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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安 阳 铁 腕 治 污
2014 年 11 月，河南省安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被

环保部约谈并挂牌督办的城市。安阳痛定思痛铁腕

治污，成立大气污染防治蓝天工程指挥部，并调动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相关部门

推进污染企业整合、道路整修、扬尘治理、秸秆垃圾

禁烧等工作。如今，经过一系列重拳整改，安阳市蓝

天多了、空气净了。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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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后，我国主要城市要实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八成——

如 何 要 回 更 多 的 蓝 天
本报记者 曹红艳

“守正出奇”理念如今被不少人推崇，既按照常规发展，又有

独特的竞争优势。对城市发展来说，“守正”是把城市基础的工作

做好，实现常规的目标，达到及格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再去提出

新理念、新模式、新定位，引领城市出奇制胜
近日参加两次研讨会，都被问到一个

问题：这几年，各类城市的叫法五花八门，

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应该发展哪

种城市？这使我想到城市发展“守正”与

“出奇”的问题。

城市“叫法”多而乱，这是当前的一个

现象，很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这

里面，有 3 个现象最为突出。一是“变”：有

的城市的性质、功能定位飘忽不定，一年几

变、多变，城市的“叫法”也变来变去。今天

要打造全省物流中心城市，明天要定位为

全省大数据核心城市，后天又提出要建成

全省旅游核心城市。二是“搬”：不断累积

高帽子，什么城市的叫法时髦，就把什么叫

法搬过来，大有一个都不想落的劲头。有

个西部小城市，在“十三五”规划里一口气

提出了眼下最“潮”的 20 多种城市叫法，既

有各方面熟知的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

城市、海绵城市等，也有较为生僻的静脉城

市、慢行城市等。三是“造”：有的城市生造

出一些概念、名词，给城市进行定位，并通

过媒体推而广之。

城市的“叫法”多，怎么去看？首先需

要承认，城市的叫法五花八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中国进入城市型社会之后，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市民等各个方面对城市发展

的探索十分活跃，城市之间的竞争十分激

烈，城市发展呈现出百花争妍的局面，因此

才会从理念上对城市发展不断创新、在品

牌宣传上对城市的“呼号”“叫法”不断翻

新，这其中确有积极的一面。还有一个方

面也需要强调，城市确实是复杂的巨型系

统，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目标追求，因此

一个城市需要有很多种“叫法”来满足它。

政府、社会、市民包括专家在内，各方对于

城市的理解都会经历一定的过程，不同的

“叫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城市不一

样的理解。

但也要看到，如此之多的“叫法”反映

出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的理念问题。

诚然，城市是复杂的巨型系统，千变万化。

但就单个具体的城市而言，它的战略定位

在一定时期内宜保持延续与相对稳定。决

定城市竞争力的要素也不会在短时期内变

来变去。此外，城市发展应解决的基本问

题，如基础设施问题，如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等民生服务问题，大多是按照既定的国

家标准行事，没有太多的变化可言。

这些不变的东西，是城市发展的基础，

是需要“守正”的一面。而许多现在看起来

时髦的“叫法”，属于“出奇”，应该建立在

“守正”的基础上。古人讲，守正方能出奇，

才能竞争获胜。用到城市发展上来，“守

正”是把城市基础的工作做好，实现常规的

目标，达到及格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再去

提出新理念、新模式、新定位，引领城市出

奇制胜。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城市华而不

实，不断提出新“叫法”，然而基础工作却不

扎实；还有的城市被不断翻新的“叫法”牵

着走，搞了一堆政绩工程，而忽视城市发展

的基本规律，这样的做法更应引起各方面

的警惕。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城市发展的守正与出奇
冯 奎

日前，深圳提出 2020 年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要达到 98%以上。该市去年
优良天数为 340 天，占全年监测有效天数

（353天）的 96.3%。
深圳的“蓝天成绩”超过了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今后 5 年，地级及
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
80%”的目标。

相对于深圳这样进入空气质量年度
排名前 10 的城市，京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仅为 52.4%。环保部
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就此表示，实
现 80%的目标，一方面需要空气质量比
较好的城市继续保持；另一方面需要空
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迎头赶上，提高达
标率。

5 年提升 3.3 个百分点

“我国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呈‘橄榄
型’，顶尖部分少数城市的空气质量相对
严重；中间部分城市经过不懈努力可以完
成指标；‘橄榄型’下面的少数城市，虽然
目前空气质量较好，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和产业结构变化，空气质量可能出现反
复。”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兼秘
书长吴晓青说。

监测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 338 个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平 均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76.7%，与 80%的任务目标相差 3.3个百分
点 。 其 中 73 个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达 标 ，占
21.6%，达标城市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
云南、贵州、西藏等省份。

空气质量监测的三大重点区域，只有
珠三角区域 9 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超过
了 80%，达到 89.2%，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
市为 72.1%，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仅为
52.4%。颗粒物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最
主要污染物，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
颗粒物(PM10)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数八
成多，对空气质量影响最大。

“80％的指标是有关部门经过逐个城
市的调研和论证作出的预测指标，”吴晓
青说，要完成这一指标任务确实要付出艰
苦努力和艰辛劳动。

与此同时，吴晓青给出了 4 方面的
建议。第一是明确责任，把 80%的目标
责任细化落实到各级政府，落实到每一
年；第二是严格考核问责，完不成要追
责；第三是严格执法，尤其要严格环境
执法，绝不能因为一时的经济发展，使
每年的环境目标任务完不成；第四就是
全社会公开监督。

细化责任层层挖潜

郑州市给今年的空气质量设置了具
体的数字指标——PM10、PM2.5 年均浓
度要分别控制在 150 微克/立方米和 79 微
克/立方米以下。该市提出的治霾目标
是，今年在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
排序中退出后 10位。

为此，在全市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工
作动员大会上，郑州继续在燃煤、尾气、扬
尘这“老三样”上作出新部署。燃煤方面，
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对煤炭消费实施总
量控制；尾气方面，淘汰全部黄标车和老
旧车辆，同时力争 6 月底供应国五标准汽
油、柴油；烟尘方面，持续推进工地扬尘综
合整治。

用硬措施应对硬挑战，郑州为环境质
量明码标价的做法受到广泛关注。按其
规定，PM10、PM2.5 年均浓度值比市定目
标值每降低 1 微克/立方米的县(市、区)人
民政府、管委会，给予 50 万元财政奖励；
而对于 PM10 年均浓度值、PM2.5 年均浓
度值比市定目标值每升高 1 微克/立方米
的，财政扣款 50万元。

郑州是空气质量较差、努力迎头赶上
的城市之一。业内专家指出，从目前的空气

质量水平来看，5年后要想实现优良率80%
的目标，难度不小。主要是空气质量好的城
市未来改善的幅度会很小，而污染集中的区
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等，经过 2013 年、
2014年和2015年3年的治理，最有效的手
段已经用完，治理效率在逐渐下降。

由此，把责任细化落实到各级政府，
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每一个
乡镇，都要在各自的范围之内采取强有力
的措施成为必然选择。

科学治霾因城施策

监测数据显示，2015 年上海市环境
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为 70.7%。这意味
着，上海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要在 5 年
内上升近 10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
上海空气质量超标七成由 PM2.5 造成，还
有三成是臭氧，但对臭氧的控制难度甚至
比 PM2.5还要难。

记者了解到，2013年到 2015年，臭氧
是 6 项污染物中唯一一种浓度上升的污
染物，2015 年臭氧超标天数已经占超标
总天数的 16.9%。业内专家指出，必须遏
制臭氧浓度升高的趋势，才能保住 PM2.5
浓度下降的战果，顺利实现 80%的目标。

研究表明，PM2.5 年均浓度值与全年

优良天数有一定相关性。一般年均浓度
值低于 50 微克／立方米以下，优良率才
可能超过 80%。2015 年北京市 PM2.5 年
均浓度为 80.6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
率为 51.0%，天津市 PM2.5 年均浓度为 70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为 60.3%。
但也要引起重视的是，如果 PM2.5 达标，
而臭氧等污染物超标，空气质量也可能达
不到优良水平。

致霾的复杂性要求一城一策、精准施
策。诸如同处于一个大的气象条件区的
京津冀地区，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
北京的重点难点在汽车尾气，天津的重点
难点是工业和汽车尾气，河北的重点难点
则在燃煤、工业。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把我国的雾霾治理
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污染的排放
量超过环境容量，这个阶段付出再大的努力
也只能见到很小的效果。第二个阶段，持续
治理，但受到很多自然边界条件的影响，比
如风速、湿度、降雨等，会出现波动，有时好，
有时坏。第三个阶段，进一步治理，不再受
气候条件、水文条件、边界条件等影响，解决
了环境问题。“目前我国大气环境治理正处
在第二个阶段，走向第三个阶段。”陈吉宁
说。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并不明朗的阶
段，更考验我们的智慧与韧劲。

“今后5年，地级及以上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超过80%”，这是李克强总理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的大气治污目标。

我们的城市空气质量距

离这个目标有多远？怎么做

才能实现这一“蓝天指数”？

质量水平不一的各城市又该

如何对待自己头上的这片天

空呢？——

这是安阳市一家重工企业建设的全封闭式施

工料场，具有很好的抑尘作用。

图为工作人员接听处理环保投诉热线。

我国城市发展非常迅
速，但不少地方往往重建轻
管，在完善各项细节方面缺
乏足够重视，市民生活遭遇
了各种本可以克服的缺憾。

例如，小区内的垃圾箱是每个人每天都可能用
到的公共设施，虽然设计者确实花了匠心、维护者投
入不菲，但效果并不很好。有的垃圾箱容积小，往往
里外都是垃圾；有的又过大，操作起来很费劲；有的在
分类回收方面不尽合理，而且垃圾箱报废时又成了垃
圾。所以改良垃圾箱设计很有必要。

笔者建议，各城市结合本地实际，借鉴国内外垃
圾分类的先进经验，设计出最合适的垃圾箱，使垃圾
得到资源化、产业化处理。

一是针对有毒垃圾，如废旧电池、废灯管、水银
温度计等。可以在小区内设置颜色鲜艳的专用垃圾
箱，上面印上剧毒的标志。环卫工人定期处理，送到
专门回收这类垃圾的场所进行专业处理。

二是针对易腐烂的厨余垃圾。可以在适当位置
放带有矮槽的不锈钢板，下面焊上钢带与插孔，便于
带叉车装置的垃圾清理车及时收集、运送。可避免液
体垃圾外泄，防止霉变或出现异味，保证空气清新。

三是针对可回收利用的垃圾，比如废纸、塑料、
金属等，以及旧沙发、旧彩电等大宗垃圾。小的放在
可回收利用的“垃圾房”里，大的可以及时联系废物回
收人员进行处理。这样，既可实现废物利用，又能保
护环境、美化生活。 （辽宁省调兵山市 董国丽）

小小垃圾箱 也可细琢磨

雾 霾 成

为 影 响 城 市

宜 居 的 重 要

问题，也是各

城 市 治 理 的

重中之重。

图为一名

戴口罩的行人

从处于雾霾中

的北京国贸桥

附近走过。

（资料图片）

图为工程车辆在安阳河进行清淤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