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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多规合一”
破解规划乱象

规划相互打架导致落不了地，“长

官意志”导致规划随意更改，或者规划

一套另做一套……长期以来，一些规划

乱象在我国很多地方普遍存在，被人

们形象地称为“规划规划，纸上画画，

墙上挂挂”。作为全国第一个省域“多

规合一”改革试点，海南大胆探索，先行

先试，坚决对规划乱象说“不”，走出了

一条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发展的

新路。

从蓝天保卫战到祁连
山生态损害问责，从中
央环保督察到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2017
年，中国刮起一场场环
保“风暴”。截至目前，
中央环保督察已实现
对31个省份的全覆盖，
仅2017年的问责人数
就超过1万人。

延伸阅读

城市“气质”趋好
主要还靠“人努力”

□ 刘 毅

最近，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很多人

感到头顶的蓝天白云明显比往年冬季增

多了。以往秋冬季节很抢手的“防霾利

器”空气净化器和口罩，近期在人们家里

几乎成了摆设，市场上也出现了“卖不动”

的现象。

环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

京津冀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同期下降

接近四成；北京市近9个月的PM2.5平均浓

度，有8个月创下历史同期最低，目前接近

“大气十条”确定的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

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12 月份以来，各

地的监测数据也很喜人。一年多前，338

个地级市的 1400 多个国控站点监测事权

已全部上收，以保障数据真实可靠。如

今，PM2.5浓度数据的下降和人们“蓝天幸

福感”的提升，是完全吻合的。

大气“气质”趋好，显然不完全是“天

帮忙”，主要是“人努力”的结果。2013 年

“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各地各部门出招亮

剑，治理燃煤、工业污染、机动车排放和施

工扬尘等污染源，蓝天一年比一年多起

来。尤其是今年，强力攻坚污染防治，进

行规模空前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紧

盯秋冬季综合治理，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

暖，蓝天保卫战打得非常坚决，取得显著

效果。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增强了人们对

治霾的信心：“心肺之患”并非不治之症，

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就能出现好转。

前些年，灰霾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在

我们头顶冒出来的，它是此前多年污染累

积后的爆发。治自然的病和治人的病一

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需要一个

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的长

期疗程。大气环境要恢复活力与健康，

不可能一剂猛药就药到病除。大气污染

防治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不是一次冲

锋就能一蹴而就的。国际经验已经证明

了这一点，曾经空气污染严重的伦敦和

洛杉矶，用几十年的努力才洗净了天

空。对此，我们还得有清醒的认识和必

要的耐心。

当前，我国多个领域排放的大气污染

物累加在一起，仍然是个惊人的数字，排

放总量巨大是环境容量的“难以承受之

重”。虽然PM2.5等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

但多个地区空气质量还处于普遍超标的

状态，一旦遭遇持续静稳、湿度较高的不

利气象条件，就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空

气污染。一些地区夏季臭氧污染上升，也

是一个新的挑战。今年是落实“大气十

条”第一阶段目标任务的收官考核之年，

一些地方采取了超常规的强力措施加强

环保，未来可能面临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

之间如何协调的考验。近期蓝天保卫战

成效明显，对各项打法应进行全面科学评

估，有的需要改进完善，有的需要继续坚

持并常态化推进。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打好三大

攻坚战，污染防治是其中之一。刚刚闭幕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坚持全

民共治、源头防治、科学施治，清新空气将

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将

越来越强。

□ 高 敬

从蓝天保卫战到祁连山生态

损害问责，从中央环保督察到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2017年，中国刮

起一场场环保“风暴”。截至目前，

中央环保督察已实现对31个省份

的全覆盖，仅2017年的问责人数

就超过1万人。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要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

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是打

赢蓝天保卫战。

强力推进三个“十条”
重点地区被严密“监督”

“今年冬天，北京蓝天白云的天

气明显变多了。‘双十一’抢购的净

化器和口罩，感觉都派不上用场。”

北京市民肖杰对新华社记者说。

蓝天多了，不仅仅是肖杰的个

人感受。从2013年“大气十条”实

施以来，空气质量逐步改善。环保

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11月，全

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PM10浓度

比 2013年同期下降20.4％，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 PM2.5 浓度比

2013 年同期分别下降 38.2％、

31.7％、25.6％。

今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

的收官之年，各地铆足了劲儿进行

大气治理。京津冀及周边“2＋26”

城市通过推进清洁供暖减少散煤、

强力整治“散乱污”企业、加强机动

车尤其是重型柴油车监管等，减少

污染物排放。

为保证治污措施落到实处，今

年4月，环保部从全国抽调5600名

执法人员，对“2＋26”城市开展为

期一年的强化督察，被称为“史上

最大规模的环保督察”。

与大气污染治理一样，今年也

是“水十条”强力推进的一年。在

“身边”的水环境方面，各地加快治

理城市黑臭水体。

流经北京市红莲居民区的莲

花河，曾是一条与美丽的名字极不

相符的臭水沟，一到夏天就散发着

令人窒息的臭味。经过几年的治

理，包括岸边植绿种花、铺设慢行

系统、“点亮”河岸灯光等，如今这

里已成为风景宜人的“滨水绿道”。

让身边的水更干净，尤其要让

饮用水更放心。截至11月13日，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前期排查

出的490个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违

法问题，95％已整改完成。今年年

底前，剩下的水源地环境隐患也要

解决。

土壤环境质量关系着食品安

全。今年我国加速推进“土十条”，

防治土壤污染。全面启动土壤污

染状况详查，初步建成国家土壤环

境监测网，土壤污染防治法已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

中央督察全面覆盖
解决环境“小麻烦”“大问题”

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继续发

力，目前已经实现对全国31个省份

的全覆盖。两年来，中央环保督察累

计已有超过1.7万人被问责。其中

2017年进行的第三批、第四批中央

环保督察问责人数就超过1万人。

从 2015 年底在河北试点以

来，中央环保督察直接推动解决8

万多个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

在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小平

易乡，19座黏土烧结砖窑和66个

各类非法煤炭生产经营企业被取

缔拆除，倾倒在地里和河道里的大

量煤矸石被清理干净。附近居民

普遍反映：“家里比以前干净多了，

连呼吸也顺畅了很多。”

从群众身边环境“小麻烦”到

生态环境“大问题”，中央环保督察

暴露出一些地方重发展、轻保护问

题以及环保不作为、乱作为乱象。

在贵州，督察发现，威宁县县城建

设用地范围与自然保护区范围重

叠面积由2009年规划确定的2217

亩扩大到目前的25,411亩，“城进

湖退”问题突出。

今年初，中央环保督察组对甘

肃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进行

专项督察。7月，中办、国办就祁连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

题发出通报……

保卫蓝天治理污水
还有一场场攻坚战要打

尽管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

但要达到“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

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

标，还有一场场攻坚战要打。

——在大气治理方面，从今年

秋冬到明年3月份，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将持续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2＋26”城市

PM2.5平均浓度和重污染天数双双

同比下降15％以上；将实施包括燃

煤、工业、机动车、扬尘、重污染天

气应对等方面共11个大项、32个

小项措施；通过督察巡查、量化问

责等，将责任层层压实。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继续

推进“水十条”，流域治污一方面要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排污许可

等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另一方面，

要强化流域水生态保护，增加环境

容量。

——在土壤治理方面，有关部

门将通过详查摸清家底，加快构建

管理技术体系，强化农用地分类管

理和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推进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并通过强化

“土十条”考核推动各地防治土壤

污染。

2018年，环保税、新修订的水

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也

将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

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

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

核，调整运输结构，充分体现国家

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国家城市

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彭应登建议，应充分调动政府各

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稳扎稳

打，形成治污合力。

□ 滕军伟 王 志 王子辰

家住山东省济南市岔路街小区

的居民张忠，今年冬天彻底告别烧

了10多年的煤炉子，用上了崭新的

燃气壁挂炉。

“过去烧土暖既脏又污染环境，

现在不仅干净了，还能享受政府补

贴的购买燃气壁挂炉费用和用气优

惠，算下来一共能省 3000多元。”

张忠笑着对新华社记者说。

济南市作为全国“2＋26”京津

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之一，也

是典型的老工业城市，冬季燃煤采

暖有相当比例，过去几年雾霾问题

频发，成为困扰大气污染防治的

“痛点”。

近年来，济南市在普及集中

供暖的同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供暖，减少燃煤锅炉污染排放，冬

季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初步实现

供暖季环保和民生“双赢”目标，

“天蓝冬暖”离老百姓越来越近。

大明湖街道辖区地处济南老城

区，有居民楼128栋，其中开放式老

旧小区46栋。小区基础设施陈旧，

过去一直没有暖气，居民每到冬天

就使用燃煤取暖，煤球乱堆乱放，造

成小区环境脏乱差，还加剧了大气

污染。

今年9月28日到12月3日，从

供暖管道的铺设到居民家中试热，

仅用67天，大明湖街道在前期改造

的基础上，使明湖小区多户居民告

别23年寒冷，迎来了“暖冬”。目前，

这个小区3000多户居民实现集中

供暖全覆盖。

在集中供暖的基础上，济南市加

大锅炉改造力度。济南市环保局局

长侯翠荣介绍说，为减少燃煤排放污

染，今年以来，济南市将全市323台

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淘

汰，92台35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

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以济南热电有限公司为例。

济南热电全面实现燃煤高效清洁

利用和绿色供暖后，11 月份在线

监测监控数据显示，烟尘和二氧

化硫排放较改造前分别下降88％

和86％。

济南市作为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试点市建设，“气电代煤”也

在稳步推行。济南市公用事业局

供热管理处处长纪涛介绍说，济南

市在山东省内率先出台“气电代

煤”工作实施细则，明确了设备购

置补贴、气费优惠、电价补贴政策，

这些优惠政策极大调动了居民改

造的积极性。

截至目前，济南市已完成气代

煤、电代煤改造任务11万户，达到国

家任务的两倍多，可减少约11万吨

散煤消耗，能减少排放颗粒物784

吨、二氧化硫2244吨、氮氧化物330

吨，相当于一个供暖季用煤量的

1/10。同时，济南市大力推动新能

源、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及节能

技术在城市供暖上的开发利用。

空气质量的改善，市民有目共

睹。今年1月~11月，济南市良好

以上天数达到172天，同比增加16

天。特别是进入今年采暖季以来，

济南市还没出现重污染天气。与

2013 年相比，2016 年济南市细颗

粒物（PM2.5）累计改善32.3％，提前

完成国家“大气十条”要求的细颗

粒物（PM2.5）改善目标任务。

山东济南：供暖季“天蓝冬暖”两不误

环保“风暴”吹散雾霾 蓝天白云又成常客
环保部数据显示，1月~11月，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PM10浓度比2013年同期下降20.4％，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PM2.5浓度比2013年同期分别下降38.2％、31.7％、25.6％

在普及集中供暖的同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供暖，减少燃煤锅炉污染排放，

冬季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初步实现供暖季环保和民生“双赢”目标

西安治霾显成效西安治霾显成效
2017年入冬后，西安市空气质

量较往年明显改善。据介绍，西安

市今年制定了系统性的治霾方案，

开展以“减煤、抑尘、控车、治源、禁

烧、增绿”等为重点的综合治理行

动，多举措并行减少污染物排放。

图为位于西安市高新区的融鑫路热

源厂燃气锅炉车间。该厂今年将原

有的两台燃煤锅炉改造为三台燃气

锅炉，有效扩大了供热面积，每年可

减少原煤消耗4万余吨。

新华社记者 邵 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