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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一年来成绩斐然，

2018 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 5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16.1%，重污染天数 10天、同比减少 13天。地表水国

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40%、同比提高 5 个百

分点，劣Ⅴ类水质比例降至 25%、同比减少 15 个百分

点，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大气、水环境质量

均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污染防治攻坚战首战告捷。

治污攻坚战再冲锋 。5 月 11 日，天津正式印
发实施《2019 年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计
划》（以下简称《工作计划》），制定各项保卫战和攻
坚战重点任务 463 项；明确 2019 年，全市 PM2.5 年
均浓度要控制在 51 微克/立方米左右；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要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
准；重点行业重金属排放量较 2013 年要减少 5%。

据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
发实施的《工作计划》由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
办公室组织 14 个市级部门和 16 个区政府编制完
成，总体看，这一《工作计划》具有“三个实”、“三个
严”的特点。

“三个实”即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实。《工作计
划》在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的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来津视察的重要指示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将党中
央的指导精神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到重点任务和
具体工程上。

服务高质量发展招法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和市委十一届五次
全会精神，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不断强化源头管控，大力调
整“四个结构”，编制完成“三线一单”，全面启动生
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严控“两高”行业新增产能，
大力破解“钢铁围城”“园区围城”，整合撤销取缔
60 个工业园区（集聚区），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和新建燃煤项目，完成 42.6 万户农村居民散煤取
暖清洁化治理，大力推进“公转铁”，推广新能源汽
车应用。

推动污染治理措施实。各项保卫战和攻坚战
共制定 463 项重点任务，全部项目化、工程化。其
中，以调整“四个结构”为主线，以深化“五控”治理
为抓手，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制定蓝天保卫战重
点任务 169 项。以 12 条入海河流“一河一策”专项
治理为核心，分区域分河段制定“分策”，坚持“控

源、治污、扩容、严管”四措并举，调整工业、种植、
养殖 3 个结构，治理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 3 类
废水，扩大水流、河道、湿地 3 个容量，管好入海、
入河、设施 3 个排口，制定碧水保卫战重点任务
162 项。从严控陆源污染、近海面源治理、生态保
护修复、防范环境风险等 4 个方面，制定渤海综合
治理攻坚战重点任务 77 项。不断强化土壤污染
管控修复、地下水污染和固体废物防治，制定净土
保卫战重点任务 55项。

“三个严”即目标要求严。《工作计划》明确，
2019 年，全市 PM2.5 年均浓度要控制在 51 微克/立
方米左右，全市和各区优良天数比例要达到 61%，
重污染天数比 2015 年减少 25%；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要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地表
水水质优良比例要达到 40%以上，劣于Ⅴ类水质
断面比例要控制在 25%以下，近岸海域水质优良
比例要达到国家要求；重点行业重金属排放量较
2013 年要减少 5%。

责任要求严。明确各区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
人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第一责任人。市级各
部门主要负责按照年度计划安排，全力组织实施，
严格进度管理，强化督查检查，指导帮助各区落实
任务措施。各区负责主动与市级相关部门对接，
进一步细化分解重点任务安排，对进度滞后、效果
达不到预期等问题，要早发现、早处置、早解决，确
保工程项目按计划建设、按要求落实、按时限见
效。

推动监督严。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
室会统筹调度全市计划执行情况，定期通报进展
情况，会同市委组织部制定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
细则，组织开展年度考核。各驻区现场督办检查
组会对年度计划明确的重大任务、重点工程进展
情况进行现场督办检查。

这位负责人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工作计划》明确要求各区各部
门全方位宣传污染防治攻坚战进展和成效，增强
数据和信息的公开度、透明度，主动回应社会关
切。同时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宣传政策法规，共同
参与污染治理，共同监督污染排放，形成政府与公
众共同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氛围。

一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把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抓手，
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调推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打开了生
态环境保护的新局面。

为推动各项攻坚任务落到实处，全市建立了完整
的攻坚体系。市委、市政府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成
立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
市委书记李鸿忠任委员会主任、指挥部总指挥，市长张
国清任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组织
审定攻坚方案，深入现场调研指导，谋划开展市级督
察，破解重点难点问题。市领导对口包区、协调推动，
各区、各部门坚持“战区制、主官上”，形成了上下贯通
的组织领导体系。

同时，天津市发布实施“1+8”三年作战计划，各区
制定“1+N”攻坚实施方案，市级部门编制 47 个专项工
作方案，形成系统完备的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月调度会
议制度，建好管好任务、问题两本账，各驻区组分区蹲
守、督办检查，形成常态长效的推动落实体系；颁布实
施《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开展市级环保督察，督责任、
查成效、察作风，强化环境监管执法，刑事犯罪、行政拘
留等 5类环境违法案件办理数量同比提高 73%。

在攻坚体系的坚强保障下，各项攻坚任务得到有
效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持续推进，35 项完成
整改，14项稳步推进。

全面推进蓝天保卫战。整合撤销 60 个工业园区，
分类整治 2.19 万家“散乱污”企业，完成 23.8 万户散煤
取暖清洁化改造，淘汰 8.5 万辆老旧车，全市 47 套煤电
机组、147 台燃煤锅炉全部实现超低排放或达到特别
排放限值要求，222台燃气锅炉完成低氮改造。

加速推进碧水保卫战。城镇、千人以上乡村饮用
水水源地全部划定保护区，60 个市级以上工业园区全
部实现污水集中收集处理，108 座污水处理厂、288 家
废水直排企业完成提标改造。强化推进渤海综合治理
攻坚战，制定实施作战计划“升级版”，开展入海、入河
排口“查、测、溯、治、罚”专项整治，全面落实“一河一
策”、“一区一案”。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全面完成农用地详查，严
厉 打 击“ 洋 垃 圾 ”进 口 ，进 口 废 物 许 可 量 同 比 下 降
56.7%。

天津污染防治攻坚立下新目标
2018 年首战告捷，2019 年 463项重点任务全部项目化、工程化

2019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突出“三实、三严”

市委书记、市长担任指挥，各区制定
“1+N”攻坚实施方案

本报记者郭文生见习记者任效良天津报道 天
津市生态环境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全市
今年一季度地表水水质状况，并介绍了全市水环
境治理成效及下一阶段全市地表水环境治理重点
工作任务。

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天津市地表水 20
个 国 考 断 面 中 ，Ⅰ 类 -Ⅲ 类 水 质 断 面 10 个 ，占
50.0%，同比增加 10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 4
个，占 20.0%，同比减少 15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
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浓度同比
分别下降 19.5%、26.0%、38.2%和 22.7%。

全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发布会上，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水处负责人赵
文喜说，针对水污染防治，2018 年天津市出台了
打好碧水保卫战、黑臭水体治理、水源地保护攻坚
战等三年作战计划，明确任务、细化责任，突出抓
好水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水生态修复等关键环
节，推进全市碧水保卫战取得良好开局。

2018 年，全市完成全部 10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完成 205 个千人以上的乡
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开展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对九大类 165 个问题进行整
改。重点治理工业废水、城市生活污水、农业农村
废水、黑臭水体。

同时，大幅度提高水污染物排放标准，288 家
工业废水直排外环境企业、108 座城镇污水处理
厂完成提标改造，达到地表水准Ⅴ类、甚至Ⅳ类水
质标准，实现生态化、资源化利用。强化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累计完成 2172 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
污治理、完成 648 个农村污水治理工程。完成 25
条黑臭水体治理任务，全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
水体。严格水环境质量监测，建成 98 座水质自动
站，覆盖了 64 条一二级河道、5 个湖库，实现一个
平台管水质。

严格污染源管控，在新建项目准入方面，天津
市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严把项目审批关。在
现有污水排放单位监管方面，占全市污水排放量
95%以上的重点污染源已全部安装在线监控装
置，实时监控。严格执法检查，持续开展达标排放
专项检查，全年共检查企业 3 万余家次、处罚 4000
余家。

在实施引滦入津水生态补偿的基础上，创新
建立水环境区域补偿制度，出台《天津市水环境区
域补偿办法》，对各区水质现状、同比、出入境浓度
比等 3 个方面进行综合排名并奖惩，规定名列前
茅的区获奖，排名靠后的区受罚。通过“奖优罚
劣”，提高了水环境保护工作先进区的积极性，倒

天
津
﹃
一
河
一
策
﹄
治
理
入
海
河
流

要
力
争
入
海
河
流
全
面
消
除
劣

类
水
体
，每
年
补
充
生
态
用
水
十
亿
立
方
米

逼 落 后 区 不 断 加 强 水 污 染 治 理 工
作。各区水质平均改善率达 30%以
上。

2020 年完成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

据赵文喜介绍，下一步天津市将
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系统实施
水资源配置、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
复等多类工程，构建系统化、综合化
的水污染防治模式，不断缓解水资源
压力、控制污染物排放、提高水环境
容量、修复水生态环境，全面推进碧
水保卫战。

一是加强统筹推进。按照国家
要求及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制定出
台全市入海河流“一河一策”，开展系
统化治理，集中开展标志性战役，综
合运用法律、经济、科技和行政等手
段，统筹强化水污染防治、缓解水资
源紧张、恢复水生态健康、严控水环
境风险各项任务。以入海河流全面
消除劣Ⅴ类为核心，大幅削减全市劣
Ⅴ类水体比例。

二是加快结构调整。调整工业
结构。加快制定“三线一单”，加快钢
铁、石化等高耗水高排放行业结构调
整，加快破解“园区围城”，推进工业
集聚区整合撤销取缔，深化巩固“散
乱污”企业集中整治成果。调整养殖
结构，严格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加
快绿色养殖示范场建设，规范主要河
道堤岸两侧水产养殖。调整种植结
构，大力发展节水农业，2019 年全市
化肥利用率、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
均达到 40%以上，2020 年主要农作物
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

三是狠抓治污减排。治理工业
废水，推动废水直排企业全面达标排
放，深化工业集聚区污水综合治理，
2020 年底前全面完成规范化整治。
治理城镇污水，全面消除管网空白
区，因地制宜改造合流制地区，排查
改造管网错接混接点，实现污水应收
尽收。治理农业农村污水，2019 年
完成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
设，2020 年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

四是加大扩容增流。建设水系
连通等工程，充分利用引滦—引江外
调水、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入境雨洪
水等水源，每年补充生态用水 10 亿
立方米。加强河道内源治理，开展主
要河流清淤疏浚和生态修复。加快
人工湿地建设，在具备条件的区域建
设生态湿地，净化河流水质。

五是强化督察执法。不断强化
公 开 约 谈 、考 核 和 问 责 机 制 ，进 一
步压实水污染防治的属地责任、部
门 监 管 责 任 和 企 业 主 体 责 任 。 强
化 监 管 执 法 ，以 排 污 许 可 、工 业 园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废 水 直 排 企 业 等
为重点，开展水污染源专项执法行
动，坚决打击超标、超总量等违法排
污行为，保持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的高压态势。

六是完善保护机制。建立多部
门协调联动长效机制，形成治理合
力。继续实施水环境区域补偿制度，

“奖优罚劣”，实行“靠后区”补偿“排
前区”。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宣传教
育，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
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保护体系，
凝聚碧水攻坚强大合力。

不获全胜不收兵。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适应当前新形势、新要求，特别是坚
决完成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的政治任务，坚决
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度下降等刚性目标，下一
步全市还要做好 4 方面工作，实现生态环境质量
的持续改善。

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增强政治认同、理论
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
性、主动性、积极性。提高政治站位，以更大力度，
更加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加强生态
建设，全面启动生态红线勘界定标，加快实施湿地
自然保护区“1+4”规划，推进建设双城间绿色屏
障，实施“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打造一批生态
文明示范村、示范区，引领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建
设。

二是坚持源头严防，调整结构。突出单位面
积排放强度管控，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生态
化改造，推动江天重工、天丰钢铁、轧三钢铁整体
退出，深化“散乱污”企业整治成果，加快推进园区
整合提升。突出煤炭消耗总量控制，推进热电联
产供热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燃煤锅炉关停整合。
突出绿色交通建设，大力推进“公转铁”，加快打造
绿色港口。突出农业布局调整，全面排查整治主
要河流两岸、渤海近岸的畜禽养殖、水产养殖，以
田定养、退渔还湿。

三是坚持深化治理，补齐短板。深化工业污
染防治，推动煤电、钢铁行业和燃煤锅炉实施超低
排放治理改造，推动涉水企业氮、磷污染深度治
理，加快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建
设。深化生活污染防治，加快污水处理厂和配套
管网建设，城市建成区全面消除管网空白区、加快
改造雨污合流区，加大力度推进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填补能力空白，全面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深化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畜禽、水产养殖场治理设
施建设，确保全覆盖、全处理、全达标。

四是坚持夯基垒台，提升能力。完成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全面摸清污染家底。加快推进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详查，强化受污染耕
地、污染地块使用管控。依托全市政务信息交换
共享平台，畅通信息渠道、构建交换环境，建设生
态环境大数据采集系统，逐步实现“一个平台管环
境”。完善农村污水、垃圾监管机制，确保建好用
好，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立多元化生态补
偿机制，在宁河区、蓟州区先行试点。加快构建市
场化的污染治理机制，推动生态环保产业发展壮
大。

这位负责人说，2019 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关键一年，全市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引，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加快推动结
构调整为重点，众志成城、戮力同心，坚决打赢攻
坚战，实现天津的天蓝、地绿、水清。

深化结构调整，突出单位面积排放强度管控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积极利用科技手段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保障。图为监测中心技术
人员在蓟州区于桥水库利用遥控船查看藻华状况并对水质进行检测。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供图

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任效良

2019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计划印发

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战首战告捷

2018 年成绩

2019 年目标

空气质量

水环境质量

PM2.5平均浓度5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1%

重污染天数10 天，同比减少13 天

优良比例达40%
劣 Ⅴ 类 比 例

降至25% 国考断面

PM2.5 年 均 浓 度 要 控 制 在 51 微
克/立方米左右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要
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

重点行业重金属排放量较 2013
年要减少5%

Ⅴ

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自然教育进学校暨天津市河东区六五环境日宣传教
育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天津市 102 中学举行。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自然教育
进学校专题培训班学员，102 中学师生，河东区、和平区中小学校长近 300 人
参加启动仪式。

图为现场授课老师在《自然小课堂》公开课上与天津市 102 中学学生互
动。 任效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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