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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倒十”，啥意思？就是河北省邢台市 2020年 PM2.5平

均浓度退出全国倒数十位。

此前，邢台市 PM2.5平均浓度和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长期在

全国末位徘徊。2020年年初，刚履新的邢台市委书记钱三雄在

邢台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表示，要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壮士断

腕的决心打好蓝天保卫战。过去一年多时间，围绕“PM2.5平均

浓度退出‘倒十’”这个目标，邢台市掀起一场“环保风暴”。

去年，邢台市 PM2.5平均浓度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排

倒数第 18位，看起来不算什么成绩，但对邢台来说，却是一个

重要的突破。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在邢台走访发现，比起大气数据的变

化，这场“环保风暴”带给邢台的还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转观念增信心 全员合力攻坚

从客观条件看，邢台的大气治污，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

头”。在邢台市区四周，都布局着重污染产业：东边是大量使

用小锅炉的板材产业；北边是焦化产业；西边是一家大型钢铁

企业；南边是电厂、水泥厂和玻璃产业。用“重化围城”来形容

毫不夸张，再加上不利的扩散条件和周边地区的输入污染，要

重现蓝天谈何容易？

比产业困局更难破解的，是长期以来部分人安于现状、畏

难不前的观念：“区位劣势论”“污染输入论”“产业不优论”“无

可奈何论”“事不关己论”等认识误区，让很多干部觉得，邢台

退出“倒十”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9 年底，邢台市提出 PM2.5退出全国倒数十位目标，并

写入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 2月 27日，邢台市生态

环境局立下军令状：PM2.5不退出全国倒数十位，班子成员全部

辞职。

行动起来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部门。在邢台大气污染防

治的微信群里，责任分工明确，各部门和基层的力量也都调动

起来了。邢台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朱懿告诉记

者，散乱污企业归乡镇管、工地扬尘归住建局管、烟花爆竹归

公安部门管，环保部门主要精力集中在工业企业上，全市上下

共同努力，抓大气治污的信心就更足了。

去年以来，邢台市委市政府每半个月召开一次大气污染

治理会议，排名后 5位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现场表态发

言、回答提问；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制定大气污染治理相

关专件，严格组织考核，严肃追责问责；市委宣传部组织地方

媒体开展新闻督查行动，公开曝光问题。此外，邢台市还制定

了退出“倒十”约谈问责、大气治理责任追究、举报奖励 3个暂

行办法和企业监管、驻厂员管理、执法检查、案件移交 4 个机

制，对排名落后、工作不力的，进行通报、约谈、问责处理。

邢台市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办公室干部冯

延宾对这种合力攻坚的做法感受明显。“往年平时就我一个人

负责环保工作。”冯延宾说，2020年，全街道所有网格员在日常

工作中，都会对工地扬尘、餐饮企业油烟排放等问题及时关

注，参与程度不一样，工作效果也不同。

邢台市生态环境局二级调研员徐怀亮认为，邢台能实现

PM2.5退出“倒十”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做到了两点：一是让人真

正动起来，真叫板、真问责，发动合力治污联动机制；二是措施

有力，真抓真管真落实，才能真见效。

投入不设上限 排放不止于达标

位于邢台市信都区的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曾是邢台市区

西部的污染大户。提出“瞄准世界先进标准，环保投入不设上

限”后，德龙钢铁对生产全工序、全流程、全方位进行深度环保

治理和改造。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分管环保工作的副总经理王京彬牢牢

记得两个日子：一是 2020 年 9 月 4 日，企业被评为 4A 级景区，

这是全国钢铁企业第一家；二是 2020 年 11 月 17 日，企业获评

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环保绩效A级企业”，是全国首批5家

钢铁A级企业中唯一的民营企业。

“我们的工序中用了两层布袋除尘，就好像别人戴普通医

用外科口罩就能达标，但我们戴了两层 N95 口罩。”王京彬告

诉记者，高炉出铁除尘项目的颗粒物排放，国家标准是每立方

米 15 毫克，河北省的超低排放标准是 10 毫克，德龙钢铁则低

于 5毫克。“从长远看，绿色发展是大趋势，我们只不过是提前

做到了。”王京彬分析说，环保标准高，获得 A 级企业招牌，可

以享受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不停产、不限产的待遇，对

企业来说，保持连续生产就是最大的效益。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要把企业管住，并不是把企业管死、把

产业管死。为此，邢台市实施了“一企一策、精准管控”，在确

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原则上不限产、不停产、

少检查、少打扰，保证企业正常生产，树立“自觉抓环保”导向。

由于市域内产业集中度高，区域环境容量有限，如果只按

照国家标准排放，单个企业达标了，但是总体污染量仍然会超

标。为此，邢台市在国标和河北省超低排放标准的基础上，分

行业设定了超超低排放标准，并对重点企业实行“一企一策总

量控制”管理。

跟德龙钢铁一样，位于邢台市区北部的旭阳焦化园区也

曾是污染物排放大户。“十年前庄稼叶上都是一层灰，我们晾

洗衣服都要搭个棚子。”李爱军的家在邢台市襄都区晏家屯镇

辛庄村，距离旭阳集团邢台园区只有 3 公里。去年 3 月，李爱

军被旭阳集团聘为环保监督员，每个月都会去企业厂区检查。

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赵跃成告诉记者，根

据邢台市“一企一策总量控制”要求，中煤旭阳 2020年的日排

放量为 1440千克，今年又提高标准，降到了 650千克。支撑这

一排放达标的是企业持续多年的环保投入，仅2020年，中煤旭

阳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就达到了2.2亿元。

“有啥好处？环保品牌就是无形资产！”赵跃成说，人们对

焦化企业有天然的“环保成见”，去年旭阳集团在全国各地布

局新产能，有 3个地方的考察团来实地考察，看到如此高标准

的环保措施放心了，顺利促成了新项目的落地。

不搞一刀切 结构向优底色向绿

邢台刮起“环保风暴”，也出现一种论调：铁腕治污会冲击

经济发展。

在邢台市一次大气治理调度会上，钱三雄明确表示，关停

淘汰重污染企业，不是要把企业“干掉”，而是要倒逼企业转型

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做到“一高两低”：亩均税收高，

低能耗、低排放。

一组数据是对“治污冲击经济发展”论调的最有力回击：

2020年，邢台市列入河北省重点项目 86个，数量全省第一，省

级园区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195个；对占地 3亩以上的 7589家

工业企业实行 ABCD 分类管理，1091 家企业亩均税收实现动

态晋档升级。

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邢台严格依法执行项目“一高两

低”准入标准；对钢铁、水泥、玻璃、焦化等行业，下决心推进转

型升级。

“我们对预期不能完成环保设施的玻璃生产线采取炉窑

熄火措施，企业要么达标排放，要么停产治理。”沙河市大气治

理办公室主任姚广科说，玻璃炉窑必须连续生产，一旦熄火就

等于报废，因此企业宁可增加几千万元的环保设备，也没有谁

愿意因小失大。

玻璃产业曾是邢台沙河市的主导产业，也是当地的主要

污染源之一。沙河市累计投入 24亿元，对在产玻璃企业实施

超低排放改造，建成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施，可生产钢化

玻璃、工艺美术装潢玻璃等1000余种玻璃深加工产品。

在河北德金玻璃旗下的鸿昇新材料光伏电子玻璃项目车

间，德金玻璃公司副科长秦瑞刚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是在不

新增占地、不增加产能的前提下，将原厂区内一条日产 230吨

的马蹄焰池窑浮法玻璃生产线，升级改造为横火焰池窑一窑

两线超薄光伏电子玻璃生产线。“通俗地说，就是用新工艺将

原来的生产线脱胎换骨了，不仅达到超超低排放，还实现了产

品升级，原来生产每吨卖1400元的普通玻璃，现在生产每吨卖

2600元到3000元的汽车玻璃、电子玻璃。”秦瑞刚说。

在邢台市，历史形成的钢铁、化工、水泥等偏重的产业结

构，正在向先进装备制造、健康食品等七大主导产业和高新技

术、信息经济、楼宇经济等八大新增长点产业扭转。目前，邢

台先进装备制造对制造业的税收贡献率达到 38.6%，六大高耗

能行业税收贡献率由18.3%降至12.4%。

“在大气治理工作中，我们坚决不搞‘一刀切’，无论是重

污染天气还是平时，坚持小车不限行、重大民生工程不停工，

真正做到不扰民、不限民。”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贾立宁说，去年以来，邢台市一次也未启动对小型载客汽车的

限行措施，143个重大民生工程也未停工。

今年年初，邢台市在PM2.5平均浓度退出“倒十”的基础上

提出新目标：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2021年退出全国倒数十位。

“一年多前提出 PM2.5浓度退出‘倒十’的目标时，我们心

里都没底。”邢台市襄都区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周建永说。而

今年，对于提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退出“倒十”的目标，他的回

答非常肯定：“没问题！”

去年，邢台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5%，退出全国倒数十位——

“退榜”倒逼邢台掀起“环保风暴”
本报记者 陈发明

信心比黄金更重

要，邢台首先树立的是

“触及灵魂”的治污信

念。产业结构偏重、扩

散条件不力、周边输入

污染较多……这些客

观条件，都曾让邢台人的治污信心不足。

既然改变不了先天的客观条件，那就在人的主观能动性

上多下功夫。如果说邢台的铁腕治污带来了一些变化，那么

变化最大的应该是人的精气神。大气治污，是民生工程，也

是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工程。唯有心系百姓、放眼未

来，才能实现“咸鱼翻身”。

比信心更重要的是执行力。从治污措施看，全国各地

几乎大同小异：宏观层面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

构、用地结构；微观层面细化工业污染、面源污染、移动源

污染等源头的管控措施。但真正要看到效果，还得让人动

起来。在邢台大气

治 污 中 ，曾 有 一 种

“ 事 不 关 己 ”的 观

念：怕得罪人，不如

当 和 事 佬 ；出 了 问

题 ，反 正 有 环 保 部

门挨板子……这些

一盘散沙的状态、袖手旁观的姿态、畏难不前的心态，只有

一个结果：垫底。邢台之所以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甩掉

了倒数一二的“黑帽子”，就是因为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真

正调动起来，用有效的执行力形成了全员治污的攻坚力。

当然，退出全国倒数十位，算不上什么值得庆贺的成绩，

但也绝不是邢台大气治污的终点。真正可喜的是邢台人拾

起了信心，坚定了决心。只要不是见好就收、裹足不前，假以

时日，经过持续奋斗，必定能重现蓝天。退出“倒十”不是终

极目标，而是邢台为高质量发展铺就的生态底色。

改变的不只是空气
陈发明

今年全国两会，有一对“热词”

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它们

就是“碳达峰”和“碳中和”。

“碳达峰”和“碳中和”里的碳是

指二氧化碳。过去的 200 年里，人

类向大气层排放了数万亿吨二氧化

碳，如同给地球穿了个“棉袄”，让地

球无法散热，温度持续升高。

不少科学家认为，碳排放导致

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对生

命系统形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

世界各国以全球协议的方式减排温

室气体，我国由此提出“碳达峰”和

“碳中和”目标。

“碳达峰”是指在某一个时点，

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

值，之后逐步回落；“碳中和”是指

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植树造林、节

能减排等途径，抵消自身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

“零排放”。

中国的目标，是争取在 2030 年

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18

年达到了 335 亿吨，其中 96%由化

石能源的使用产生。2018 年全球

碳排放的第一大来源是火力发电，

占比 42%，其次是交通行业，占比

25%，工业占比23%，主要在冶炼、炼

化等领域产生。

由于煤炭资源丰富，火力发电

是我国主要的发电方式，长期占据

全国总发电量七成左右比例。要减

少碳排放，首先要考虑如何减少火

力发电的碳排放。

同时，我国作为“世界工厂”，产

业链日渐完善，制造加工能力与日

俱增，这也带来了碳排放量的加速

攀升。

显然，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

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温室气体减

排等约束的强化将压缩我国的经济

增长空间。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

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

期与中期长期的关系，要认真研究

如何更好发挥科技在整个“碳达峰”

“碳中和”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值得期待的是，近日召开的科技部碳达峰与碳中和

科技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已经部署了 3项工作：一

是要抓紧研究形成《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方案》，

统筹推进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二是要

加快推进碳中和技术发展路线图的编制，提出我国碳中

和技术选择、发展路径和有关部署建议；三是推动设立

“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项。

我们期待着这些工作早日完成，让科技创新真正成

为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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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郁进东 通讯员陈光曙）将海域从水

面到底土进行分层确权使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一

滩涂光伏发电项目近日成了该县先行先试者。象山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该项目光

伏发电用海 301.08 公顷，涉及海域的水面使用权；养

殖用海310.88公顷，涉及水面、水体使用权，届时都将

申领相应的使用权证。”

据了解，我国海域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的立体特

征，水面、水体、海床、底土均分布着不同资源。

像海水养殖、船舶航行、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等多数用

海活动仅使用了部分空间，剩余空间大多处于闲置

状态。

从 1 月 30 日起，宁波象山县正式实施《海域分层

确权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通过海域

立体分层使用，全面提升海域各层资源的利用水平。

据悉，这是浙江省首个将海域分层确定使用权的管理

办法。

象山县是浙江省海洋大县，全县拥有海域面积达

6618 平方公里。《办法》将海域使用权细分为水面使

用权、水体使用权、海床使用权、底土使用权以及综合

使用权。在使用功能不相互排斥的前提下，分层次对

同一海域不同的用海活动分别登记不同的海域使用

权，清晰界定海域分层界限，明确各权利主体行为。

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说：“像电力工

业用海、娱乐旅游用海、路桥用海等，可申请海域水面

使用权；渔业养殖可申请海域水体使用权；电缆管道、

海底隧道等工程，可申请海域海床使用权；固体矿产

开采、油气开采用海等，可申请海域底土使用权。像

修建跨海大桥，对海域的水面、水体、海床、底土均有

使用，应当申请综合使用权。”

据了解，《办法》允许海域使用权人在法律许可范

围内，将海域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和作价入股，以

实现对特定海域的最大化收益。下一步，象山县还将

有 3 个涉及海上风电、海底电缆等项目，意向进行海

域分层确权。海洋大县象山县海域使用将大步迈入

“立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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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邢台市城区一角。 霍红军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 德龙钢铁厂区内，企业职工用废旧设备零件做出

一个一个““变变形金刚”公园。 邢泽明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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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4日，江苏宿迁市酒都文化公园装饰廊道正进行亮化施工。宿迁

市推进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实施大运河、古黄河、骆马湖沿线“一岸两线”绿

道生态系统建设，形成了以水串城、清水绕城，水景交融、人水相依的滨水特

色，出行300米即可步入绿色空间。 陆启辉摄（中经视觉）

江苏宿迁建设“一岸两线”绿色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