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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决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
本报记者 曹红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打赢

蓝天保卫战作出指示。作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

的关键战役，从产业结构调整到清洁能源替代，

从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到区域联防联控，蓝天保

卫战全面发力，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百姓获

得感不断增强。

一场没有退路的阻击战

PM2.5，在 2013 年成为全国最受关注的环境和

健康问题。那一年新年刚过，多地空气质量数据

纷纷爆表，我国东部平均雾霾天数创下新中国成

立以来之最。

解除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向雾霾宣战，打

赢蓝天保卫战，成为一场没有退路的阻击战。

2013 年，“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出台。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

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

随后，原环境保护部与 31 个省份签署大气

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各地立下保卫蓝天的“军

令状”。

2018 年，在《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部署下，大气污染防治接续攻坚。实施重点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开展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散煤

替代，连续 5 年推进秋冬季攻坚行动，加快调整不

合理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坚持

不懈的治污攻坚换来了天空“颜值”持续提升。

从 2013 年开始，北京市民邹毅坚持每天以照

片形式记录北京的空气质量。9 年来，邹毅记录

的北京蓝天一年比一年多起来。过去被京津冀

百姓视为“奢侈品”的蓝天白云，如今成了微信朋

友圈里的“常客”。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高度评价北京市大气污

染治理成效，认为创造了特大城市大气污染治理

的北京奇迹，为发展中国家城市提供了值得借鉴

的经验。

成都市民骄傲地说，坐在家里，透过窗户可以

看到百里之外的西岭雪山，感受唐代诗人杜甫笔

下“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意境。

2021 年，成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299 天，为近 10

年来最好水平，能够遥望雪山的天数也达到 70 天

左右。

2021 年，全国 339 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平均

为 87.5%，比 2015 年上升 6.3 个百分点；PM2.5 浓度

平均为 30 微克/立方米，比 2015 年下降 34.8%。北

京市 PM2.5 年均浓度降至 33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

量首次实现全面达标；山西省 PM2.5年均浓度迈进

“30+”；吉林省 PM2.5 年均浓度为 26 微克/立方米，

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一场负重前行的攻坚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

长王金南指出，我国仅用 7 年左右时间就走过了

发达国家十几年甚至 30 年的空气治理进程。他

认为，在成功治理空气污染的同时，我国还创造

了最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

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成功实践。

我国北方最大的人造板生产基地河北廊坊

市文安县曾一度在左各庄等 3 个乡镇开办了 7000

多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和摊点。每日进出的货运

车辆不下 5 万辆，5000 多家原料企业排放粉尘，上

千台燃煤锅炉浓烟滚滚。

在“散乱污”企业治理的疾风骤雨中，文安县

壮士断腕，关停 6800 多家“散乱污”企业和摊点，

拆除 1529 台锅炉，当地群众告别了“灰头土脸”。

文安县在阵痛中走上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治

理后的人造板行业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实现了转

型不失速、发展有质量，经济效益逐年提升。

清除大气中的雾霾，先要清除头脑里的“雾

霾”，这是比经济转型更难的攻坚。

要想破除“唯 GDP 论”的政绩观，“发展经济

和治理污染是跷跷板两头”的发展观，环保“一刀

切”的懒政、怠政、庸政，必须来一场思想上的自

我革命！

考核问责、公开约谈、专项督察⋯⋯环环相

扣的政策约束，让大气污染治理的各项举措落地

见效。

这不仅是一场生态保卫战，也是一场发展方

式的攻坚战。

向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发力，“十三五”期间，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累计达 9.5 亿千瓦，钢铁行

业超低排放改造产能 6.2 亿吨；

向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发力，2017 年至 2020

年，全国煤炭消费比重由 60.4%降至 57%左右；

向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发力，自 2015 年底以

来，全国淘汰老旧机动车超过 1400 万辆，新能源

车保有量 492 万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从 20%提

升到 60%以上。2020 年全国铁路货运量较 2017

年增长 20%以上。

这不仅是一场全民“马拉松”，也是科学家们

的“障碍赛”。

2017 年，有关雾霾的形成机理与治

理成为总理基金项目。2000 多名科技

工作者为此奋战 3 年，在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2+26 个城市、汾渭平原 11 个

城市驻点研究，基本弄清了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秋冬季以 PM2.5 为特征

的大气重污染成因。

从摸清重污染天气的成因到

准确预报重污染天气过程，从建立

健全国家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到

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大气污染

防治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环境治理能

力的跃升。

一场力度不减的持久战

“十四五”期间，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统筹

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减排，成为蓝

天保卫战的主旋律。

2022 年，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预算总

计 207 亿元，与 2021 年的 125 亿元相比

增加 82 亿元，增幅为 65.6%。这些资金

将用于支持开展减污降碳等相关工作，主要包括

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业污染深度治

理、能力建设等重点工作，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不断优化调整，促进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

“PM2.5 浓度仍然处在高位，我们离世界卫生

组织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生态环境部大气

环境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吴险峰说，“重污染天

气还是会经常出现，特别是在秋冬季，在重点区

域，重污染天气不光影响大家的感观，更重要的

是对老百姓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地区

特别是重点地区臭氧浓度在夏季还有缓慢升高

的趋势。”

打好重污染天气歼灭战是下一步工作的重

点。“我们要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把重污染天数

的比例降到 1%以内。”吴险峰说，要坚持标本兼

治，除了结构性的产业、能源、运输、用地等调整

优化，还要有治标措施。结合空气质量预报，及

时启动一些重污染应急联防联控措施，坚定不移

削减污染物排放。

重点推进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等。有效控制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持续提升空

气质量，在重点区域、重要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

新突破。

虽然我国大气环境质量目前稳中向好，但

要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

战。生态环境部表示，下一步将咬定青山不放

松，编制实施好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行动计划，

落 实 落 细 各 项 任 务 措 施 ， 推 动 空 气 质 量 持 续

改善。

碧水绿树映山城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初夏时节，重庆城区碧空万里。从重庆

环球金融中心高层观景台上远眺，两江碧水

与蓝天白云相互映照，风光秀美。过去，重庆

的天空经常灰蒙蒙一片，如今蓝天白云已经

成为“常客”。监测数据显示，2021 年重庆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26 天，比 2017 年增加

23 天，其中“优”的天数达历史最好水平。

重庆空气质量日益改善，得益于近年来

持续推进产业优化、能源调整以及污染减排

等精细化、系统化治理。

在不少人眼中，水泥行业一直与高能耗、

高污染等词汇形影相随。但记者近日在重庆

璧山区的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采访时

看到，花园式工厂里绿树成林、绿草如茵，处

处鸟语花香。

“近年来，公司先后投资 3000 多万元开

展了窑尾烟气脱硫、SCR 脱硝深度治理等一

系列环保提升综合治理项目，显著降低了颗

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

浓度。”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作为重庆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璧山区近

年来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优化调整产业

结构，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为重点，

引导企业开展清洁化、循环化、低碳化改造，

配套改进生产工艺，从源头上减少工业污染

物产生和排放，清洁生产水平不断提升。

“我们建设了污染源在线监测平台，对辖

区涉 VOCs、颗粒物排放的重点企业实现 24

小时在线监测，深化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

作。”璧山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曾利维说，目

前璧山区已在 81 家企业建成 200 个视频监

控，29 家砖瓦窑企业实现了废气在线监测全

覆盖。

记者了解到，去年重庆强化工业、交通、

生活污染源控制等，淘汰治理老旧柴油货车

9.5 万辆，新增新能源汽车 5.4 万辆；完成挥发

性有机物企业治理 337 家、重点行业企业深

度治理 20 家、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和低氮燃烧

改造 185 台、涉气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 8100

余家；创建和巩固扬尘控制示范工地 430 个；

抽测 1260 家餐饮业油烟，新增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 101 平方公里。

此外，重庆以督导帮扶和区域联防联控

为重点提高污染应对能力。“近年来，重庆持

续开展冬春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和夏秋季臭

氧污染防控行动。”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去年重庆发放了臭氧污染控制告

知书 4 万余份，开展市级执法监测 1100 余家；

实施空气质量日预警、周调度、月通报、季约

谈，现场指导企业 3200 余次，帮扶解决问题

5000 余个，移交问题线索 6300 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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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

西双湖岸绿水清、天蓝景美，构成一

幅湖城相依的美丽画卷。

柴军委摄（中经视觉）

图② 四川省眉山市启明星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内，“市政污泥烟气

余热低温干化”项目正在运行。该

项目利用回收工业余热，实现市政

污泥低温干化处置，守护蓝天净土。

王冬梅摄（中经视觉）

图③ 2021 年，西藏空气环境

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 98.8%，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良好。图为

位 于 西 藏 阿 里 地 区 日 土 县 的 班

公错。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