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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
◆本报记者高岗栓

山西省太原市地处黄土高原，三面环
山，植被稀疏，扬尘污染突出，曾被称为全
国“最土城市”。为彻底摘掉这顶“最土城
市”帽子，近年来，太原市深入开展扬尘污
染治理，建立健全扬尘污染防治制度化、
规范化、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有效遏制
了各类扬尘对空气质量的不利影响。降
尘量由 2019 年最高的 22.4 吨/平方千米·
月降至 2023 年 6.4 吨/平方千米·月，下降
71.4％。

2023 年 11 月，2023 中国幸福城市论
坛发布“2023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
推选结果，太原市成功入选。2023 年 12
月，在海南博鳌举办的第九届绿色发展论坛
上，太原市斩获“202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优秀城市”荣誉。

“以克论净”，大力度治理
道路扬尘

道路是城市治理的“一面镜子”。干
净整洁的路面，不仅是城市的风景线，也
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缩影。

为全面提高道路清扫保洁的精细化
水平，从 2018 年起，太原市在城六区、开
发区、三县一市县城所有硬化路面的市
政 道 路 、桥 梁 、广 场 作 业 范 围 内 实 施

“ 以 克 论 净 ”考 核 办 法 。 即 利 用 150 辆
道路洁净度检测车，对六城区道路洁净
度 进 行 精 密 检 测 ，并 通 过“ 以 克 论 净 ”

进 行 考 核 排名，每月在当地新闻媒体公
布全市 10 条污染最重和 10 条最清洁道路
名单。

今年 1 月 17 日，根据全路网颗粒物监
测云平台数据，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
2023 年 12 月全市 10 条污染最重和 10 条
最清洁道路排名清单。其中，污染最重的
街道是小店区鸣谦大街，PM10 浓度为 168
微克/立方米，PM2.5 浓度为 86 微克/立方
米；最清洁道路为尖草坪区绿果路，PM10

浓度为 67 微克/立方米，PM2.5 浓度为 42
微克/立方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太原市将道路
清扫保洁共分为 4 个等级。不同级别的
道路，清扫保洁“以克论净”的考核标准也
不相同。

从外观上，要求晴天时，路见本色，路
面不发黄，无尘土，无石屑，无污物，无污
水，汽车过后无明显尘土飘浮。雨停后，
尽快排水，保持路面清亮，无积水和泥沙
淤积，低洼地尽快排水，无明显石屑，无污
物。路牙石整洁，无泥沙，与路面交接处
无尘土积累。

从量化考核标准来看，太原市要求一
级道路地面尘土残存量为 10 克/平方米，
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二级道路
地面尘土残存量为 15 克/平方米，垃圾滞
留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三级道路地面尘
土残存量为 20 克/平方米，垃圾滞留时间
不超过 20分钟。

与此同时，太原市进一步加大渣土车
管控及查处力度，加快重点企业“公转铁”
建设和无组织排放高标准治理进度，2023
年共检查渣土运输车辆 2.6 万余台次，发
现问题车辆 1006 台次，查扣车辆 581 台
次，立案查处 587 件。这些措施的实施，
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还涵养了城市

“气质”。

6个100％，高标准管控工
地扬尘

洗车平台红外感应，自动冲洗出入
车 辆 ；喷 淋 系 统 接 入 网 络 ，通 过 手 机 可
远程遥控；挖掘机上安装喷淋，源头抑制
扬尘……近日，在位于迎泽区的赵北峰项
目工地，记者看到了“高楼耸立”与“路净
车洁”同时出现的景象。

为了有效遏制施工工地扬尘污染，
2023 年，太原市城管执法部门先后制定
印发《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
实施细则》《工地分级巡查管控制度》等系
列文件，对在建建筑工地开工准备阶段、
出土打桩、主体施工、后期市政园林建设
等各施工阶段以及季节性停工、长期停工
工地施工现场“六个百分百”标准做了详
细规范。同时，组建扬尘治理工作专班，
每周定期召开调度例会，通报存在问题。

此外，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先后开
展了“风清月静”扬尘噪声治理等专项行
动，紧盯省市重点工程、环境敏感区周边、
土方作业工地等重点监管项目，通过推进
建筑工地评级和分级管控，严管重罚，倒
逼扬尘治理责任的落实。

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太原市城管
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2.5 万余人（次），巡
查建筑工地 5 万余处（次），督促苫盖 1127
万余平方米，督促场地硬化 61 万余平方
米，累计约谈建筑工地 346次，发现并整改
建筑工地扬尘问题 2700余次，下达责令改
正通知书510份，立案处罚扬尘隐患74起。

全域治山，大手笔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

寒冬腊月，太原寒风凛冽，滴水成冰，

但前往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滑雪的市民
仍然络绎不绝。这个昔日满目疮痍、尘土
飞扬的石膏矿，如今已成为太原市民休闲
游玩的好去处。

近 年 来 ，太 原 市 依 托 三 面 环 山 、一
水 中 分 、九 河 环 绕 的 自 然 格 局 ，以 创 建
国家森林城市为抓手，坚持数量与质量
井 重 、存 量 与 增 量 齐 抓 ，大 力 实 施“ 政
府 主 导 、市 场 运 作 、公 司 承 载 、园 区 打
造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新 政 ，着 力 打 造“ 一
核 、两 脉 、三 圈 、四 芯 ”森 林 城 市 布 局 ，
努力建设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生活空间
健康宜居、生产空间绿色安全的美丽太
原。

2021 年至 2023 年，太原市林业生态
建 设 累 计 投 资 68 亿 元 ，森 林 质 量 提 升
42.48 万亩，通道绿化 533.2 公里，村庄绿
化 491 个，东山西山先后建成 30 个各具特
色的城郊森林公园，受损弃置地生态修复
1.13 万亩，实现了宜林荒山基本全覆绿，
森 林 质 量 全 面 提 升 ，林 木 覆 盖 率 达 到
41.96％。

与此同时，城市园林绿化累计投资
103.4 亿元，城区公园绿地数量达到 375
处，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5.08％，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达到 12.85 平方米，建成区公
园 绿 地 500 米 服 务 半 径 覆 盖 率 达 到
86.1％。

如果将所有绿化覆盖面积与空气质
量改善情况相换算，太原建成区园林绿地
全年释氧量达 8 万吨、固碳量 11 万吨、二
氧化硫吸收 110 吨、滞尘量 6 万吨，极大地
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

隆冬时节，走在波光粼粼的汾河河
畔，遥望太原东山西山，青山如黛、山光凝
翠。站在高高的天龙山山顶，俯瞰并州大
地，一幅蓝天常驻、碧水长流、青山常在的
美丽太原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023年降尘量较2019年下降71.4％

太原“以克论净”从源头抑制扬尘

◆本报见习记者张冰

枯草凌霜，冷风似刀，有这样一群生态环保人，
用自己的奉献和坚守，守护着我们的美丽世界，用行
动彰显着生态环保铁军精神。

冰天雪地里，生态环保人如何开展环境采样、监
测工作？记者近日赴吉林、内蒙古等地进行了采访。

-21℃，吉林松花湖

一大早，吉林省吉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采样组
监测人员，带着破冰“老朋友”——冰镩和破冰钻，驱
车开赴松花湖，开始对湖库内的省控监测点位进行
样品采集。

在结冰后的松花湖开展采样工作，没有交通工具
可以依靠，所有点位都要靠采样人员徒步前往，最远的
点位近两公里。

湖面上寒风刺骨，监测人员穿着厚厚的棉衣，也
被吹得直打寒战、瑟瑟发抖。一路上还要小心躲避
开裂的冰面，防止落水。

到达点位后，冰镩和破冰钻就派上了用场。冰
面非常光滑，不容易固定破冰钻，采样人员只能先用
冰镩在冰上打出很小的一个定位坑，用来给破冰钻定
位。随着冰碴四溅以及钻与冰摩擦发出的嚓嚓声，破
冰工作正式开始。每钻一会儿，采样人员都需要用手
清理钻洞中的碎冰，减小钻头的阻力。遇到冰层过厚，
破冰钻也无可奈何，只能用冰镩人工破冰，要先打透一
米多深的冰层，再人工镩出一个直径一两米的大尖
坑，完成一个点位的采样工作可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

定位、破冰、取样，每一个点位都是难忘的经历，
这只是吉林环境监测人冬季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只要工作需要，他们便义无反顾第一时间赶赴监测
现场。

-18℃，内蒙古锡林郭勒

大雪封路、采水管路冻裂、破冰采样困难、路况
影响人员出行安全……这些都是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水运管中心一线运维人员在低温冰冻天气面临的巨
大挑战。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最低温度常达零下 30 多摄氏度。当地
一线人员收到总站水运管中心指令后，第一时间迅速响应，冒着风雪严
寒开展运维与采样工作。

在这冰雪世界中，奴乃庙水站的工作人员正在破冰采样。他们不
停地挥舞着冰钎凿冰，已被肆虐的风雪装点成了“雪人”，嘴里哈出的热
气瞬间就凝结在了眉毛上。手僵硬得没了知觉，就搓搓再干；脚冻麻
了，跺跺脚继续。奋战一个多小时，终于凿穿几十厘米厚的冰面，水一
下从冰窟窿下涌上来……

除了注意安全防护外，很多工作要提前准备好。在冰上采样，采样
技术要求不同于正常情景，需要采样人员对技术细节的把控烂熟于心，
如准确判断破冰点上涌水的代表性与感官指标是否符合要求，操作的
节奏与规范性控制等。如不具备迅速转移至室内或车上进行样品分装
的条件，极寒环境下采样操作的挑战性会大大增加，原本娴熟的操作有
可能“变形”，如果不够准、不够快、不够规范，部分指标采样环节中的固
定剂或水样会迅速冻结，难以有效混合，从而导致采样失败。

此次参与采样的两位工作人员已经是冰上采样的“老把式”，采样
工作快而不乱、井然有序、操作规范。回到监测车上，他们的手指已经
僵硬麻木。“无论面临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克服，把工作完成好，监测数
据就能更全面、准确。”他们坚定地说。

这个冬天，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水运管中心统一调度 1000 余名监测
人员，保证了 3646 个国考断面“应采尽采、应测尽测”，数据有效率达到
99.9%，实现了国家地表水监测网的安全、稳定、高质量运行。

“零下”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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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吉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人员在破冰采样。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塘洲镇中心小学开展“巧用废纸制作灯笼助环保”活动，旨在从小培
养孩子们的环境意识，广泛传播低碳绿色发展理念。 邓和平摄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
道“2023 年，全省共完成基
础 设 施 、资 源 开 发 、产 业 发
展、核与辐射等项目环评审
批 5440 个 ，涉 及 总 投 资 约
1.1 万亿元。”近日，在四川
省生态环境厅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新
闻发言人、副厅长李岳东介
绍 2023 年 重 大 项 目 环 评 服
务保障有关情况。

李岳东介绍说，去年，四
川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
运行整体好转，分层分类分
区提供精准环评审批服务，
全 力 推 动 重 大 项 目 开 工 建
设，服务全省“拼经济、搞建
设”大局。

在国家层面，在生态环
境部大力支持下，米市水库、
大渡河老鹰岩二级水电站、
哈密—重庆±800kV 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等 6 个重大项
目和成都轨道交通第五期建
设规划、引大济岷工程规划
环评全部顺利获批。

在省级层面，开辟重点

项目环评审批“绿色通道”，
快速完成绵遂内铁路、道孚
抽水蓄能电站、成德 S11 线
等 20 个重点项目和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电磁驱动聚变
大科学装置项目、GE 医疗基
地项目等 121 个核与辐射项
目环评审批；完成马边飞地
产业园、德阿产业园和中国

（绵阳）科技城核医疗健康产
业园等 15个规划环评审查。

在市（州）层面，主动给
予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督
促完善环评服务保障机制，
审批时限较法定时限普遍压
缩 60%以上，各市（州）共完
成 5293 个项目环评和 25 个
规划环评审批，有力保障地
方重点项目顺利上马。

李 岳 东 表 示 ，2023 年 ，
四川省始终坚持“以质量为
核心”的环评监管要求，持续
发 布 环 评 质 量 考 评“ 红 黑
榜”，充分发挥正面激励和警
示震慑作用，推动环评质量
和审批效能提升。

例如，将《四川省攀枝花

市仁和抽水蓄能电站环境影
响报告书》等编制质量较好
的环评报告纳入“红榜”并在
四 川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网 站
公开。

将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暂
不 予 批 准 的《16 万 吨/年 废
铅酸蓄电池综合回收利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等环评
报告列入“黑榜”予以公开。
组 织 对 1024 份 环 评 报 告 质
量进行抽查复核，对四川汉
雲环美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洋 舟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等
35 家环评单位及相关的 46
名 环 评 工 程 师 予 以 失 信 记
分，并在“黑榜”公开。

李 岳 东 表 示 ，2024 年 ，
四川将继续发挥好环评优化
作用，进一步完善服务保障
机制、加强环评质量监管，坚
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
上马，守牢生态环境质量“只
能 更 好 、不 能 变 坏 ”刚 性 底
线，既把该踩的刹车坚决踩
住，也把该踩的油门坚决踩
好，积极助推高质量发展。

四川优质高效做好重大项目环评服务保障
去年完成项目环评审批 5440 个，总投资约 1.1万亿元

本报通讯员杨海垚武汉报
道“ 环 保 工 作 人 员 上 门 答 疑 解
惑，帮我们解决了污染治理技术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应用难题，
真是太感谢了。”企业负责人表
示。这样的“环保医生”把脉问诊
是湖北省武汉市生态环境部门开
展生态环境科技帮扶行动、助力
企业绿色发展的一项创新举措。

一年来，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创新生态环境领域服务模式，通
过组织建立生态环境科技帮扶专
家库、开展全系统大学习、深入企
业一线指导帮扶等一系列举措，
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为解决
污染防治攻坚和绿色发展难题发
挥了重要作用。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邀请国内
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知名专家、先
进环境治理技术企业研究人员等
各类专家，为全市生态环境系统
定制“补习”套餐，从政策解读、技

术路线、示范典型等多方面，为推
动武汉市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谋
方向、出点子，厚积科技力量，突
破基层生态环境部门“有想法、没
办法”的技术和人才瓶颈。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还通过组
织现场查看、专家会商、专题研究，
梳理出包括绿色低碳发展、污染防
治攻坚、“无废城市”建设、农村污
染防治等多个领域重点帮扶任务，
编印政策指南、治理手册，现场“开
方”，指导相关单位和企业用好、用
活、用足生态环境政策与技术。

“通过开展生态环境科技帮
扶，促进环境治理需求与科学研
究成果深度融合，既为企业破解
污染防治难题、实现绿色发展提
供了技术路线和参考案例，也有
利于科研部门有针对性地发展适
用性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
绿色发展动能。”武汉市生态环境
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上门把脉问诊 一线指导帮扶

武汉开展生态环境科技帮扶行动

上接一版

长三角区域：2 月上半月，区域
大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局地可
能出现短时中度污染。其中，1—4
日，受冷空气和低压槽影响，有降
水，区域整体以优良为主；5 日，受
高压影响，中北部以良为主，局部轻
度污染，南部以优良为主；6—8 日，
中北部位于高压底部，为良至轻度
污染，北部局部中度污染，南部以优
良 为 主 ；9—14 日 ，受 弱 气 压 场 控
制，中北部以轻度污染为主，局地中
度污染，南部为良至轻度污染，局地
短时中度污染；15 日，中北部位于
低压底部，以轻度污染为主，局地短
时可达中至重度污染，南部位于高
压后部，为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
染物为 PM2.5、PM10或 NO2。

汾渭平原：2 月上半月，区域大
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
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中度或以上污
染。其中，1—4 日，受冷空气和降
水共同影响，扩散和湿清除条件有
利，区域大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
1 日，陕西关中局地可能出现中度污
染。5—8 日，气压场转弱，扩散条件
逐渐转差；5—6日以良至轻度污染为
主，7—8 日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
9—10日，受西北气流影响，区域大部
自北向南扩散条件逐渐好转，以轻至
中度污染为主。11—13日，西北气流
持续影响，扩散条件较好，区域大部
以良为主，局地可能出现轻度污染。
14—15日，气压场转弱，扩散条件有
所转差，区域大部以轻度污染为主，
15 日，局地可能出现中度污染。首
要污染物为 PM2.5或 PM10。

东北区域：2 月上半月，区域大
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中部以良
至轻度污染为主，部分时段有中至
重度污染风险。1—3 日，受冷空气
影响，扩散条件有利，预计区域大部
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局地可能达
到轻度污染；4—6 日，气旋东移北
上，湿度较大，扩散条件一般，预计
辽宁中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
部及东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其
中黑龙江个别城市可能达到中度污
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良；7日，受
弱冷空气影响，整体扩散条件较好，
预计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
局地可能达到轻度污染；8—10日，地
面气压场较弱，扩散条件一般，预计
区域大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局地
可能达到中度污染，其中10日受烟花
爆竹燃放影响，区域大部可能出现中
至重度污染；11—14 日，受空中暖脊
影响，气温回升，扩散条件一般，预
计区域大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
局地可能出现中度污染；15 日，受
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扩散条件较
好，预计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优良
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或 PM10。

华南区域：2 月上半月，区域总
体大气扩散较好，以优良为主，部分

时段局部区域可能出现中度污染。
其中，1 日，湖北中西部、珠三角西
南部为良至轻度污染；6—7 日，湖
北中东部为良至轻度污染；受春节
烟花爆竹燃放影响，9 日，广东、福
建、湖北、湖南大部为良至轻度污染，
湖南中北部为轻至中度污染，10日，
广东、广西、湖南大部为良至轻度污
染，湖北、广东东部、广西中西部、湖南
中北部为轻至中度污染，11日，湖南
和广西大部为轻度污染，湖北为轻至
中度污染；12—13日、15日，湖北为良
至轻度污染，14日，湖北为轻至中度
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O3或 PM2.5。

西南区域：2 月上半月，西南区
域大部整体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城
市以优良为主，部分时段局部区域
可 能 出 现 中 度 污 染 。 其 中 ，1—2
日，四川部分城市为轻至中度污染，
黔西个别城市、重庆为良至轻度污
染，西南区域其余城市以优良为主；
3—8 日，受冷空气及降水影响，西南
区域大部城市均以优良为主；9—10
日，四川部分城市为轻至中度污染，
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西南区域其余城市以优良
为主；11—15 日，四川部分城市为
轻至中度污染，重庆为良至轻度污
染 ，西 南 区 域 其 余 城 市 以 优 良 为
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

西北区域：2 月上半月，区域大
部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局地可能出
现轻度污染，东部局地部分时段可
能出现中度或以上污染。其中，1—
4 日，中东部受冷空气和雨雪过程
共同影响，扩散和湿沉降条件有利，
其他区域扩散条件一般，区域大部
以良为主，东部局地可能出现轻度
污染，关中局部和内蒙古西部局地
可能出现中度污染；5—6 日，高空
槽后转弱脊控制，扩散条件有所转
差，区域大部以良为主，陕西关中局
地可能出现轻度污染，内蒙古西部
局地可能出现中度污染；7—8 日，
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较差，区域大
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陕西中南
部可能出现中度污染；9—10 日，中
东部受槽后西北气流影响，扩散条
件自西向东逐渐改善，其他区域扩
散条件一般，区域大部以良为主，局
地可能出现轻度污染，陕西中南部
可 能 出 现 轻 至 中 度 污 染 。 11—13
日，受西北气流持续影响，扩散条件
相对较好；区域大部以良为主，局地
可能出现轻度污染；14—15 日，气
压场转弱，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区
域大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陕西中
南部局地可能出现短时中度污染。
1—15 日，北疆北部城市空气质量以
优良为主，天山北坡以轻至中度污
染为主，1 日、6—8 日和 12—14 日可
能出现中至重度污染，东疆以良至
轻度污染为主，南疆 1 日、6—8 日和
12—14 日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其
余时段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首要
污染物为 PM10和 PM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