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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霾年报]

去去年年我我省省蓝蓝天天同同比比多多了了1177 .. 88天天
威海以326个蓝天领跑全省

本报济南1月28日讯（记者
廖雯颖） 28日，从省政府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4年全省蓝
天数达到199 . 6天，同比增加了
17 . 8天。其中，威海蓝天最多，有
326天；淄博最少，只有135天；菏泽
进步最“神速”，增加了72个蓝天。

发布会上，省环保厅副厅长董
秀娟通报，2014年，全省“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天数平均199 . 6天，同比
增加了17 . 8天。PM2 . 5（细颗粒物）
平均浓度82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16 .3%；PM10（可吸入颗粒物）142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1.3%；二氧化
硫59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6.9%；
二氧化氮46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4.2%。

蓝天数细化到17市，最多的是
威海，326天；最少的是淄博，135天。
17市中，菏泽蓝天数增加72天，进步
最大；威海、青岛、烟台和淄博四市
同比蓝天数减少，其中减少最多的

淄博少了10天。
2014年，PM2 . 5浓度17市均

改善，改善幅度最大的是聊城，
2 4 . 2 % ；幅 度 最 小 的 是 烟 台 ，
1 . 9%。浓度最低的是威海，41微克
/立方米；浓度最高的是德州，104
微克/立方米，其次是菏泽和聊城。

PM10浓度去年全省有14个市
同比改善，改善幅度最大的还是聊
城，23 . 5%；恶化幅度最大的是烟
台，3 . 6%。浓度最低的城市是威
海，72微克/立方米；最高的是聊
城，176微克/立方米，其次是济南
和临沂。

此外，二氧化硫去年也是17市
同比均改善，改善幅度最大的是青
岛，最小的是烟台。二氧化氮则是
13市同比改善，改善幅度最大的是
东营；淄博、烟台、临沂和青岛同比
恶化。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浓度最
高的城市均是淄博，最低的均是威
海。

1月7日，济南碧空如洗，蓝天下的泉城广场喷泉出现彩虹，引得游客
纷纷留影。（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大大气气生生态态补补偿偿金金一一年年发发了了22个个亿亿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因为环境空气质量均同
比改善，一年算下来，17市都
拿到了省级财政发放的补偿
金，总额共21335 . 5万元。其中
聊城拿到的最多，为2 4 0 3万
元，菏泽以2 0 4 1万元紧随其
后，第三是济宁，1838万元。烟
台则是全省唯一一个拿到的
补偿金不足百万的城市，只有

50万。因为第二季度青岛、烟
台、莱芜和临沂空气质量同比
恶化，这四个城市共向省级财
政上缴生态补偿金 4 1 3 . 5万
元。

“实施生态补偿制度这
一年，结果完全达到我们最
初设想。”省人大代表、省环
保厅厅长张波介绍，目前包
括济南在内的1 0个城市，针
对县（市、区）也建立了生态

补偿机制。
因为奖励的不是空气质

量本身，而是改善情况，那些
气质“后进生”只要足够努力，
拿到的钱反而会比沿海城市
等传统“优等生”多。张波特别
提到，过去污染严重的聊城、
菏泽等市，经过一年的努力进
步明显。“虽然拿到补偿金是
两千万，城市自身投入可能是
几个亿资金。”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对于2014年全省PM2 . 5

同比改善16 . 3%、蓝天数增加
17 . 8天的成绩，省人大代表、
省环保厅厅长张波依旧坚持
他“审慎乐观”的态度：“2013

年治理大气，我们打了个败
仗。一来没经验，二来工作思
路还不清晰，没吃上劲。2014

年，我们取得了初步的积极
进展，可以说是1:1战平。除了

‘人努力’，还要感谢老天爷
帮忙。”

张波说，未来能否实现
大气质量逐年改善的目标，
任重而道远，取决于每年能
否推进一批务实有力的治霾

措施。要想实现山东制定的
“跨越八年的蓝天梦想”，到
2020年大气质量比2010年改
善50%左右的目标，需要一年
年扎扎实实地推进。

“以目前形势预测，今年
全省PM2 . 5同比改善10%左右
是可以预期的。”张波说，经
过测算，从现在到2020年，每
年PM2 . 5保持8%的平均改善
幅度，到2020年就能完成改善
50%左右的目标，不必过度担
忧平台期的问题。“头几年改
善幅度会大一些，10%左右的
同比改善率是可以预期的，
到后期肯定会放缓。”

虽然同比改善率高，但
张波提醒，山东空气污染仍

然较重。PM2 . 5和PM10平均
浓度仍分别高达国家二级标
准的2 . 3倍和2倍，17个设区市
空气质量无一达标。“我希
望，威海、青岛、烟台和日照
四市能率先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进入全国空气质量前十
名，这将是山东的光荣。”

张 波 特 别 指 出 ，2 0 1 4

年，全省PM2 . 5占PM10的比
例同比下降 4 . 3个百分点，
这表明，以工业和机动车排
放为主的细颗粒物控制效
果明显，大颗粒扬尘控制则
相对薄弱，城市施工扬尘、
道路扬尘、渣土车治理以及
矿山开采扬尘控制仍需加
大力度。

““死死磕磕””大大气气污污染染，，打打了了个个平平手手
省人大代表、省环保厅厅长张波：今年PM2 . 5还能再改善10%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