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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济南”气质“（下）

治治霾霾更更精精细细，，有有望望一一企企一一策策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刘飞跃
王皇

监测点“动”“静”结合

治霾现在已经走上一条精
准化的路子，实现精准预警必
须要保证精准监测和分析。布
设更多的监测点位是第一步。

“曾经济南只有8个国控点位，
后来增加了十六七个省控点
位，再后来又增加了30多个。”
济南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调研
员张瑞海说，济南今年又增加
141个点位，保证所有的街道办
都有点位，实现精准定位。

与固定点位相比，流动的
点位则能够把监测的覆盖网织
得更密。济南恒通出租车公司
驾驶员王和龙之前一点也没想
到，自己也能参与到空气质量
的监测中。9月初，他的出租车
上安装了一个全新的顶灯，这
个顶灯能同时监测PM2 . 5和
PM10两项指标，实时传输位置
和监测数据。每三秒钟就可以
获得一组数据，每天可覆盖
95%以上的城区机动车道路，
通过多车接力可实现24小时连
续监测。

所有点位获得的数据，最
终都将汇总到济南智慧环保监
管系统当中，再与系统中收集
的监控信息等一起，经过大数
据分析，给出治霾的指导意见。
济南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孟克非
说，更重要的是，这一系统可以
帮助管理部门更准确地对大气
污染进行预警预测，从而及时
采取应急措施。

市民环保意识觉醒

9日上午，济南市民张先生
在路上发现了一辆冒着黑烟的
鲁A牌照小货车，拿出手机就
拍了下来，“这辆车可能是三油
催化装置坏了，得让相关部门
提醒他一下”。张先生从2014年
开始养成习惯，“有的时候看到
了就随手给12345或者12369打

个电话，不方便的时候就记录
下来等回家再打”。

像张先生这样的热心市民
在济南越来越多，很多市民都
会拿起电话把身边污染大气环
境的问题向相关部门举报，以
便环保部门进行查处治理。据
济南市环保局12369热线受理
人员介绍，截至2017年10月，全
市环保系统通过12345市民热
线和12369环保热线等投诉渠
道受理举报23089件，较2016年
同期增长26 . 47%。

市民的环保意识不仅体现
在投诉举报上，还体现在自觉
行动中，这一点从春节期间鞭
炮的燃放上就能看出来。2017
年春节期间，济南市12345市民
服务热线对燃放烟花爆竹进行
了市民电话抽样调查，得到
10156个有效样本，调查结果显
示，春节期间未燃放烟花爆竹
的家庭为9317个，燃放了烟花
爆竹的家庭仅有839个。

济南市人大法制工作室副
主任张瑞介绍，在民意的推动
下，《济南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规定》在今年出台，并将于明年
1月1日起正式施行，从立法角
度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保障。

治污不力会被问责

济南市对于大气污染防
治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空前
的，这一点具体的工作人员都
很有体会。“几年前，我们如果
想要找领导汇报工作，都要找
机会，而现在市里的主要领导
经常会找我们来主动询问大气
污染防治的情况。”济南市环保
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如果具体点位的污染整治
不力，则要面对更严重的后果

“同一地方同一类问题连续曝
光的，市和县区纪检监察机关
一律严格进行问责”。这是济南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大气污染
治理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中
作出的规定。今年济南市纪委
就针对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督查组移送的6起大气污染

防治不力问题，依纪依规进行
了问责。

对于污染环境的企业，在
处罚之外，济南也有办法。11
月7日，济南万润肉类加工有
限公司因为暗管排放污水和
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被列入
了环保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名
单，将有19部门对其采取28条
惩戒措施。

治霾工作更注重细节

除了对能源和产业结构进
行调整，在治理雾霾中，济南
还提出了调整济南城市结构
的设想。从大气扩散的角度来
说，济南是凹地，不利于空气
流通，调整城市结构其实就是
寻找城市风道，为气体交换创
造必要的条件。

2015年11月，在济南市
环保局所作的《济南市大气
污染成因分析及防治对策汇
报》中，备受关注的城市风道的
走向和位置出炉。济南市区近地
面有三条较为明显的通风廊道，
其中第一条自长清区北部经市
中区北部一直延伸到历下区
北部，第二条自历城区西南
部经市中区至历下区南部，
第三条经天桥区东部和历城区
西北部进入市区。

虽然城市风道设想尚未
落地，但是它给治霾提供了思
路，就是城市规划要守住城市
绿线。

此外，济南必须要走精细
化治霾的路子。“济南在能源产
业结构调整方面空间可能不是
很大，大骨头已经啃完，小骨
头、硬骨头还在后面，济南应该
把着力点放到细节管理上，在
散煤、机动车以及工地等方面
要空间！”孟克非说，经过前期
的大力治理，“大面”上的污染
源实际上已经不多了，下一步
的治霾工作将越来越琐碎、越
来越精细，甚至需要一企一策。

“从60分提高到80分很容易，但
是从80分提高到90分甚至得满
分就难了。”孟克非说。

11月4日早晨，市民丁伟在拉窗帘之前就做好了面对雾霾天气的准备，可迎接他的却是蓝天。11月3日，济南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并启动
Ⅱ级应急响应，可是从3日到7日，济南的空气质量一直以良为主，空气质量指数维持在60到80。直到8日0时，济南解除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雾霾“爽约”了，但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爽约。分析原因，多位环保专家表示，这是提前预警落实减排、精细化治霾的的功劳。

11月7日7时多地空气质量

济南轨道R3线中铁四局施工现场，检测系统实时显示施工现场风向、噪音、PM10、PM2 . 5等指标。（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第第二二产产业业比比重重持持续续下下降降
葛相关链接

记者梳理《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2012年以
来，济南第一、二、三产业比例正慢慢发生变化，第一产业由5 . 2%降至
4 .9%，第二产业由40 .3%降至36 .2%，第三产业由54 .5%增加到了58 .9%。

不过，济南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型污染仍然突出，目前济南市能
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火电、钢铁、焦化、水泥、石化等重污染行业齐
全，六大高耗能行业用电仍占全部工业用电的近70%，产业结构彻底
转变仍需时间。

济南在实现东部老工业区搬迁的同时，还进一步提高环境准入
门槛，依据辖区所需的环境质量要求，倒推污染源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限值。同时积极推进“外电入济”“外热入济”，持续减少济南市煤炭消
费总量。降低了煤炭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完成2017年秋冬季同期
煤炭减少70万吨的目标。

要更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济南要继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与济
南城市发展方向也是相辅相成的。“环境越来越好，产业结构越来越
轻，污染物越来越少，现在区县招商引资也不再考虑高污染企业，对于
化工企业要集约发展，统一纳入园区发展。”孟克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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