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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之年打好治污标志之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红艳

“2019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之
年。”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环
保不能放宽放松，更不能走“回头
路”，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打好“散乱
污”企业整治、柴油货车治理、黑臭水
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

开年打响标志战役

污染防治攻坚战初战告捷，但面
对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紧迫形
势，攻坚步伐丝毫没见放松。新年伊
始，新的部署和要求紧锣密鼓地推
出。1月4日，生态环境部、发改委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至此，从《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到《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渤
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污染
防治攻坚排兵布阵，路线图、时间表
样样不含糊。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的实施意味着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攻坚战全面打响。按照计划时间
表，到2020年，全国在用柴油车监督
抽测排放合格率达到 90%，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和汾渭平原等重
点区域达到95%以上，排气管口冒黑
烟现象基本消除。

“虽然柴油车保有量不多，但机
动车排放总量中，63.4%的氮氧化物
和95.9%的颗粒物来自柴油车排放，
因此是机动车污染防治的主要目
标。”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
心副主任丁焰说。

2019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关键之年。何谓“关键”？以《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为
例，加快提升油气质量标准，自2019
年1月1日起，全国全面供应符合国
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停止销售普通
柴油和低于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
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部分船舶
用油“三油并轨”；推进重型柴油车远
程在线监控系统建设，2019 年年底
前重点区域50％以上具备条件的重
型柴油车安装远程在线监控并与生
态环境部联网。

1月14日上午，第一架调查渤海
入海排污口的无人机在河北省唐山
市起飞。由此，一场涉及渤海 3600
公里海岸线的治污硬仗在唐山市打

响。按照《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2019 年 6 月底前，将完成入
海排污口“一口一册”管理档案建立
和两类排污口清理；2019年底前，将
完成非法和不符合分区管控要求的
海水养殖清理整治，沿海城市全部建
立垃圾分类和“海上环卫”工作机制。

环保督察再启新程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刘长根日前表示，从
2019 年开始，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
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
察，再用一年时间完成第二轮督察

“回头看”。第二轮督察将适当扩展
督察范围，把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央企
纳入督察对象。

中央环保督察在第一轮实现31
个省区市全覆盖后，2018 年 5 月份
和10月份，分两批对20个省份开展

“回头看”，共计受理群众举报9.6万
多件，合并重复举报后向地方转办
7.5 万多件。截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绝大多数举报已办结，其中，责令
整改 43486 家；立案处罚 11286 家，
罚款10.2亿元；立案侦查778件，行
政和刑事拘留722人；约谈5787人，
问责 8644 人，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
边生态环境问题7万余件。

据了解，第二轮督察将适当扩展

督察范围，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承担
生态环保任务较重的央企纳入督察
对象；针对重点区域、领域、行业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组织专项督察。专项
督察有3个重点，分别是污染防治攻
坚战 7 大标志性战役及其他重点领
域；督察整改不力，特别是敷衍整改、
表面整改、假装整改等突出问题；人
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与此前不同，新一轮的中央环保
督察将注重在督察、强化监督中，积
极主动服务，加强对企业环评、治理
技术、提标改造的帮扶指导，帮助企
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提供必要
的技术和资金支持等。

各地开出“行动清单”

近日，地方两会陆续召开，政府
工作报告纷纷出炉。其中，打赢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确保实现各项
年度任务目标成为重点内容，污染防
治攻坚战“升级版”在多地打响。

1月16日，河南省省长陈润儿在
河南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做政府
工作报告时讲到，抓好污染防治，扭
住改善环境质量这个核心，扎实开展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
题整改，聚焦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深入实施“四大行动”。

河南省提出，推进郑州市主城区

煤电机组清零和洛阳市主城区煤电
机组基本清零，确保 PM2.5平均浓度
和优良天数比例完成国家考核目
标。严格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加强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逐步消除城区黑臭
水体。加强重金属污染、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和固体废物处理，推进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和治理修复，严格保护
未污染土壤。

北京市提出，实施好新一轮百万
亩造林绿化工程，新增造林绿化 25
万亩，推进温榆河公园、官厅水库八
号桥湿地恢复等一批项目。严厉整
治向城市雨水管道排污及倾倒垃圾
等非法行为。完成污水治理和再生
水利用第二个三年行动方案，全市污
水处理率超过94%。同时，大力促进
源头减量和垃圾分类，加快房山循环
经济产业园等设施建设，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片区覆盖率提高到 60%，生
活垃圾资源化率达到59%。

天津市提出，全力打赢蓝天保卫
战，PM2.5年均浓度持续下降；全力打
好碧水保卫战，全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达到 368 万吨；全力打好净土保卫
战，新增垃圾日处理能力1800吨。

河北省提出，PM2.5平均浓度同
比下降5%以上，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下降 3.6%，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
氨氮、氮氧化物减排完成国家下达的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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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散煤治理、

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

“散乱污”企业整治、柴

油货车治理、黑臭水体

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渤

海综合治理、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土壤污染防

治等，将成为污染防治

攻坚发力的重点方向。

为建筑垃圾再生利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拓展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大市场
本报记者 郑 杨

雪后初霁的湖北省保康县后坪镇横冲景区出现雾凇美景，满山遍野银
装素裹、玉树琼枝，吸引游客驻足拍照。 杨 韬摄（中经视觉）

重庆潼南

兴林富民两相宜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李云喜

来到重庆市潼南区双江镇白云
村，只见连绵的山坡上，层层叠叠的
花椒树生机盎然。林间不少村民正
忙着为花椒树修枝、疏通水沟，雾炮
打药机正加紧进行病虫害防治、施
肥作业，为树体做好越冬准备，以供
春季生长需要。

在白云村20多座山坡上，栽种
的 3200 亩花椒林得益于退耕还林
工程。2014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工
作开始，潼南区将既绿山又富民的
经济林纳入退耕还林实施项目。与
此同时，区林业、农委、水务等部门
还整合资金，为生产基地配套建设
生产便道、灌溉管网等基础设施，并
对种植企业新建加工、冷冻车间等
项目予以补贴。参与退耕还林工程
建设的云峰农业公司花椒基地负责
人张强告诉记者，2018年出产的40
多万斤鲜花椒，经过烘烤加工上市
场后供不应求。云南金九地制药
厂、康师傅方便面等国内知名企业
与他们签订了供货协议。

截至目前，潼南区已有近 100
家像张强这样的农业企业参与退耕
还林工程，发展渝佛桃、大红李、沃
柑、蜜柚等10多个种类的经济林12
万多亩，50%以上进入挂果期，已形
成春赏花、秋采摘的花果经济，开启
了农旅融合发展新路。

白云村的改变不是特例，在潼
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田家镇、
古溪镇的核桃，柏梓镇的柠檬……
将兴林与富民结合者比比皆是。

据潼南区林业局副局长莫怀辉

介绍，潼南区充分利用退耕还林工
程，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林，不仅让
10多万亩荒山变成了绿洲，还带动
当地5000多农户持续增收。

近年来，潼南区落实“大力推进
国土绿化”总要求，做实“绿山富
民”，将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与乡村
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在兴林中富民，
在富民中兴林，以绿色发展构筑最
动人的底色。

在这一过程中，潼南区根据典
型的盆地浅丘地形地貌，大力引导
企业深入乡村盘活村民弃耕土地，
开展荒山荒坡造林、建设经济林产
业基地，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
径。其中，在平坝缓坡区域，已成功
培育出以柠檬、柑橘为代表的“平地
型经果林基地”；在山坡浅丘区域，
引导培育出了以花椒、核桃为代表
的“坡地型经果林基地”，并取得了
可喜成绩。

潼南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8 年以来，该区通过业主流
转土地、合作社、农户自主造林的方
式，完成营造林任务共 8.65 万亩，
其中特色经济林改造2万亩。

“接下来，潼南区还将以‘涪江
琼江两岸’为主线，持续全面提升国
土绿化水平，到2020 年，全区实现
营造林面积 38.5 万亩。重点发展
柠檬、花椒、核桃、中药材等特色产
业。到2022年，全区森林覆盖率将
达到 55.4%左右，林业总产值可达
69 亿元。”潼南区林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记者在投产仪式现场看到，随着
启动指令响起，在全自动生产线设备
的轰鸣声中，废混凝土块、废砖石、渣
土等建筑垃圾被传送带送入各种设
备，经破碎、筛分和粉磨等工序后，变
成可用于地基加固、道路垫层、建筑
的砌筑砂浆等再生骨料。2018年12
月，广东东莞市首个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项目——虎门镇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项目正式投产，标志着东莞建
筑垃圾处理正式迈入循环再生利用
的新阶段。

随着城市化建设和更新加速，东

莞产生了大量建筑垃圾，目前主要通
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自行调配进行处
置。为走出建筑垃圾处置困境，东莞
市城管局近年来大力推进建筑垃圾
处理设施及资源化利用处理厂建设，
于2018年向虎门镇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项目的运营方东莞市盈新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发出了首张“东莞市建
筑垃圾处置受纳证”，大力推动建筑
垃圾的依法规范受纳和资源化加工
再利用。

“东莞目前两种状况并存：一方
面建筑垃圾产生量大，成为社会环境
治理的难题；另一方面对建筑石料有
迫切需求。如果能够通过新的技术
手段，将建筑垃圾循环再生利用变为

建筑石料，就可以开启东莞建筑固废
垃圾‘变废为宝’的巨大市场。这个
项目将提供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的整
体解决方案。”盈新环保总经理何越
雄说。

据了解，虎门镇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项目占地面积约 50 亩，项目
总 投 资 1.2 亿 元 ，其 中 一 期 投 资
4800 万元，设计处理建筑垃圾能力
为 100 万吨/年。经过 3 年多努力，
项目已打造出了专业的技术团队和
较为完整的产业链。该项目采用欧
洲技术路线，可根据各地方建筑垃
圾的特点，对处置工艺及运营模式
进行本土化创新。目前主要的产品
有再生骨料、再生道路材料、再生

砖、再生砂浆、再生混凝土、再生活
性菌骨料等。

为了更好地实现建筑垃圾回收
利用，东莞虎门镇政府还和盈新环保
共同设立了东莞市首个建筑垃圾回
收利用一体化示范点，实现了源头拆
除分类、就近清运、专业处理。在该
示范点，围墙采用高度达2.5米的彩
钢板，不仅隔开了建筑垃圾，还保证
了市容整洁。

“项目定位于建筑垃圾综合利
用，并为周边镇区的拆旧建新等城市
更新项目提供服务。今后我们将提
供大型建筑物的拆除、分类、堆放、运
输到再生的一条龙解决方案。”何越
雄说。

玉树琼枝

潼南区玉溪镇
枇杷种植户陈和平
（右）在采摘枇杷。

李云喜摄

上图 近年来，重庆万盛经开区加
快转型发展，实施采煤沉陷区生态环
境修复、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山体植被
恢复、水资源恢复、土地整治等工程，
提升环境面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图为经开区南桐镇金兰鱼村的梯田与
鱼塘相互映衬，色彩斑斓，犹如“调色
板”。 曹永龙摄（中经视觉）

左图 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场馆
积极采用科学绿色环保建造技术，将
冬奥会与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冬
奥场馆实现 100%清洁能源供电。图
为场馆外安装到位的太阳能发电设
备。 胡庆明摄（中经视觉）

据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陕西
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陕西省环保
督察办日前通报大气污染专项督察
移交的 32 个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
况。在此次督察中，陕西10县（区）
95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

大气专项督察是陕西省围绕打
赢蓝天保卫战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
况，对工作不力、质量恶化、问题突
出的市县开展的机动式、点穴式督
察。2017至2018年秋冬季攻坚行
动实施期间，为切实推动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各项要求
措施落到实处，陕西省组建 5 个省
级大气专项督察组，分两批对西安
阎良区、渭南高新区等10县（区）开
展了大气污染专项督察。各督察组
于督察结束后向 10 县（区）反馈了
督察意见，同步移交32个责任追究
问题。截至目前，32个问题已全部

处理到位。
据了解，10县（区）被问责的95

名责任人涉及发改14人、工信14人、
交通6人、环保5人、农业5人、城管5
人、规划4人、公安4人、国土4人、水
利4人、住建3人、市场监管3人、安
监2人、煤炭1人、综合执法1人、乡
镇政府及街道办20人，基本涵盖了
与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各个方面。

据陕西省环保督察办负责人介
绍，移交的32个问题主要反映出县
乡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燃煤削减、“散
乱污”整治、扬尘管控、群众信访问
题整改等方面存在部署推进不力，
监督检查不到位，不作为、慢作为问
题。近期，陕西省环保督察办还将
聚焦关中地区，根据环境质量变化、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对存
在问题的县（区）继续组织开展大气
专项督察。

大气污染防治不力

陕西问责95名相关责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