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明确写进‘十三五’
规划。对于纺织行业来说，坚持绿色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行业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近日，在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生态
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主办的“中国纺织生态文明万里行走进
万事利”活动仪式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高勇说。

新形势下，纺织行业正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创新驱
动上寻找新的机遇和出路，而生态文明建设将为纺织行业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纺织行业“十三
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将从加强节能减排管理体系、完善废
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提高纺织业社会责任水平 3 个方
面提高纺织行业生态文明水平。

“行业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培育和树立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企业，用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全行业加快生态文
明建设，符合我国纺织企业数量众多的行业特点。”中纺联
环资委副主任孙淮滨说，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纺织行业生
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把企业在生态经济、生态环境、
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
纳入企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逐步形成符合纺织行业
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标准和机制。

“重视企业生态建设，是一项双赢的举措。”万事利集团
董事局主席屠红燕说，万事利始终坚持从源头到设计到生
产的绿色全产业链，构建了丝绸面料整个生命周期“供应链
生态要求——绿色生态印染——产品循环利用”三个阶段
的生态体系，研发了产业化的丝绸回收利用的工艺技术，实
现了丝绸废弃物循环利用、零废物排放、变废为宝。此次活
动中，万事利集团被授予“全国生态文明示范企业”称号。

高勇表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中国
纺织行业生态文明万里行活动是行业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抓手和载体。“十三五”期间，还将选择一批重点企业开
展培育、试点和创建工作，以引领带动更多纺织企业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

纺织业寻找绿色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 许红洲

在护林员的带领下，《经
济日报》记者日前走进秦岭深
处的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黑
河景区。这里位于陕西周至
县，占地面积 7462.2 公顷，园
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92%，是我
国西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
地区，也是我国 3 大大熊猫栖
息地自然保护区之一。今年
发布的第 4 次全国野生大熊猫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我 国 目 前 有
1864 只野生大熊猫，比第 3 次
调查增加了 8只。

初冬的秦岭山脉层林尽
染 ，山 脚 下 的 黑 河 水 奔 流 不
息，鸟儿在树林中飞跃鸣唱，
小动物在山野间玩耍。在羊
肠小道上，记者看到树林里架
设着红外相机和高清网络球
形摄像机。希捷科技中国区
云和企业级 OEM 客户总监钱
亚欧说，红外相机监测技术是
最近几年广泛用于野外大中
型兽类调查监测的一项新技
术，可以不受人为干扰，全天
候监测动物的活动情况，很大
程度上弥补传统调查方法的
不足，降低数据采集工作的难
度，也为珍贵数据的保护提供
了保障，是大熊猫监测工作信
息化进程的一项重要支撑。

对保护区来说，最重要的
是恢复大熊猫的原始自然生
活环境，避免大熊猫生存受到
人类活动影响。如何保护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以前传
统的威胁是森林采伐、盗猎和农产品采集。近几年，外出
务工人员比例提高，传统威胁减轻，但旅游开发、气候变化
和基础设施建设给野生大熊猫带来新的威胁。因此，要用
更多的科技手段保护野生大熊猫基地的生物多样性。首
先要加强保护信息的获取和监测能力，在野外进行监测，
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实施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用信息化手段推进大熊猫保护项目。

“按计划，近 100 台红外相机将布设在项目区域，进行
相应的保护区能力建设、栖息地恢复与人为干扰监测工
作。同时，还布设了大容量、高可靠性的监控方案，促进森
林公园对人为活动影响的有效监控、分析与管理。以此开
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新局面。”钱亚欧说。

据悉，“中国西部山区大熊猫栖息地监测与恢复示范”
项目日前在黑河森林自然保护区启动。该项目旨在倡议
公众、企业乃至社会各界鼎力支持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
地，提高保护区的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在实施监测的基
础上，针对发现的威胁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
和保护区合作应对威胁，最终实施有针对性的预防及治理
措施，保护与之共生的其他野生动植物及自然生态系统，
实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统一。

11 月 8 日，供暖
季刚刚开始一周，沈
阳 PM2.5 浓 度 爆 表 ，
局地超过 1000 微克/
立方米。东北地区重
霾天气一下成了全国
舆论关注的焦点。

本次东北重污染
天气的影响持续肆虐
10 余天，令各地重
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
实与污染源排放经受
严峻考验。

9 日，环保部启
动重污染天气督查，
由东北环境保护督查
中心组成 8 个督查组
对辽宁、吉林、黑龙
江 三 省 进 行 全 面 督
查，重点检查各省、
市、县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的启动、预警
发布、各项响应措施
的落实情况及秸秆禁
烧、燃煤污染治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
尘控制、渣土运输车
辆密闭、黄标车和老
旧车辆淘汰等。

在 12 日至 14 日的督查中，督查组
发现了不少问题，要求地方环保部门依
法严肃查处并监督其整改到位。一是个
别企业未严格落实应急措施要求。如辽
宁省本溪市北台钢铁 （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未按要求进行 30%限产调整；二
是部分燃煤企业存在超标排放、治污设
施建设不完善或未正常运行等问题。如
齐齐哈尔市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 8
台锅炉均超标排放，焦炉无除尘设施，
烟气无组织排放严重，部分煤灰露天散
堆。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富拉尔基热
电厂、黑龙江华电富拉尔基发电厂大气
污染物超标排放，原煤露天堆存，未采
取抑尘措施。葫芦岛市国电润泽热电有
限公司烟尘超标排放。辽宁省沈阳热电
厂 7 号炉烟气在线监测设施不正常运
行。吉林市源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擅自
拆除在线监控设备，未按规定进行手工
监测等。

此外，一些燃煤供热企业锅炉环保
设施建设、运行问题突出。如哈尔滨市
捷能热力电站有限公司闲置 3 台建有脱
硫及低氮燃烧设施的锅炉，却投运了 2
台未建设脱硫脱硝设施的锅炉。哈尔滨
市鑫玛集团呼兰热力有限公司锅炉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三项指标今
年 10 月份至今持续超标，未进行整改
等。

17 日环保部通报东北三省解除重
污染天气预警。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
邹首民表示，将继续关注东北及其他重
点地区空气质量情况，进一步加强对地
方空气质量预测预警工作的指导，持续
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督查，督促地
方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

一场来势很猛的雾霾是否随着重污
染天气预警的解除离我们而去了？加快
完善应急响应措施，全民行动起来，监
督违法排放，对违法环境行为施以最严
厉的处罚，还有很多事要做好。

督查发现企业问题不少

本报记者

曹红艳

保护大熊猫用上

﹃
电子眼

﹄

本报记者

陈

颐

11 月 17 日，山西太原小店区西温庄乡高中村村民准备

往自家运输“绿色焦炭”。近日，太原首次在燃煤取暖集中

的 330 多个城中村、棚户区和分散锅炉推广“绿色焦炭”，惠

及居民超过 15万户。 徐 伟摄（新华社发）

“绿色焦炭”助雾霾治理

上图 11 月 14 日，吉林长春持续多日的雾霾消散，重现蓝天白云。图

为市民在长春市文化广场放风筝。 许 畅摄（新华社发）
下图 1 月 18 日，辽宁鞍山市铁西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在益民供暖有限

公司进行检查。 刘晓明摄

11月18日，记者前往鞍山采访，走出
鞍山火车站，只见天空微现蓝色，阳光穿
过淡淡的雾气照射在行人身上。火车站
广场上，一位戴着口罩的女士正巧从记者
身边走过。“您觉得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您
这戴口罩是为了防霾吧？”记者问。“今天
这天气是好多了，戴口罩主要为了防冻。
前几天雾霾最重的时候，眼前十几米开外
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不敢出门。”

鞍山市是近期辽宁常出现重度雾霾
的“重灾区”，多项环保指标在辽宁居于
末位。环保部日前通报东北地区重污染
天气督查情况，辽宁多家企业被点名，鞍
山市就有 6家企业。

鞍山供热总公司梨花峪热源厂 4 台
140 吨锅炉项目未依法报批环评，擅自
建设并投入使用，且其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未落实“三同时”。鞍山市环监
局依法对其下达罚款 30 万元。鞍山立
达供暖有限公司桃山热源厂 1 期 2 台

100 吨锅炉需要配套建设的脱硫、在线
监测等设施未建成，未落实“三同时”即
投入生产使用，鞍山市环监局依法对其
下达罚款 30 万元。鞍山市新迪物业有
限公司脱硫设施擅自闲置，执法人员依
法将此案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鞍山市环监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按
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鞍山市环
保、住建、公安、交通、各城区政府及管委
会共出动执法人员 1500余人次，对鞍钢
等重点工业企业 30 余家实施了限产停
产。全市所有建筑工地停工，中小学、幼
儿园停止一切户外活动，全市卫生机构、
公安交管部门、公交公司等全部做好突
发应急准备。抗霾期间，对鞍矿东鞍山
烧结厂、市供热总公司、市立达供暖公司
等 8家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

辽宁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雾霾是 2014 年辽宁省全面实施新空
气质量标准以来，面积最大、持续时间最

长、污染最重的一次雾霾。辽宁首次启
动省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全面进入
应急状态，要求各市立即发布预警信息
并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

辽宁省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
溪、阜新、营口、辽阳和铁岭 9 个城市启
动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鞍山等地启
动红色预警，采取了工地停工、企业限
产。辽宁省环保厅要求，系统职工都要
下到基层去、下到企业去。实施 24 小时
巡查制度，对大气重点排放企业要 24 小
时驻厂监察。12369 环保举报电话 24
小时畅通，对人民群众举报的大气环境
违法行为，立即到场处理。同时重点对
限产停产企业实施夜查和突击检查，对
未按照预案要求落实限产停产等减排措
施和违法排污的，要实施断电限电等强
制措施、上限处罚，立即责令停产整治，
不打折扣地落实好各项应急减排措施、
停产和部分机动车限行等严格措施。

环保部督查东北地区重霾应急时发现部分企业超标排放、违法排放——

点 名 之 后 忙 整 改

“被通报原因是没有建设防尘设施
渣棚。现在已经设计好，近两天就动工，
10 多天内投入使用。”长春新城供热公
司高洪飞很自责。吉林省被环保部 11
月 12 日通报的 7 家企业认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整改工作正在进行或已完成。

11 月 13 日，环保部通报第二天，吉
林省提出迅速开展环保部曝光的燃煤锅
炉超标企业整顿工作，加强分散燃煤供
热企业监管，落实重污染天气洁净煤替
代方案，建立重污染企业停产限产清单，
出现重污染天气时，合理安排停产、限
产。实行明察暗访相结合，加强脱硫脱
硝设施运行情况督导和检查。

长春市被通报了同鑫热力集团东光
供热公司和长春新城供热公司存在的大
气环境违法问题，长春市决定责令同鑫
立即整改环评程序不全问题，改正后及
时报环保部门验收。对新城公司未按环
评要求建设渣棚问题，责令立即修建，并

要求环境执法人员强化跟踪督办，督促
企业整改落实到位。

长春市环保局监察支队队长助理邱
天松说，“目前两个企业已经整改到位。
在责任追究上，是谁的问题谁带走，整改
方面是谁的问题谁解决，环保部门实施
严格监督，该下处罚下处罚，绝不姑息。
同时，考虑居民供暖问题，要求有问题企
业边整改边供热，不能停产，不能马上实
施的给予缓冲时间”。

19 日，记者冒雪来到长春新城供热
公司了解整改情况。该公司 2011 年上
马的 6 台 80 吨链条热水锅炉有 3 台正常
运行，布袋除尘达到了 98%，氧化镁法脱
硫达到了国家最新浓度标准，脱硝标准
也符合在建项目要求。为解决当前没有
渣棚问题，主要措施是让合同企业随时
清运煤灰渣，不落地地送到砖厂。长春
同鑫热力 228 厂技术设备部张亚峰到现
场指导技术整改。张亚峰对记者说，为

提高环保水平，去年新上单锅筒横置式
网复炉，由于没有通过环评，今年冬为了
供暖就强行开了炉，造成违法。被通报
的补救措施是整理好现场，让居民来参
观新锅炉的环保水平，取得居民谅解，争
取明年通过环评。

另外两个被通报供热企业都在所属
的农安县，农安县环保局局长杨树军向
记者介绍，华能集团农安热电厂的问题
是在线环境检测设备不能稳定运行。华
能总部将在线设备火速送北京维修，其
间 由 农 安 环 保 局 提 供 设 备 24 小 时 监
控。从监控情况看，氮排放略高，通过调
整负荷，增加树根、稻壳掺烧比例，控制
了氮排放。长春新大石油公司是在炼化
工业生产中，因燃煤锅炉煤质含硫高，导
致硫排放过高。整改措施是更多地掺入
工业废气与煤炭混合燃烧，减少硫排
放。企业计划明年对脱硫脱硝设备进行
改造，选用低硫煤，确保环保达标。

11 月 4 日，哈尔滨被重度雾霾笼罩，
主城区空气质量指数 AQI 各监测点的
数据达到 400 左右，属最高级别“严重污
染”。当地气象台工作人员表示，供暖和
烧秸秆是造成这次雾霾天气的主因。这
几日气温回暖，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
风力偏少，产生巨大的逆温层，污染物极
其不易扩散，导致雾霾天频频出现。

环保部近日披露导致东北雾霾的企
业名单，涉及哈尔滨市鑫玛热电宾县热
力有限公司。19 日，记者向哈尔滨市环
保局、宾县环保局了解情况，得到书面答
复：“11 月 5 日，环保部东北督查中心、哈
尔滨市环境监察支队和宾县环境保护局
联合对鑫玛热电集团宾县有限公司进行
现场检查和现场监测。检查时发现该企

业脱硝污染防治设施未安装，导致污染
物超标排放。宾县环保局对该企业的违
法事实进行立案调查，目前在等待市监
测站监测结果。与此同时，企业承诺抓
紧整改，积极寻找解决超标排放的办法，
尽快实现达标排放。下一步待监测结果
出来后，若污染物超标，环保局将立即对
鑫玛热电作出行政处罚，同时下达限期
整改。若是企业整改后仍未达标排放，

将启动按日计罚。”
哈尔滨市鑫玛热电宾县热力有限公

司表示：按照环保要求，公司已上了脱硫
设施、除尘设施、在线监控设施。唯独没
有上脱硝装置，导致氮氧化物超标。原
因是资金紧张，上脱硝设施需要 500 万
资金。另一个原因是今年哈尔滨提高燃
煤标准，禁烧低价褐煤，改为每吨 457 元
的优质煤，导致资金压力增大。

对于企业脱硝设施不达标问题，环
保部门为何早不制止？宾县环保局局长
说，该局入冬之前几次对该企业下达通
知，均因企业资金紧张没能落实。对于
当下企业氮氧化物超标的问题如何处
理？环保部门面临的难题是正处在供暖
期，如果立即整改，需要停止供热半个月
到 20 天。鑫玛热电宾县热力有限公司
承诺，明年开春马上施工整改。

根据环保部督查，此番东北重污染天气的出

现，一些企业超标排放、环境问题突出，也是诱因

之一。对此，环保部督查组已明确要求，地方环保

部门依法严肃查处并监督企业整改到位。

企业违法排污、超标排放不是个案。强化企

业主体责任的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按日计罚上不

封顶，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等严厉惩戒，

虽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但仍有企业置若罔闻、铤而

走险，究其原因，新环保法落实不到位，企业守法

还没有成为常态。由此可见，加大环保法监督执

法力度，让新环保法长出“钢牙”，还需更大努力。

更进一步，能否建立起对企业环保违法联动

制约机制。企业一旦有严重程度的环保违法，在

工商、税务、银行、信贷等一系列环节，形成联管、

联动机制，企业可能在环保问题上就不敢再犯。

企业承担起治霾的社会责任，不仅是法治的要求，

也是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完善企业承担环

保责任的制度设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最根本的，“环境病”的背后是“能源病”。东

北地区的雾霾、燃煤企业的超标排放，反映的是其

高耗能的能源结构和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有人

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场“雾霾危机”只不过是积累

已久的东北发展危机表象之一。日益严峻的环境

形势发出警示，过于注重高能耗、高能源工业发展

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虽然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经济结构的转型，或者技术的升级换代，并非一朝

一夕之事，但亡羊补牢，时犹未晚。把握这样的大

势，主动探索环境与经济的共赢发展路径，是当前

企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

辽宁：迅速行动查处污染企业
本报记者 张允强

企业应有治霾担当
曹红艳

吉林：两家企业已经整改到位
本报记者 李己平

哈尔滨鑫玛热电：承诺尽快达标排放
本报记者 倪伟龄

哈尔滨市环保局加大力度查处违规

排污企业。 黄力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