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保护部《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
报》显示，机动车污染已成为我国空气污
染的重要来源。据统计，载重柴油车排放
的氮氧化物与颗粒物分别接近机动车排
放总量的 70%和 90%，已成为治污减霾
中需要啃下的“硬骨头”。

作为铁腕治霾的重要抓手，去年 10
月下旬，西安市设立了全国首个柴油车尾
气净化治理示范区。其采用的“主动维
护+柴油净化”源头治理技术，不仅成效
斐然，而且政企合作、院企协同的推广示
范模式也备受关注。为此，记者前往蹲点
调研，一探究竟。

自主创新 硬科技“新药”有特效

日前，渣土车车主郭雷早早地来到
位于西安临潼区骊峰四路的柴油车尾气
治理示范区秦陵治理点，排队等候给自
己载重 15 吨的柴油车做尾气净化“手
术”。在现场技术人员的指挥下，郭雷
将车开进检测区。随着一脚油门，浓浓
的黑烟喷涌而出。检测显示，该车烟度
值平均值为5.28m-1，远远超出国家标
准1.39m-1。示范区治理点负责人刘海
军说，“烟度值是 PM 颗粒物排放指
标。车冒黑烟，根本原因是供油系统中
柴油的杂质导致油泵柱塞磨损、油嘴雾
化性能下降”。

清洗油箱、维修喷油嘴、调校油泵、更
新柴油净化器……在技术人员的引导下，
郭雷的车子开始接受一项名为“主动维
护+柴油净化”的“治疗”。

“主动维护+柴油净化”综合治理技
术是西安天厚滤清技术公司针对柴油车
尾气污染首创的系统解决方案，是指通过

使用独特的油品体外净化装置清洗净化
供油系统，调校维修更换关键零部件，提
升运行效率；同时，依据车况选配更新自
主研发的柴油净化器，利用高分子深层过
滤技术，确保燃油清洁。

经过前后约2个小时的治理，这辆曾
经长期拖着“黑尾巴”的载重车神奇“断
尾”重生。再上自检台，烟度值显示为
0.33m-1，污染颗粒物排放骤降93.75%。

“顽症”得愈，疗效如何？下午 2 点，
记者随郭雷驾车来到第三方检测机构
——西安市顺安车辆检测线，复检结果显
示该车的烟度值平均为 0.23m-1，几乎
仅为国Ⅲ新车排放最高限值 0.8m-1 的
四分之一。

治理示范 让“秘方”成“验方”

西安临潼区是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减排任务重，压力大。如何找到铁腕治霾
的突破口？天厚公司的“硬科技”引起了
临潼区的密切关注。经过反复调研，在市
政府的支持下，去年临潼区率先出台《柴
油车尾气排放治理示范项目工作方案》，
以财政供养及政府部门监管车辆为先期
试点，全面启动治理示范工作。

为引导超排车辆由被动治理变为主
动治理，临潼区以奖代补，对在规定期限
一个月内完成治理的柴油车，每车给予
5000 多元奖励，此后财政补贴逐步递
减。同时，动员环保、交警、质监、城管等
部门通力协作，街办社区环保网格员负责
动员宣传工作；凡是纳入治理的排放超标
车辆，不经过治理严禁上路营运，逃避治
理的给予重罚。

“示范区采用的这种治理技术，就是
一项针对黑尾‘病车’的‘微手术’。”在西
安临潼区区长刘三民看来，“简便，省时，
投入少，回报快”是柴油车主接受与积极
参与的关键。“首先，不改变车辆及发动机

的任何形态；其次，平均单车治理耗时不
过两三个小时；第三，车均治理费用1万
元左右，仅为目前市场已有的颗粒捕捉等

‘后处理技术’费用的三分之一。”

多方协同 让“特效”变“普效”

“黑尾巴”斩断了，颗粒物排放骤减。
但是氮氧化物、碳化合物等其他排放物指
标到底怎样？不久前，中科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的科研人员拉来了一大车检测设备，
连续5天5夜完成了5类排放指标效率检
测试验。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博士后薛永
刚告诉记者：“通过对 6 辆柴油车 5 大类
105 种排放物检测实验，初步数据显示：
治理后的车辆尾气浓度和排放物总量呈

现双下降。其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
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浓度分别下降了
30%以上。”

“柴油车尾气排放污染治理是世界性
难题，需要各方协同创新攻克难关。”西安
空气质量保障研究方案项目群负责人、中
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曹军骥表示，
天厚公司这种前端综合治理技术具有显
著的先进性。

记者了解到，2014 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
投资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环境污染治
理市场化，鼓励在环保等领域推广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此后，相关部
委也颁行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有关专
家认为，上述政策环境为柴油车尾气治理
技术的大范围推广打开了新空间。

“硬科技”斩断柴油车超排“黑尾巴”
本报记者 张 毅

为期 3 天的蹲点调研，天厚滤清技
术公司这家科技创新型小企业“技术报
国”的“大志向”，让记者印象深刻。这不
仅源于其25年专精一业的厚积薄发，更
离不开我国日臻完善的创新环境优势。

小企业干大事，首先是创新方向和
产业定位要“大”。柴油车尾气超排的源
头治理是世界性难题。西安天厚滤清技
术公司以首创性“硬科技”技术挺进环境
污染攻坚战主战场，其完全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油品净化技术，不仅广泛应用
于石化、机械制造和农牧渔业领域，同时
还跻身军民融合市场，成为国防柴油滤
清产品标准制定的主导者。

小企业干大事，与国家创新战略和
国家级创新资源的高端对接至为关键。
记者蹲点调研的柴油车尾气治理示范

点，距西安 30 多公里，距临潼区城区有
12公里，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地处乡镇的

“小地方”，来自中科院两个研究所的“大
专家”却往来不绝。跻身中科院重点部
署项目，与国家级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
必然助力这项环境友好技术的大范围
应用。

小企业干大事，离不开地方政府高
度重视环境保护的责任担当。柴油车造
成的尾气污染，量大面广，具有分散、隐
蔽和随机移动特点，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专程前来调研示范成效的西安市市
长上官吉庆说，铁腕治霾，政府不仅要拿
出“硬政策”“硬手段”，还要依靠“硬科
技”。其实，较之上述“三硬”，当地政府
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的“硬作风”更加值得
点赞。

小企业成“大事”
章 议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上海金山区朱
泾镇干部群众对农村增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充满
希望。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
业，对于待泾村来说是一次开拓园林观光游的绝佳
机遇。”待泾村村委会主任姚明军说。

在待泾村，有一座“花开海上”自然人文生态花
卉景观公园，内有四季花海园、梅花园、樱花海棠园、
秋色园和沿河风光带，每到花季，游人如织。然而，
对于姚明军来说，怎样打造“田园观光游”一直是个
难题，大到土地流转、资金来源，小到游客的车辆停
放、午饭上哪吃等。“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推进

乡村绿色发展的主题，这让我们更有信心做好这件
事。”姚明军说，“打造田园景观不仅让待泾村的天更
蓝、水更绿，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

朱泾镇作为沪郊小镇，打造生态农业旅游是体
现“活力朱泾”的重要一环。记者在朱泾镇农办了解
到，“花开海上”这幅美景图已经着墨出彩，而作为生
态农业旅游的另一景，金石公路生态农业旅游的“长
廊”也已雏形显现，让游客们尽情享受到了田野中返
璞归真带来的无穷乐趣。

村党总支副书记高峰告诉记者，今年将在推进
“田头党支部”建设上下功夫，在党员主题活动中，党
员们走到田间地头，传授专业技能，指导种植技术。

上海金山：

好 政 策 绘 出 乡 村 美 景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从城市回到乡村，记者发现这里正成为众多电商竞相
角逐的新市场。

一大早，河南省光山县孙铁铺镇郑堂村 62 岁的江元
芝就用洗衣机清洗自己和孙子的衣服。

江元芝家去年改造了危房，家里也新添置了一台洗衣
机。江元芝告诉记者，“这是村淘店帮俺在网上抢购的，才
999元，又便宜又好用”。

自从村里多了一个村淘店，“村小二”邹金津就成了大
忙人，春节前要忙着给乡亲们代购年货，年后还得准备本地
土特产让外出打工的乡亲们带着出远门。

随着电商打通了农村的“最后一公里”，村民的消费观
念和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村淘店里新疆的大枣核桃、
大连的鱿鱼、湖南的熏肉、贵州的辣椒……琳琅满目的商品
堆满了整整齐齐的货架。“从吃的到用的，全部靠网购。”邹
金津告诉记者。

每天下午，快递车就会来到村淘店，将需要发走的货物
带走，留下村民在网上购买的商品。村民们发现淘宝不仅
方便，还能省钱，购物就习惯先到村淘店里看看。村民徐朝
文快人快语，“网上要啥有啥，咱家买了冰箱，师傅还上门安
装，多省事”。

“我要教会村民自己学会网购，了解操作流程，村淘只
做代理服务，让他们享受到城里人一样便利的电商物流服
务。”邹金津说。

河南郑堂村：

村淘店里新事多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盛 鹏

2月20日，K666次列车民警郑连忠接到微信警务
平台上旅客张郁福发来的求助：“发烧感冒比较严重，
恶心迷糊还直冒虚汗。”民警接报后立即赶往现场，发
现旅客身体严重不适，乘警及时会同列车长广播寻找医
生进行了及时处置。

为快速响应旅客需求，沈阳铁路公安局依托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信息，推出了集报警、求助、举报等功能于
一体的“沈铁公安微警务”微信公众平台。旅客通过手
机扫描张贴在车站或火车上的二维码标识，输入身份信
息验证登录后，选择车站或火车，填写所在位置或车
次、车厢，便可求助、报警等，实现手机终端图片、视
频、语音、文字等形式的立体化报警方式，有效提高了
出警效率，提升非警务警情分流比例，使警务活动更加
人性化和便捷化。

春运期间，旅客张强也通过“微警务”报警称其母
亲赵某乘坐 K387 次列车走失，希望乘警帮助寻找。
K387 次列车乘警杜海接到求助后迅速走访各节列车，
找到了老人，列车到达秦皇岛车站后，民警将老人送交
其子张强，母子顺利团圆。

“微警务”今年1月份上线以来，沈阳铁路公安处
已接警11起，接旅客求助35起，民警调解旅客纠纷9
起，帮助旅客找回遗落包裹、箱包等物品129件，找到
走失老人5人，找回离家出走女子3人。

“我们这几个人买票很不方便，有了这个动车专列
真是解决了大问题。”来自湖北宜昌的田地雄和另外5
位盲人朋友在武汉从事盲人按摩工作已经3年了，以前
每逢过年，买票回家是个难题。今年过年前，他们几人
提着年货，满是兴奋地登上了武昌开往利川的 D5702
次列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同他们一起的还有
360余名在汉务工人员。

原来，为了帮助在武汉务工的人员顺利返回家乡，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已连续13年与社会爱心企业
合办“送务工人员回家过年”爱心公益活动。农历小年
当天 500 余名务工人员分别搭乘武昌至利川 D5702
次、武昌至十堰D5206次两趟动车返回家乡。

上午10点，务工人员刚登上D5702次列车，就被
车厢里浓浓的节日氛围所感染，中国结、窗花、“福”
字将车厢装扮一新。车厢里，不时传来老乡们的谈笑和
欢呼声，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用自己的家乡话聊
天，同身边人聊起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回家的动车就要
开动，一年没回家的他们越发想念家乡的一切。

车厢里暖意十足，欢笑声不断。列车上举行了联欢
活动，列车员为大家表演了手语舞 《相亲相爱一家
人》，乘警也吹起竹笛《牧民新歌》，奏响回家的乐符。

“绿水青山就是什么？”“金山银山！”
“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列车上还建起了流动的新时代动车“讲习所”，主

持人发起了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问答活动，大家争先恐
后地抢答。

“为了服务好大家，我们在列车上配备了医药箱、
便民服务箱，里面有针线包、鞋刷、指甲刀等，以及重
点旅客服务卡。”列车长张汉超介绍。

为了让务工人员旅行方便，武昌车站安排了两个专
用快速进站通道和两个专用安检通道，并提供了专用候
车区供他们使用。同时，还组织了党团员突击队，利用
流动服务小推车为他们提供送开水等服务，并设置了医
疗服务点。

“微警务”陪伴平安路
本报记者 孙潜彤

“讲习所”温暖回家路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苏 杭

春节期间，记者走进了“西气东输”工程最大的天然气
中转枢纽——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银川管理处中
卫压气站。

空压机轰鸣，大口径黄色输气管道格外醒目。中卫压
气站主管生产运行的副站长李向荣介绍说，中卫压气站是
集清管、分离、计量、调压、分输、气体分析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性压气站，是国内天然气长输管道行业最大、最重要的枢
纽站场，西一线、西二线、西三线及中卫—贵阳联络线四路

“西气东输”的干线管道全部在此汇聚并分五路输出，站场
日输气量超过1.4亿立方米，年输气达500亿立方米，占国
内天然气总消费量的20%以上。

李向荣介绍说，为了确保安全生产，春节期间该站严格
执行9时、16时和22时三次巡检制度。记者了解到，由于
压气站工作性质特殊，该站春节期间上班的员工24小时都
在站内，确保及时处置紧急状况。

除了站场内的运行维护，站场外的输气管道巡检也非
常重要。“中卫压气站负责保护的管道干线有300多公里，
经过沙漠、黄河、农田等多种复杂地形，三名线路管理员负
责三个方向的管道巡逻。”中卫压气站主管线路保护的副站
长王永利介绍说。记者采访时，恰遇线路管理员马赛的妻
子和5岁女儿从200公里外的银川前来探班，相聚场景令
人感动。

通过站内、站外两道保险，中卫压气站确保了春节期间
国家重大工程的安全运行。

宁夏中卫压气站：

“双保险”保供气
本报记者 拓兆兵

日前，海南万宁市和乐镇多德村农民在田间给西瓜秧施肥、喷药、除草。近年来，万宁市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冬日的寒风，在山顶呼啸，吹得枯草随处摇摆和沙砾
嗖嗖作响。130米高的山体顶端，一张巨型钢索大网垂
下，将裸露在外的山石紧紧“兜住”，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公司鹰潭工务段的桥隧工正沿着山体小道，盘旋而上向

“云端”出发。
山体之下，就是穿山而过的九景衢铁路梅山一号隧

道。隧道上方，数以万计的石块裸露在表面，像是蹲在山
坡上的“怪兽”，“伺机”影响铁路运行安全。定期排查防
护隧道顶端的危石险段，成了确保铁路安全必不可少的
工作。

“正面上山，背面下山，身上10多斤重的工具包，仅
走到隧道就满身大汗。”2月12日，记者见到了正前往作
业地点的工长冯乃全一行。梅山一号隧道位置偏僻，汽
车难以到达，冯乃全和工友们要步行近10公里到达隧道
开展检修作业，今天的任务是检查加固隧道顶端的危石
和钢索。

隧道所在的梅山看上去不算高，坡度却将近70度，
有的地方几乎垂直。只见冯乃全和工友们一个曲身和弓
腿，麻利地抓住钢索，跃上了仅有三掌宽的检查道，在隧
道山体上以“钟摆”的方式，对标记的块块山石敲击检查
起来。

头戴安全帽，身着防护服，腰挂安全绳，远望过去，他
们就像是一个个攀爬在巨大钢索网上的“蜘蛛侠”。

“把山兜住，就是把安全兜住，不让一块石头掉落下
去，是我们的职责。”冯乃全一边在工作簿上绘制“排危地
图”，一边对记者说。攀爬在没有遮挡的山体上，虽然寒
风似刀割一般，冯乃全他们脸上却满是汗珠。

午餐时，冯乃全和工友们就着开水吃馒头，一列动车
快速地在梅山一号隧道疾驰而过。

云端“兜山”人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汪 翰

春节期间，在北京大兴区庞各庄镇赵村新锋农
资商店，老板蒋文祥、张春梅夫妇正在招呼附近村
庄的农户选购农资。蒋文祥说：“现在是农资销售的
淡季，但是也有一些勤劳的庄稼人，早早地为开春
做准备。”

62 岁的齐友琴是梨花村的种梨大户，她和老
伴有一个 20 亩的梨园，主要种植“金把黄鸭梨”。
她对记者说，年龄大了，她和老伴儿把 16 亩梨园
承包出去，留下 4 亩发展采摘、农家乐和民宿。
2017 年年景好，鸭梨大丰收，他们家一年纯收入
10 多万元。她说，人勤春来早，备好农资为开春

做足准备。
来自张公垡村的西瓜大户张俊山夫妇经营 11

个西瓜大棚，种大棚西瓜投资较大，一亩地一年
仅农膜等的投入就有 3000 元。他们现在主要发
展 西 瓜 采 摘 、 农 家 乐 和 民 宿 ， 去 年 收 入 10 多
万元。

蒋文祥夫妇开这家农资店已有21年了。作为京
农集团农资公司首都农资连锁的一家加盟店，农资
店所销售的商品都由该公司统一供货，产品质量有
保障，他们夫妻二人诚信经营，受到周边村民的
欢迎。

北京大兴：

备 好 农 资 忙 生 产
本报记者 刘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