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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2019年至2020年秋冬季，不少河北人觉得天气状况似乎好些了，没有那么多重污染天气了。据最新监测数

据显示，这个秋冬季，河北省的“雾霾天”确实在减少，优良天数占了近七成。这还是那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常年

“吊车尾”的河北吗？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好天气”会持续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石家庄空气质量指数90、唐山77、
邯郸68、衡水57……3月31日，伴随着
一个个城市空气质量的监测结果出炉，
河北省为期6个月的2019年至2020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画上
句号。

优良天数增加，重污染天数减少，污
染程度减轻，河北全省秋冬季空气质量
改善明显，达到了2013年国家“大气十
条”实施以来的最好水平。

曾经，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倒数后十名中，河北每年都占5席至7
席，河北秋冬季的“雾霾天”闻名全国。
如今，河北秋冬季近七成优良天数是怎
么实现的？

河北的天变蓝了吗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10月1
日至2020年3月31日秋冬季期间，河
北省PM2.5平均浓度61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15.3%；优良天数126天，同比增
加14天，占秋冬季总天数的68.9%；重
污染天数12天，同比减少6天，占秋冬
季总天数的6.6%；PM2.5日均浓度峰值
为16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2.3%。

除了数据，人们的实际感受如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位老人的有趣
记录。

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石府小区的一
位老人，每天早上不管阴晴雨雪，严寒酷
暑，他都会准时打开自家阳台窗户，往西
南方向拍一张照片。这位老人就是有着

“天空摄影师”之称的王汝春。近6年
来，他一共拍摄了2100多张照片，清晰
地见证了石家庄的环境空气质量变化。

“2013年，我开始尝试拍不同天气
状况下的石家庄，当时的镜头里，多是灰
蒙蒙的天空，雾霾严重时，近处的楼房都
拍不清楚。”王汝春将每张照片都备注上
拍摄时间、当天的空气质量等级情况并
按月存档，如今这些照片成了石家庄可
视的空气质量“日历”。

“最近两年蓝天越来越多，尤其是今
年，虽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不
能出门，但不耽误我在家里拍摄‘天空’，
今年冬天天空格外蓝，连远处的高楼都
清晰可辨。”王汝春镜头里的天空正在变
得清澈干净。

差异化管控“重污染”

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多发、频发，一度
是河北人民“心肺”之患。

“我们紧盯秋冬季关键时间段，连续
3年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高建民介绍说：
“攻坚的目的首先是要减少重污染天气、
减轻污染程度、缩短污染时段。”

记者了解到，3年来，河北省在应对
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中形成了相对完善的
政策体系，管控越来越精准、精细。前几
年，河北省在进入秋冬季后，对重污染工
业企业实行普遍性、常态化的错峰生产
方式。但是在2019年秋季，这项管控措
施发生了变化：改为在启动重污染天气
预警期间，实施差异化应急减排。

“这个调整避免了‘一刀切’，使河北
应急减排举措更科学、更精准。”河北省
生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主
任王晓利向记者介绍说，以铸造行业为
例，前两年到秋冬季基本上是常态化停
产状态。现在实行差异化管控，即便在
秋冬季也只是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
间才有停限产管控要求，停限产比例根
据企业治污水平来确定；另外停限产管
控只针对熔铸工艺，也就是管控产生污
染的环节，后续的机加工、整形、包装等
环节不受影响。

这种差异化管控是否意味着对污染
企业“松绑”？

事实并非如此。“以前只对重点行业
企业实施应急管理，这次是全部涉气工
业企业都参与应急减排。”王晓利解释
说，秋冬季期间，河北全面排查涉气企
业，逐一核算排污量，制定“一厂一策”应
急减排清单，将全省5.56万家涉气工业
企业全部纳入应急减排差异化管控，比
上年增加了21197家。

与此同时，河北省对这5.56万家涉
气企业实施分类分行业差异化管控，对
其中的钢铁、焦化等21个重点行业7059
家重污染企业实施A、B、C三级管控，对
包装印刷等19个行业16295家高污染
企业实施两级差异化应急减排，对其他
2万余家中度污染企业实行分级管控。

在21个重点行业中，A级企业各项
指标达到国家标杆水平，这类企业在重
污染天气期间，自主采取减排措施；B级
企业是达到省级标杆水平，根据行业不
同执行不同的减排措施，碳素、油墨等行
业停产20%到30%，陶瓷、石灰窑等行业
停产50%左右；各项指标中有一项达不
到B级要求的则被评为C级，这类企业在
应急减排中在B级基础上进一步加严。

此外，河北省还在全国率先设立生
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制度，对纳入正面
清单的3000多家企业和项目，在重污染
天气预警期间重点保障，不停产、不限
产、不检查、不打扰。

“多排多限、少排少限、不排不限”，
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减排效益。

啃下清洁取暖“硬骨头”

燃煤污染排放量大是北方秋冬供暖
季重污染天气形成的重要原因。“宜电则
电、宜气则气、宜油则油、宜煤则煤”，河
北自2017年起启动清洁取暖改造工程，
石家庄、唐山、保定等9个市先后被列入
国家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城市。

白石山镇是河北省太行山深处保定
市涞源县一个小乡镇，共有4412户，从
2019年供暖季开始，镇里居民取暖烧的
散煤全部换成了清洁煤。“冬天村里统一
给配送了清洁煤，比烧散煤干净多了，屋
里一点烟味儿也闻不到。”家住西龙虎村
的村民陈丽说。

在这个采暖季，涞源县5万多户村
民像陈丽家一样，改烧了清洁煤，全县基
本实现清洁煤替代全覆盖。河北省生态
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跟踪分析涞源县采
暖季以来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认
为，2019年11月15日至11月30日，涞
源县空气质量较上年同期大幅改善，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6.15，同比下降14.4%，
PM2.5浓度 66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4%，这说明使用清洁煤的环境效益
较为明显。

涞源县是河北推进清洁取暖改造的
一个缩影。2019年河北省新增清洁取
暖改造223.97万户，共计完成清洁取暖
改造764.38万户，推广洁净煤514.42万
户，减少散煤燃烧1840.5万吨，对全省5
万余个村庄1049万户开展拉网式大排
查，督促各地解决了一大批散煤复燃隐
患。

与此同时，河北省基本完成35蒸
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工作，累计淘
汰8.89万台、15.6万蒸吨，在全国率先
推进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和燃气锅炉
低氮燃烧改造，完成35蒸吨/小时以上
燃煤锅炉提升改造370台、燃气锅炉低
氮燃烧改造8230台。

“大幅削减燃煤污染排放，成为河北
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的治本之策。”河北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何立涛介绍，据测
算，全省通过推进能源结构减排，实施清
洁取暖和散煤替代，对秋冬季PM2.5浓度
改善的贡献率为36.8%。

依法依规压实治污责任

“气罩风速过低，风速仪显示只有0.1
米／秒，不符合国家、省相关标准规范。”
近日，在河北省廊坊市佳艺印务有限公
司，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帮扶工作队队员对
企业生产车间产污节点现有废气收集、治

理设备运行状况开展“体检式”检查，“风
速低影响废气收集效果，会使部分污染物
散失，达不到应有的治理要求”。

全面检查后，帮扶人员给企业开出
“药方”——“一是要封闭未运行印刷工
序集气口，以提高运行印刷工序风速；二
是要对排气管道加设轴流风机，提高整
体废气收集水平……”在帮扶人员现场
指导下，企业立即整改，经再次测试，风
速指标达到要求。

依法治污，河北省将“人努力”挺在
前，把查企督政相结合、严管严控与帮扶
指导相结合，压实治污责任，确保各项减
排措施落实到位。

秋冬季攻坚期间，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统筹省、市、县三级督察执法力量，聚焦重
点区域、重点领域和重点时段出现的不同
环境问题，扎实开展调研帮扶和执法检
查，落实“服务式、体检式、预防式”环境监
管理念，先后开展蓝天保卫战调研帮扶等
活动，督促整改了一批涉气环境问题，指
导帮扶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好天气”会持续多久

河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冯
海波认为，虽然河北省空气质量实现了
持续稳步改善，但总体来说污染物排放
强度依然很大，一旦遭遇不利气象条件，
仍会出现重污染天气。

“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治本之策
仍是要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冯海波建
议，一是要持续推进清洁取暖改造，逐步
实现平原地区气代煤、电代煤全覆盖，在
偏远山区及坝上地区，做好散煤的清洁
替代；二是要提高工业企业排放标准、细
化差异化管控举措，要持续推进水泥、平
板玻璃、陶瓷、工业窑炉等其他重污染行
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削减污
染物排放，同时，逐步扩大排污绩效评价
范围，实施更为精细的差异化管控举措，
将减排效益最大化。

高建民表示，下一步，河北省将协同
防治PM2.5和臭氧污染，实施秋冬季和春
夏季联合共治，确保到2020年底，全省
PM2.5平均浓度较2019年下降3%左右，
达到48.7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
达到63%以上，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
和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新发
地市场任务艰巨又困难重重。用新发
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的话
说：“既要车水马龙保障供应，又要减少
人员接触，实现零感染。”在这两个相互
矛盾的硬性指标下，市场如何抗击疫
情，稳保首都供应？

目前，新发地市场承担了北京市
90%的农产品供应，是首都“大菜篮子”
和“大果盘子”，2019年交易量为1749
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交易规模连续

17年位居全国第一。

为商户和市民做好服务

4月19日，记者在新发地市场内的
湖北厅、甘肃厅、新疆厅等附近道路上
看到，红色防疫宣传横幅随处可见，进
入市场的几大入口、主干道、十字路口、
各交易区贴满消毒小贴士，沿途的高音
喇叭一直在广播防疫注意事项，提醒场
内所有人佩戴口罩，做好自身防护。

张玉玺介绍说，为防止物资紧缺，

出现供应不足，新发地市场及时订购了
13万只口罩以及护目镜、防护服、消毒
液、测温枪等防疫物资，洒水车每6个小
时在市场主要道路喷洒一次消毒液，对
于没戴口罩的入场人员，市场在所有入
口处设置了“口罩免费领取点”，为商户
提供方便。

而且，从2月13日开始，新发地市
场就已经对所有蔬菜免收进出场费
用。“此次对蔬菜免收进出场费用，就是
要降低蔬菜经营商户成本，增加滞销地
区农产品销售空间。”张玉玺说。

近2个月来，受疫情影响，北京市很
多社区实行封闭政策，居民出行不便，买
菜困难，新发地市场积极与多个社区建立
联系，新增了20个社区惠民服务直通
车。“在疫情防控期间，对于北京市有确诊
病例的小区，我们也没有止步不前，而是
深入这些小区，提供纸箱蔬菜配送服务，
被市民誉为‘移动的蔬菜箱’。”张玉玺说。

对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监测，也是
新发地市场近来的重要工作之一。北京
新发地电商产业园一层冷冻产品销售区
19号商铺负责人张梅说，1月26日市场
内白菜等少数农产品价格走高，供应一
时吃紧，新发地市场管理人员迅速组织
商户召开“保障供应商户动员大会”，商
户代表们发起联名倡议，呼吁稳定菜价。

肉类供应不能落下

新发地市场主要销售的产品是蔬
菜、水果，肉类产品并不是“优势项
目”。但在疫情期间，新发地市场在肉
类产品保障上也想了不少办法。

经常去北京新发地农产品市场批
发肉类的商户蔡忠旺今年并没有感觉
猪肉价格“很离谱”，尤其是在疫情暴发
后，中小肉商普遍感觉肉价“涨速平
稳”，最近两三个月，肉价并未暴涨暴
跌。他们觉得，这一方面与新发地市场

保障供应、缓解疫情期间中小商户困难
的举措相关，另一方面与替代肉类的供
应和价格平稳联系密切。

“为保障肉类市场供应，新发地市场
会适当优化调整鸡肉鸡蛋的市场份额，并
增加进口牛、羊肉类以保障市场供应。”新
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琳说。

日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牛肉就首
次进入北京市场。张玉玺介绍说，此次
新发地市场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牛肉
共计60吨，其中20吨货柜已进入新发
地市场，以保障北京市场供应。下一
步，新发地市场还将同哈萨克斯坦长期
开展大规模贸易，年鲜肉进口规模预计
将达5000吨，并将开展养殖、育肥、屠
宰等上游领域投资合作。

金融服务及时跟进

为了解决商户在疫情期间“无接
触”支付以及降低流通成本，新发地市

场还加强与商业银行合作，与中信银行
等商业银行合作开发类似ETC系统的
快速通行电子支付平台。日前，中信银
行为新发地市场提供了电子结算系统，
进出市场车辆通过车牌号识别即可完
成快捷支付。

中信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行长李
守平介绍，新发地市场的新型电子支付
平台提升了市场内的通行速度，并为市
场管理方节约了人工成本，且降低了收
到假币的风险。目前系统已上线，第一
批已在新发地市场7条收费通道使用。
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在进门费收取方
面的市场份额，后续系统还将嵌入收取
店铺租金等其他功能。

据新发地电商交易平台部分商户
介绍，2019年末新发地市场增加了8条
电子结算平台收费通道，增加后的收费
通道约占新发地市场总收费通道的四
分之一。

保供首都“餐桌”，它怎么做到的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调研

本报记者 周 琳

4月19日，北京新发地市场生鲜交易大厅内，商户佩戴口罩有序交易。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秋冬季空气质量达到2013年以来最好水平——

河北河北““雾霾天雾霾天””少了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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