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责编：赵鹏飞 邮箱：hwbjjb@sina.com

2015年3月10日 星期二北京时间

京津冀环境治理如何“齐步走”
统一排放标准 统一监管执法 避免各自为政

环境，污染，治理。这三个词语成了今年两会绕不开的关键

词。两会上，来自京津冀的代表委员，不约而同聚焦环保，为推动

大气治理、提升首都环境治理能力、建设京津冀环保联动机制建言

献策。

2014年 8月 8日，天津华电武清燃气分布式能源站
成功启动，顺利并入天津电网投产送电。图为天津华电
武清燃气分布式能源站工作人员在查看设备。

李 津摄（新华社发）

2014 年，“国家煤电机组环保改造示范项目”国华三
河电厂 1号机组环保技改项目顺利通过项目验收并实现
投产，成为京津冀首台达到燃气机组排放标准的“近零排
放”燃煤机组。 朱旭东摄（新华社发）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
河北省泊头市百余家环保除尘设备生产企业迎来
了订单的大幅增长。图为 2014 年 10 月 23 日，在
河北省泊头市一家环保公司，工作人员生产烟气
脱硫脱硝除尘设备。 傅新春摄 （新华社发）

“北京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际名
城才能有这样的文化，如巴黎、伦敦、罗
马都是这样的城市。”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对本报记者表
示。

冯骥才特别提到了传统村落的
保护，“中华民族创造了伟大的历
史，难以计数物质的、非物质的文
化遗产都在村落里，我们民族文
化的基因、根性、灿烂和多样性
都在村落里。”他认为，村落分
两类，一类是没有特别历史
传统的村落，人们可以按照
当地想法，稍微放开来建
造，但也要考虑其地域特
点。我国地域具有多样
性，不同的地方自然环
境不同，而且人们在建
造村子时都会使用当
地材料，有当地传承
的审美观念，所以
建筑的形式、村貌
都不一样，因此
要 保 留 好 自 己
的特点。

另一类传统村落就要严格按照已经确定的
文化元素进行保护，比如一个村落的主体面貌、
主要街道形态、重要历史建筑，还有村里独特的
习俗、节日、民间艺术文化等都应该保留下来，
要给这些村落做好档案。

冯骥才说，要从方方面面努力保护好村落，
让村落成为一种共识的美。在日本、韩国等国
家，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专家不断地研
究历史和文化。“我们的古村落保护要能够上升
到国家策略的高度，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断地
传承下去。”

据北京市政协调研结果显示，北京古村落
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北京市古村落存量稀少、人
口流失、设施落后问题突出。北京市共有行政
村 3938 个，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仅有 5
个。此外，古村落建筑风貌损坏也较为严重，一
些新建建筑在高度、体量、建筑形式和色彩方面
与传统风貌形式不相协调，破坏了村落历史文
脉的延续性。

“保护文化遗产和古村落，首先要懂法、知
法，莫让法律条文变成一纸空文。”冯骥才认为，
文化遗产由政府管理，官员要依法理政，就必须
懂法、知法、用法。我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有
非遗法和文物法，但非遗法公布 4年来，鲜有执

行。“地方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首先应学
习和执行文物法和非遗法，树立依法保
护理念，把这两部法的学习纳入干部培
训班、学习班，将执行实效列入年度考
核，并建立起对政府部门的问责机
制。”

“实际上，近几年，北京市在文
化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传承人培
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冯骥才
表示，北京有不少场所、园地都
在集中培养人才、传承传统文
化。“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
京还缺少一张文化地图，如
果能把北京的文化古迹、名
人故居、主要文艺院团、博
物馆、画廊及文化的聚集
地等全都绘制到一张图
上，既能展示北京文化
的丰富多彩又能方便
游客四处寻访。”冯骥
才建议。

3月8日，由北京市文化局和江西省文化厅主办的“国家非遗南
昌瓷板画晋京展暨北京胡同文化瓷板画展”在北京天坛艺术馆开
展，展览将持续至3月22日。

上图：来自江西南昌、从事瓷板画创作60余年的82岁艺术家蒋
庚水在北京天坛艺术馆展示如何绘制瓷板画。

下图：观众在北京天坛艺术馆欣赏瓷板画艺术。
罗晓光摄 （新华社发）

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

应为北京传统村落建档案
绘制文化地图 纳入法制轨道

本报记者 尹晓宇 赵鹏飞

北京胡同瓷板画开展北京胡同瓷板画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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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联动机制逐步完善防治联动机制逐步完善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开幕式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了这样一
组数字来阐释2015年的环保目标：

今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降低 3.1%以上，
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减少 2%左右，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别减少 3%左右和 5%左
右。在重点区域内重点城市全面供应国五标准车
用汽柴油。2005年底前注册运营的黄标车要全部
淘汰。扩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从水源地到
水龙头全过程监管。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首都北京应如何做？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
河北省委主委段惠军在对本报记者介绍农工党中
央相关的提案时表示，“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
治联动的机制逐步在完善，但是其中存在的几个
关键问题仍然需要认清。首先天津、河北和北京
的污染程度不同，津冀两地不仅排放总量高于北
京，而且万元 GDP 排放强度也高出北京很多
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执行的排放标准基
本严于国家特别排放限值，而一系列国家特别排
放限值中只有少数明确要求天津、河北的部分规
定城市执行，多数尚未得到贯彻执行；第二是机
动车排放物造成的污染严重，但是由于机动车具
有所有者分散、移动使用的特性，其治污难度远
超过固定污染源；另外三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
致虽然河北的污染情况比北京、天津严重，却难
以依靠自身财政能力实现区域的同步治理。”

“而从减少机动车排污的方面看，建设一个
高效节能、低排放的区域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无
疑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通过完善的区域铁路
网络减少公路运输，同时利用北京市现有机动车
排放监控信息系统，扩大建立区域统一监管调度
管理系统平台，实现全面的协同管理。”段惠军
表示。

生态保护要补齐生态保护要补齐““短板短板””

北京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早已不是北京

“自己的事”。
“问题的关键在于京津冀的生态环境需要调

整相关的政策定位。”民进中央在其提案 《关于
缩小落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指出，京津冀
环保协同目标难以实现的问题的根源，一是两大
直辖市具有独特行政资源，兼得国家扶持政策
优势，而河北作为承载区，服务多于合作；二
是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区域内市场
配置资源的作用不足，以及三地享受国家不同
产业政策而产生的较大落差，严重制约了生产
要素的有效流通，三地发展不平衡加剧的趋势
一直未根本扭转。如不尽早补齐短板，三地协
同将受到掣肘，也将导致京津都市臃肿、生态
恶化进一步加剧。

要补齐这些“短板”，对于京津冀三地来
说，产业调整、生态保护资金压力都不小。段惠
军表示，可以通过由中央和京津冀三地设立京津
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金的方式，支持京津
冀地区特别是河北，化解过剩产能，治理环境污
染，加快推进生态建设。

“建议资金规模可设定为 300 亿元左右，由
财政部、环保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大型捐赠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统
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并接受审计部门监管和
社 会 公 众 监 督 。” 段 惠 军 表 示 ， 资 金 来 源 包
括：一是由中央财政拨款；二是按照共同又有
区别的原则，由京津冀协商按一定比例出资；
三是由社会投入和社会捐赠；四是在京津冀设
立专门的生态环保附加费，如电力、燃油附加
费等。

段惠军举例称，“如 2012 年京津冀汽柴油
消费量约为 300 亿升，每升设 1 角钱燃油环保附
加费，每年可收入 30 亿元；2013 年京津冀用电
量约 4800 亿千瓦时，每千瓦时设 1 分钱电力环
保附加费，每年可收入 48 亿元。”

“关键在于科学制定补偿标准，推动京津冀
率先建立地区间横向林业生态补偿机制，统筹京
津冀林业建设，实现生态无梯度对接。”全国政
协委员、河北省林业厅副厅长沈瑾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林业生态建设是提升区域生态承
载力、涵养水源、改善气候的关键所在，可以在
北京周边的保定、廊坊、沧州、唐山等地营造规
模片林，打造集中连片的城市森林带；同时支持
和推进涞水野三坡、兴隆雾灵山、赤城大海陀等

环首都国家公园建设，提升京津冀生态体系系统
功能。

政策落地不能各自为政政策落地不能各自为政

“我们讲环保执法，可是到一线调研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一线环境执法人员竟不会填写环
保罚单，如此一来，环保从何谈起？”3 月 6 日，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接受采
访时表示，京津冀治理污染，不能各自为政，需
要重点加强基层环保执法队伍的建设，通过产业
转移来实现环境质量的脱胎换骨。

同时，陈国鹰也认为，目前京津冀三地不
一致的环保标准给统一监管执法带来一定困
难。“比如钢铁，河北省的钢铁是严于国家标
准的，尤其是特别排放限值，河北省石家庄、
保定、廊坊、唐山实行国家特别排放限值，但
京津冀地区有些城市不是这样的标准。只有标
准统一后，才能有利于开展联合执法、交叉执
法。”陈国鹰说。

“治理空气污染必须大家共同努力，打破利
益的藩篱。”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生态学研究所所长张大勇对本报记
者表示，京津冀联合治污涉及到一个排放、获
益和成本分摊的问题。“三地联合治污，如何
协同是个难题，这是一种利益博弈，完全靠自
觉很难达成共识，必须要建立一种有效机制来
制约。”

来自河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侨联副
主席、石家庄市侨联主席胡翎认为从节能减排的
角度把控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是应该重点实施的
方向。“比如钢铁、水泥、玻璃等高污染的企业
在面临结构调整时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
是面对落后的产能，要注重科技转型，提升科技
的含金量；二是对于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要下
决心坚决取缔，大力引进高新技术、高附加值和
高效的产业，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三是号召全
社会注重环保和节能减排，从每个人做起，节约
一张纸一度电，增强全社会对这个事情的认识，
形成合力。”

（本报记者 宦佳、叶晓楠、赵珊、史自
强、王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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