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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监测
“22日到23日，全省大部分云量较

大，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出租车上，

乘客在收听空气质量预报。地铁里，
人们通过看手机及时了解当天的空气
质量情况。

从2015年开始，广播、电视、手机中
的天气预报中，多了一项空气质量预
报，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空气质量
预报预警信息，不仅为公众提供空气质
量和重污染预报，也为重点区域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持。

在应对大气污染突发事件时，大
气环境监测工作作用大，能帮助及时
发现、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并能以更
加科学详实的监测数据追根溯源，从
根源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北京市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工程师王欣说：“以监
测发现问题，以监测评估效果。”

“滴滴滴……”河北省石家庄市大

气污染防治指挥调度中心响起一阵警
报声，与此同时，秸秆垃圾露天焚烧
公共视频与红外报警系统上跳出预警
信息。工作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行了
处理，避免了一起污染事件。

当 前 ，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 “2+
26”城市已建立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城
市空气质量预报预警技术体系。“整个
区 域 重 污 染 过 程 预 报 准 确 率 接 近
100%，污染级别准确率接近 80%。此
外，预报时长由提前 7天拓展到 10天，
能够为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采取应对
措施争取更多时间，同时也进一步减
少对经济社会的扰动。”生态环境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

从遥感卫星到激光雷达，从地面
空气质量监测站到红外公共视频点，

今天，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共建
成 1436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环
境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已经实现了时间
尺度上从小时到全年，空间尺度上从
区县到全市。

据生态环境部介绍，“十三五”期
间，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基本
实现了“全面设点、全国联网、自动
预警、依法追责”的目标，生态环境
监测能力显著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数
据质量稳步提高，监测数据的“真、
准、全”得到有力保障。

据悉，“十四五”期间，城市空气自
动监测站将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填平
补齐。环境监测点位建设将由“规模化
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力争实现
全国“一张网”智慧感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生态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成
为全体共识为全体共识，，天更蓝天更蓝、、山更山更
绿绿、、水更清的美丽中国画卷水更清的美丽中国画卷
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66 月月 55 日是世界环境日是世界环境日日，，
本版将在本版将在 66 月连续推出月连续推出““绿色绿色
答卷答卷””系列报道系列报道，，反映中国生反映中国生
态环境改善给广大人民态环境改善给广大人民带来带来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绿色答卷绿色答卷””系列报道之一系列报道之一

开篇语：开篇语：
“这个夏天的天空真美，空气透亮，就是紫外线比以前强了，更得注意防晒了”“空气中没有刺鼻的味道了”“雾霾天越来越

少见了”“一出门就看到蓝天白云，真舒心”……从京津冀到长三角，从东部沿海到汾渭平原，各地居民明显感受到一种变化，
灰色的天空越来越少，蓝天白云正成为新常态。大家在空气质量改善中获得感和幸福感与日俱增！

这种变化得益于中国开启了一列保卫蓝天、治理大气污染的高速列车。列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不仅从未减速，还不断创造出
新速度、新成绩。

保卫蓝天 幸福满满
罗 兰 马 放

保卫蓝天 幸福满满满满
罗 兰 马 放

持续发力
雾霾锁天、出门看不到对面的行人、空气污浊

不敢顺畅呼吸、中小学停课、工厂限产、空气净化
器一机难求……这是 8年前北方许多城市频频出
现的情况。据统计，2013年1月，北京只出现了5个
优良天，1/6的国土面积遭遇到灰霾袭击。

也就是在那年，消除人民“心病”的蓝天保
卫战全面打响：国务院发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各地按计划要求开始行动，企业推
行绿色生产，公众自觉践行绿色生活。

自 2017 年下半年起，蓝天保卫战持续发力：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成立，中心的科

研人员分别入驻京津冀及周边的28个城市，为每
个城市推出一套定制化治霾方案；2018年，蓝天
保卫战进入攻坚阶段——国家出台《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专家指出，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调整产业结构、控制煤炭消费量、优化交通
结构、工业排放提标改造、移动源排放管控、燃
煤锅炉整治、提升机动车排放水平、治理无序排
放的散乱污企业……在重点污染防治区域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等地，大气污染
治理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2020 年 2 月，生态环境部宣布，3 年大气治
理圆满收官。“十三五”确立的与空气质量相关
的约束性指标均全面超额完成。尤其是秋冬季大
气污染得到改善，2020年第四季度，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汾渭平原39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62
微克/立方米，比 2016 年同期下降 39%；重污染
天数比2016年同期下降87%。今年空气质量持续
向好。2021年4月4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2.5%，同比上
升3.8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28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15.2%。

第五十个世界环境日即将到
来，世界环境日以“生态系统恢
复”为主题，聚焦“恢复人类与
自然的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提出环
境日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旨在唤醒全社会防治污染、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增强蓝
天幸福指数，树立尊重、顺应、
保护自然的理念，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中国连续多年强力推进蓝天
保卫战，其做法和成果令世界瞩
目。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
战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呈正相
关，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
性。中国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相继实施 《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把蓝天幸福指数列为
攻坚战的核心要素。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
保卫战，需要相关部门做好顶层
设计，完善推进机制，聚合工作
力，确保相关政策能够落地见效。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
保卫战，需探索精准治污路径，
科学管理，并建立预警机制的新
模式。目前，环境治理进入关键
期，精准施策尤为重要。

今 后 ， 为 增 强 蓝 天 幸 福 指
数，笔者建议如下：

第一，坚持高格局推进，实施部门联防联控。
建立污染防治、蓝天保卫战工作小组，各职能部门
积极认领相关问题，并定期对空气质量动态进行研
判，提出预警，有效把控污染防治变化趋势。加大
大气监测站点检测力度，对道路扬尘进行专项治
理。各部门应强化日常保洁工作，增设城市道路清
洗洒水除尘力度。对施工工地扬尘整治需要进一步
加强，督促工地施工时做好防尘网封闭、工程主体
作业无敞开堆放垃圾等工作，确保扬尘达标。

第二，科技溯源，精准管控。相关各部门应积
极采用科研无人机检测污染状况，全方位掌控污染
分布情况，高效、精准管控问题区域。对监测异常
区域进行溯源追踪，排查问题，实时研判。积极开
展大气污染防治培训，提高相关部门人员的业务能
力。各级各部门通过培训会，宣传生态环保知识，
增强公众防治污染的环保意识。

第三，督察常态化，定期进行检查。污染防治
攻坚战、蓝天保卫战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相
关部门应坚持精准考核，发送相关数据并做好分
析日、周、月报。强化督察管控力度，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抓落实是关键，抓好重点任务推进工作。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力治污必须深入践行
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协同推进节能降碳方向
不变，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的力度不减。污染防
治攻坚战是一场硬仗，离不开政府、企业、媒体、
公众、社会组织等合力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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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偏化工、能源结构偏煤

炭、运输结构偏公路，是造成大气污
染严重的根本原因。京津冀及周边、
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区域单位国土面
积煤炭消费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4-6
倍。同时，在城乡接合部、乡镇和广
大农村地区，存在大量“散乱污”企
业，严重污染环境。对于这些“重”
产业，改造升级迫在眉睫，结构调整
势在必行。

北京，石景山首钢工业园内，曾
当了十几年钢铁工人的刘博强，现在
已随着首钢搬迁而改行在首钢园区冬
奥训练馆为冰场做修复工作了。

为改善北京整体生态环境，降低
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首钢北京石景
山园区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十几万

首钢人参与到这场大搬迁中。“我觉得
很幸运。这次转型对我来说很重要。”
刘博强说。

北京 300 公里之外，河北曹妃甸，
首钢新厂区。一场提标改造、升级换
代的大工程同时展开。这里是中国第
一个临海靠港的 1000 万吨级钢铁企
业，拥有中国目前最大、世界上为数
不多的大型生产装备，一流的环境装
备保障高水平运行。

不仅在大气污染的重灾区京津冀
地区，其他区域也在加大治理“散乱
污”企业的力度。

据生态环境部介绍，2020 年 10 月
20 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
头、乌海及周边地区召开冬季大气污
染防控工作调度会。会议要求各盟市
将所有涉气企业纳入应急减排清单，
实行“一城一案”“一厂一策”，确保

减排措施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
辽宁盘锦推出多项举措，加强“散

乱污”企业治理，其中包括强化混凝土
和沥青搅拌站的治理，增加检查频次；
对搅拌站搅拌设备、上料系统及料堆进
行密闭处理，厂区加大洒水频次，遏制
扬尘污染；强化防水卷材行业治理，10
多家防水卷材企业对沥青烟处理装置
进行整改，新安装了光氧催化、经典捕
捉等沥青烟收集处理设施。

安徽合肥发布 《合肥市大气环境
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开展“散乱污”
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细化整治
标准。实行拉网式排查，建立管理台
账。按照“先停后治”的原则，实施
分类处置。同时建立“散乱污”企业
动态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散乱污”
企业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污”
企业异地转移、死灰复燃。

能源更迭
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在中国能

源结构占比曾一度高达 93.8%，其排放
的污染物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又一大
元凶。中国的目标是到 2030 年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
左右，这意味着大量化石能源将为清
洁能源所替代。

在辽宁盘锦大堡村，村民李仁忠
和老伴儿开心地点燃燃气灶。“烧煤改
成烧天然气，省去了拾柴引火的麻
烦，不用点炉子了，也不用看炉子
了。”李仁忠高兴地说。前几年，李仁
忠家作为村里第一批试点用户安装了
天然气炉。

看到亲家用上天然气后生活发生
的改变，一年后，杨洪贵也给自家安
上了天然气炉。杨洪贵说：“刚开始人
们都不知道气咋回事儿，有的害怕着
火。现在越使越有经验。”

据了解，政府补贴，企业让利，
市场化运作让盘锦9万多农户安心用上
了清洁能源。

通 过 改 气 、 改 电 等 方 式 替 代 散
煤，是中国北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
重要举措之一。比如冬季清洁取暖气
代煤、电代煤工程，可以有效降低供
暖季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减少秋冬

季重污染天气发生频次和程度。
河 北 将 洁 净 煤 及 煤 炉 具 配 送 到

户，强化散煤整治。
作为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城市，

河南郑州推动地热能供暖建设。截至

2020年10月，已建成投运地热能供暖项
目20个，实现供暖面积逾400万平方米。

风电、生物发电等清洁能源建设也
日新月异。

在苏南地区第一个生物发电站，
一艘艘货船正将秸秆等农务废弃物源
源不断地送到这里，每年可以发电2亿
多千瓦时。福清兴化湾建有 30 万千瓦
海上风电二期工程。全中国，每小时
就有2座风机安装到位。风电开发已延
伸至中国所有省区市。

2020年底公布的数据，我国汽车保
有量仍在以每年 2000 多万辆的速度增
加，由此带来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居
高不下，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山西太原，曾是世界十大空气污
染城市。2016 年，太原启动更换纯电
动出租车工程。今天，太原是全世界
拥有电动出租车最多的城市之一。

目前，中国是世界新能源汽车第一
大国，销量、保有量占世界一半，每年减
少 300 多万吨污染物排放。为强化重型
车排放源头控制，2021年7月起，中国还
将全面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茶园小天使。 谢敏毅摄

江苏建德，在蓝天白云下晨练的人们。 程吕德摄江苏建德，在蓝天白云下晨练的人们。 程吕德摄

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首台
海上风电主控系统国产化机组 （右）。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首台
海上风电主控系统国产化机组 （右）。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在江苏省海安市曲塘镇一国网
充电点，技术人员对新装的充电桩
进行调试。 翟慧勇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