区璧城街道党工
委书记李长征说，天池村不仅要保护好
生态，让人们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更要看得见未来。“我们要发展生态
产业，让村民物质富裕、精神富足，实
现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李长征介绍
说，天池村目前正在抓紧打造天池天街
项目，建设仿明清建筑，并将配套建设
农民新居、幼儿园等。

本报讯 记者来洁、通讯员陈丹 吴昊报道：江西
省南昌市湾里区的梅岭被誉为“小庐山”——这里峰峦叠
翠，深谷幽涧，令人流连忘返。但在以前，一提起梅岭的
水，人们总忍不住直摇头：发端于山间的乌源港流经梅岭
镇，随着集镇发展，大量直排污水使港道周边的水质受到
污染，污浊难闻，成为制约梅岭旅游发展的短板。“梅岭生
态第一漂”旅游项目也一度因污水问题而关停。

为还景区青山秀水，梅岭镇投入 300 余万元建起污
水处理站，引进无害化处理技术，优化管网建设，让污水
全部进入管网，确保了乌源港的一汪清泉。“以前港里流
淌的是臭水，现在水清景美，没事我们都会来港边走走。”
家住梅岭镇妙泉村的高昭明说。

乌源港的水质改善只是湾里区治理污水的一个缩
影。两年来，该区先后投入近 3 亿元，建成 4 座污水处理
厂（站），日处理能力达 2.6 万吨，实现了城区、景区、园区
污水处理全覆盖，也为发展生态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统计，2014 年湾里区共接待游客 450.6 万人次，同比
增长 50.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3.79 亿元，同比增长
50.3%。

依托梅岭风景区，湾里区先后揽下国家森林公园、国
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两块“国字号”招牌。今年 1 月，湾里
区又通过了环保部对国家级生态区的考核验收。“获评国
家级生态区将大大提升湾里旅游的美誉度，带动湾里驶
入绿色发展的快车道。”湾里区委书记王建平说。

3 月 23 日世界气象日到来之际，业界广泛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正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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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湾里区两年投入3亿元“治水”

水清了，客来了！

3 月 20 日前后，我国华北黄淮地区
笼罩在一片雾霾之中。长深高速江苏连
云港段能见度很低，行驶的车辆不得不
放慢速度，成千上万单分散在各地的交
易行为因为这场雾霾天气延滞。与此同
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饱受暴风雪天
气的困扰，仅 3 月 20 日一天，全美 4000
余架次进出港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学
校、观光设施关门，商店、工厂停工。据
统计，至 2015年 2月中旬，暴风雪造成美
国 10 亿到 20 亿美元的损失。春暖花开
的 3 月，种种气候“怪状”时刻提醒着人
们，气候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并已经深刻
地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生活。

为什么气候正变得越来越“怪”？“这
归根于全球气候变暖。”中国工程院院士
丁一汇解释道。“随着气候变暖，温度越
来越高，北极海冰大范围快速消融，北极
的海变成了一个少冰的海洋，夏天吸收
大量热量，冬天将热量释放出来。受加
拿大西北部高压影响，冬天，来自北极的
冷空气频繁而强烈地侵袭美国和亚洲东

部，因此不光美国，日本、韩国乃至中国
的东北部，这个冬天都在不停地下雪。”

权威报告指出，自 1950 年以来，科
学家们观测到许多气候变化在几十年乃
至上千年时间尺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积雪和冰量已减少，海平面已上升，温室
气体浓度已增加。极端的高温热浪可能
成为常态，暴雨的频率可能会增加。

不幸的是，这种变暖的趋势仍将持
续下去。对比 1998 年前后的海洋温度
图，太平洋海域大面积的红色变成了蓝
色，太平洋由暖海温转变为冷海温。

“冷海温的结果是海洋从大气中吸收热
量，并将这些热量储存起来。这样大气
升温的趋势就变慢了。但是冷暖海温转
换周期是 40 年，也就是说在促使全球
变暖趋势线上，海洋如同一个制动器，
不断地给它减速又加速。初步估计，3
年之后，海洋将向暖海温转换，那时候
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加上暖的海洋会加
剧全球变暖，夏天会更热，冬天也会变
暖。”丁一汇说。

气 候 正 在 悄 然 变 化

什么导致了气候变暖？“2013 年发
布的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导致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半以上的全球变暖，这一
结论的可能性在 95%以上。”中国社会科
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
说，“在人为因素中，造成气候变化的直
接因子就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
放。”据统计，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
的大气浓度至少已上升到过去 80 万年
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自工业化以来，
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了 40%，这首先是由
于化石燃料的排放，其次才是其他因
素。海洋吸收了大约 30%的人为二氧化
碳排放，这导致了海洋酸化。

温室气体排放将会造成地球进一步
增暖，并导致气候系统组成部分发生变
化。气候专家表示，相对于 1850 年至
1900 年，21 世纪末全球表面温度变化可
能超过 1.5℃，甚至有可能超过 2℃。

“科学家们提出了 2℃临界值（与工
业化前水平相比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
度维持在 2℃以下），一旦温度增长的幅
度超过了 2℃，负面影响会明显地增加，

人类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任何国家
都必须采取措施，不能逾越 2℃的气候界
限。”丁一汇说，若气温升幅达到或超过
4℃，不仅会导致大量濒危物种灭绝，发
生影响大和范围广的极端气候事件的可
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以新的排放情景计算，如果全世界
共同努力进行强有力的减排，温度上升
可能不会超过 2℃，至少在一百年之内不

会超过 2℃。但是如果全世界不进行强
有力的减排，或者只有中等力度的减排，
可能在本世纪的后期就会超过 2℃。”丁
一汇说。

气候红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命
题。“2℃以内的温控目标要求我们必须
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就影响到化石
能源的消费，迫使我们必须调整能源结
构，使煤炭和其他的化石能源消费能够
大幅度地降低，使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成
本上升，这对整个经济发展将会产生比
较大的影响。”潘家华说，“工业革命三
百年的时间，我们把化石能源已经消耗
殆尽，今后我们必须依靠可再生的自然
资源。”

气 候 红 线 倒 逼 减 排

我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国家，气候
种类多且复杂多变，气候差异大。上世
纪中叶以来，我国气候发生了显著变化，
气温平均每 10 年升高 0.23℃，变暖幅度
几乎是全球的两倍，高温、干旱、暴雨等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增强。本世纪以
来，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相
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是同期全球平
均水平的 8 倍。“适应气候变化任务十分
繁重。”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说。

然而，许多人只有担忧没有行动。
气候专家表示，目前而言，全社会适应气
候变化的意识和能力还普遍薄弱，特别
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些
地方往往选择优先发展经济而忽略了气

候的承载力。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了《国家适

应气候变化战略》，将降低主要气候敏感
脆弱领域、区域和人群的脆弱性，提高社
会公众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普及适应
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等明确列为 2020 年
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保障气候安全不能仅靠政策，还要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潘家华说。“当前
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节能减排，例如阶梯

电价让消费者意识到消耗更多就需要支
付更多的钱，这样能有效遏制浪费。另
外，现在全国推行的碳排放交易，也是以
比较低的成本来实现减排。”

实际上，气候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可
以被利用的清洁能源。我国陆地表面每
年接受太阳辐射能量相当于 18000 亿吨
标准煤，全国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日照
在 2200 小时以上。中国气象局风能太
阳能资源中心高级工程师申彦波说，在

我国陆地 60%的区域内，光伏发电的效
益很好；即便在太阳能资源最差的四川
盆地，其太阳能利用条件亦好过北欧的
一些国家——而北欧诸国利用太阳能的
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前列。

人们还可以“向天祈水”。数据显
示，我国平均年云水资源（含水汽）约为
22 万亿吨，可开发的云水资源每年达
2800 亿吨，相当于 7 个三峡水库。但当
下利用率仅为 20％左右，开发潜力巨
大。此外，我国风能资源分布范围广、蕴
藏量丰富。

对于我国而言，气候资源还有很大
的利用空间，在合理利用及保护气候资
源的这条道路上，我国正在逐步实现与
自然和谐发展。

气 候 安 全 任 务 繁 重

去年河北治霾成效显著

，环保厅厅长陈国鹰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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