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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遇遇重重污污染染，，七七市市同同步步应应急急减减排排
省会城市群正式启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同整治扬尘污染等

本报济南11月22日讯（记者 刘雅菲）
22日，省会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会议在济
南召开，省会城市群中的济南、淄博、莱芜、泰
安、德州、聊城、滨州等7市市长联合签署省会
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议书，正式启动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通过共同预防、合作监测、联
合执法、启动应急等相关工作，抱团治霾。

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对会议作出重
要批示。郭树清在批示中指出，要建立省会城
市群大气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机制，定期或不
定期地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共同预防、合作监
测、联合执法、启动应急等相关工作。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主持会
议时指出，省会城市群七个城市生产总值占
全省三分之一左右，但却占了全省40%左右
的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迫在眉睫，刻不容
缓。王文涛说，区域联防联控要突出问题导向
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围绕热点难
点问题开展协商会商，真正拿出可操作的对
策措施。“先把具体的源头找到，不行的该关
的关，该停的停，要像创卫生城、创文明城这
样，动员一场全民参与的攻坚战，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整改不力的严肃问责。”

按照省会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
议，7市将建立协同治污机制。积极开展能源
和产业结构调整、重点行业污染防治、扬尘污
染综合整治、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绿色生态
屏障建设等重点工作。同时，7市将建立联合
执法机制，加强环境执法信息共享，建立区域
环境执法信息交流平台，及时研究解决区域
性环境污染问题。

7市还将加强行政边界联合执法，开展跨
区域环境质量联合监测，协同处置边界环境
污染事故。加强环境共性问题的联合执法，对
重点排污单位、夏秋季秸秆焚烧、渣土跨区域
运输、散煤煤质和车用油品质量等重点环节，
共同开展区域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和巡查互
查，共同打击各类违法行为。针对长时间、大
范围的区域空气重污染，提前预警，步调一
致，共同实施应急减排措施，严格落实限产、
限排方案，减少重污染天气对区域环境质量
和公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为何是这7市展开联防联控？

“已是全省区域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入冬以来，省会城市群已成为全省
区域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山东省环保厅
相关负责人说，该区域高耗能、高排放行
业相对集中，在同一个大气域内，空气污
染物也因气候原因，存在交叉输送转移。
据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和济南
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分析，济南周边其他城
市输送给济南市的PM2.5占总来源的15%
以上。同样，济南市排放的空气污染物也
会随风转移至周边其他城市。

“此外，该区域内群众对环境空气质

量的关注度和期盼也都很高”，上述山东
省环保厅负责人说，而且各市政府在治污
的过程中也发现，各自单打独斗已难以解
决环境污染问题，区域内各市协同行动就
成为污染防治的必然趋势。

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及随
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山东曾实
施两次保障方案，通过多市联合限产减
排，省会城市群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这
也成为联防联控走向常态化的注脚。

各地应急响应能否同步？

正研究降低应急门槛，提高应急级别

11日至12日，在省会城市群最近一次
重污染天气过程中，仅有济南、淄博、聊城
和莱芜先后启动应急响应。对此，山东省
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方面，山东省有统一的规定”，各
地市则根据省级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了各自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启动应急
响应的标准和限产减排的措施基本一致，
而且按要求只能比省里的规定更严格。”
他说，目前之所以无法做到区域内同步，
除预警和应急处置措施没有做到联动之

外，另一原因是各地在重污染天气过程中
的预报能力和准确度无法实现同一水平。

据介绍，气候因素的变化较为复杂，
各城市空气监测点位多集中在城市建成
区，而相关部门对气候条件的判断依据又
覆盖整个城市范围，因此目前环保与气象
部门的会商很难对重污染天气持续天数
做出完全准确的判断。对此，本报记者也
从重污染天气相关应急处置部门了解到，
山东省正研究完善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尽量降低应急门槛，提高应急级别。

如何破解行政区划限制？

“京津冀联防联控模式值得借鉴”

除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处置外，省
会城市群在边界地区的联动执法已有了
一段时间的探索。去年5月下旬，7市环保
局负责人，曾就共同签订《省会城市群行
政边界地区环境执法联动协议》。“每年由
一个城市牵头，去年在济南，今年移交到
了淄博。”济南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人郑
凯告诉本报记者，一年多以来，在打击土
小企业等方面已多次展开联合执法行动。

目前京津冀污染防治的区域联防联
控模式已取得初步成效。“可以说他们有
着统一的规划、行动、目标和机制，值得我
们借鉴。”济南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人郑

凯告诉本报记者，京津冀的合作过程也显
示跨行政区间的污染防治合作，因经济发
展阶段的不同，要实现真正的联防联控，
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不过在
日趋严峻的环境压力之下，各地最终肯定
会逐渐接受并形成共识。”

根据山东省环保厅的构想，随着省会
城市群联防联控机制日后不断完善，各城
市间也会逐渐实现环境治理市场在信息、
技术等方面的共享，并促进不同城市在产
业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整体改进。
山东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人为造
成的污染总会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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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解惑

公公众众期期盼盼高高，，单单打打独独斗斗已已不不行行
联防联控虽有利益冲突，但会形成共识

22日，省会城市群“1+6”城市正式启动了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在协同治污、联动执法和应急处置等方面，建立、
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本报记者 刘德峰

头条链接

省会城市群
何以雾霾难消

今年1至10月，山东全省PM2 . 5同比下降
11 . 5%，而京津冀三省市PM2 . 5平均浓度同比下
降22 . 6%，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下降幅度均超
过20%以上，明显高于山东的改善幅度。特别是
河北省，2013年PM2 . 5年均浓度是109微克每立
方米，与山东相差11微克每立方米，但今年前
三季度河北省的平均浓度下降到70微克每立
方米，与山东只差3微克每立方米。山东省环保
厅厅长张波表示，“照这个态势，预计今年底，
河北省的环境空气质量将会赶超我省”

1至10月PM2 . 5倒数4名

全在省会城市群

数据显示，1至 1 0月，省会城市群 7市
PM2 . 5平均浓度为7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 . 2%，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 . 3个百分点，以环
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对17市进行质量排名，
全省倒数四名城市分别为淄博、聊城、德州、
济南，均在省会城市群内。今年以来，虽然济
南市的空气质量改善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但9、10月均居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之首。省
会城市群七市GDP占全省的35 . 8%，但污染物
排放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46%。

超标排放严重

机动车污染突出

首先是治污项目进展不平衡。2015年，全
省列入年度治理计划的重点治污项目共297

个，目前完成率为89%，但省会城市群完成率
只有84%，在完成率不足90%的7市中，省会城
市群占了4个，其中聊城、淄博两市完成率分
别只有69%和75%。再次是燃煤和工业污染较
重。省会城市群是火电、钢铁、建材、化工等

“两高”行业集中区，7市煤炭消费量占全省
40%以上，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粉尘排污强度分别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
40%、29%、39%，超标排放问题严重。三是机动
车污染突出。2014年，省会城市群7市汽车保
有量为473万辆，比2010年增加65 . 9%，其中，济
南市增幅为73 . 1%。此外，扬尘管理粗放等也
是重要因素。

据山东新闻联播

今年前10个月，北京市PM2 . 5累
计平均浓度为69 . 7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了21 .8%。北京的蓝天离不开周边
省区市的支持。环保部发布的10月份
空气质量数据显示，京津冀区域空气
质量同比转好，环比转差，PM2 .5等主
要污染物浓度同比明显下降，环比上
升。京津冀区域13市空气质量达标天
数比例在51 . 6%至93 . 5%之间。其中，张
家口、承德和秦皇岛3市的达标天数
比例在80%至93 .5%之间，天津、沧州和
北京等10市的达标天数比例在51 . 6%

至80%之间。此外，今年前10个月，天津
市和河北省的PM2.5累计平均浓度同
比分别下降了20 .3%和25 .8%。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
治协作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拟在
北京、天津和廊坊、保定、沧州、唐山6

市率先建立空气重污染应急联动长
效机制。针对区域性、跨省市、大范
围、长时间的重污染过程，按“提前预
报、提前行动、共同应对”原则，共同
采取更严格的应急措施。在空气重污
染时，共同启动最高一级的应急减排
措施。

今年6月中旬，在“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国际研讨会”
上，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
程师王金南表示，京津冀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的下一步，有望设立“生态环
境红线”，构筑“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同
体”。他表示，京津冀还将加快推进区
域环保立法，统一完善区域环保标
准，跨区域环境考核体系。

北京市环保局区域大气治理协
调处处长李立新介绍，京津冀已初步
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会商和应急联
动机制，下一步将编制《区域大气污
染防治中长期规划》。

对于机动车、燃煤、工业的排放
防控。李立新表示，京津冀将加快淘
汰黄标车和老旧车，北京等大城市强
化重型柴油车治理，采取经济手段控
制机动车使用强度，已实现机动车异
地违法信息共享、建立异地处罚机
制。另外，河北省环保厅大气处处长
吕纹介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火
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
大行业及燃煤锅炉的新建、改建项目
中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将逐步统一。

（宗禾）

京津冀6市重污染时

同启最高一级减排

他山之石

22日下午4点半，阴云密布的济南已经黑如暗夜，汽车纷纷开灯。冬雨将济南的空气洗干净了一些。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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