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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天津市 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
全年全市 PM2.5 年均浓度下降至
59 微克/立方米左右，全市及各
区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61%，重污
染天数持续减少。

《方 案》同 时 对 全 市 各 区 的
PM2.5 年平均浓度进行了明确，滨

海新区及各功能区、和平区、河北
区、南开区、宁河区、蓟州区 PM2.5

年 均 浓 度 下 降 至 56 微 克/立 方
米；河东区、河西区、红桥区、西青
区、武清区、宝坻区 PM2.5 年均浓
度下降至 58 微克/立方米；东丽
区、津南区、北辰区、静海区 PM2.5

年 均 浓 度 下 降 至 60 微 克/立
方米。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
者任效良天津报道 记者从天
津市环保局获悉，天津市《火电
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
810-2018）（以下简称《标准》）从
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天
津市首次发布实施火电厂大气
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

经测算，《标 准》实 施 后 ，
全 市 火 电 厂 通 过 冷 凝 脱 水 深
度 治 理 ，每 年 可 减 少 烟 气 中
随 水 蒸 气 一 同 排 放 的 可 凝 结
颗 粒物约 1800 吨，在一般气象
条件下，PM2.5 年均浓度可降低
约 2μg/m3；通 过 降 低 排 烟 温
度，每年可回收冷凝水约 800
万吨，若全部用于脱硫补水，按
工业用水 7.9 元/吨测算，每年
预计可节约费用 6320 万元。

天津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说，发布实施《标准》主要有两
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全市公共
煤电机组、自备煤电机组全部
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监测数
据显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 物 排 放 浓 度 可 以 稳 定 达 到

10mg/m3、35mg/m3、50mg/m3

以下。目前，现行的国家《火电
厂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3223-2011）特 别 排 放 限
值已不能满足天津市火电厂大
气污染控制要求。

另一方面，湿法脱硫烟气
中含有大量可凝结颗粒物，其
主要包含硫酸雾和可溶性盐，
随烟气排入大气环境，降温后
冷凝会形成细颗粒物。降低烟
气排放温度对去除烟气中的可
凝结颗粒物具有明显效果。为
此，有必要对烟气排放温度提
出明确要求。

据悉，天津市新建项目自
《标准》发布之日起执行；现有燃
煤发电锅炉自2018年7月1日起
执行相应排放浓度限值，现有燃
煤发电锅炉及65t/h以上燃煤非
发电锅炉自 2019年 11月 1日起
执行烟气排放温度控制要求；现
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燃气轮
机组及65t/h以上燃煤非发电锅
炉自 2019年 7 月 1 日起执行相
应排放浓度限值。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
者任效良天津报道 天津市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日前通过《关于
加强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中间
地带规划管控建设绿色生态屏
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明确，滨海新区与
中心城区中间地带规划管控地
区，管控范围东至滨海新区西
外环线高速公路，南至独流减
河，西至宁静高速公路，北至永
定新河。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
生态保护要求，将实施分级管
控，分为一级管控区、二级管控
区和三级管控区。

一级管控区主要包括生态
廊道地区和田园生态地区等，
一级管控区严格控制项目开发

建设活动，除生态保护工程、重
大基础设施工程、重大民生保
障工程、营造人可接近的环境
景观和绿道等附属设施外，禁
止一切与生态环境保护无关的
建设活动。二级管控区主要包
括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
等，严格控制建设规模与开发
强度，建设高标准绿色建筑，完
善环境保护配套及绿化工程，
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三级管控
区主要包括现状开发建设比较
成熟、未来重点以内涵式发展
为主的地区。

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中间
地带规划管控地区与天津市生
态保护红线或者永久性保护生
态区域重叠的，要按照最严格
的管控标准实施保护和管理。

天津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

每年减少可凝结颗粒物1800吨

天津建设绿色生态屏障区域
一级管控区禁止生态环保无关建设活动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
者任效良天津报道 天津市环
保局日前公布了全市 5 月空气
质量状况和地表水环境质量状
况。5 月，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5.31，同比下降 8.0%，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2.1%。

5 月 ，天 津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达标天数 17 天，同比增加 3
天；达标比例为 60.7%，同比上
升 8.8 个百分点；无重污染天，
同 比 持 平 。 NO2 浓 度 同 比 上
升，升幅为 2.5%；PM2.5、PM10、
SO2、CO 和 O3 浓 度 均 同 比 下
降 ，降 幅 分 别 为 2.1%、14.3%、
25.0%、7.7%和 11.9%。

各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

5.02~6.50 之间，排名较好的为
和平区、河西区和西青区，较差
的为蓟州区、宝坻区和宁河区。

5 月 ，20 个 国 考 断 面 中 ，
Ⅰ类~Ⅲ类水质断面 11 个，占
55%，同比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
劣Ⅴ类水质断面 5 个，占 25%，
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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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低 17.1% 、19.2% 、20.4% 、
47.4%。

5 月各区水质综合污染指
数在 0.57~3.66 之间，排名较好
的为和平区、红桥区和河西区，
较差的为滨海新区、宁河区和
静海区。

天津公布5月空气和地表水质量状况

PM2.5浓度同比下降2.1%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任效
良天津报道 记者日前从天津市环保
局了解到，天津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当前正处在清查建库阶段，截至
6 月中旬，全市已完成 7.5 万家企业、
单位的清查工作。

按照统一部署，天津市于 2016 年
年底启动了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前
期准备工作。今年 1 月，天津市、区两
级污染源普查机构已组建完成，共落
实普查工作人员 225 人，选聘普查员
和普查指导员 2078 名。市、区两级普
查机构针对普查工作方法、清查技术
解读等共开展培训 55 期，培训 3655 人

（次）。为全面摸清全市各类污染源底
数，天津市普查机构自主开发了清查
Excel模板，建立了普查数据质量溯源
和责任追究制度，把质量控制贯穿于
普查工作全过程。

在清查建库阶段，天津市自主开
展清查试点，首个全要素清查试点西
青区精武镇全要素清查工作目前已经
结束，全面完成现场入户工作，基本建
立精武镇污染源名录库。

西青区精武镇作为清查试点，在
全要素清查工作中做到了机构、队伍、
方法、责任、宣传五到位，为全市普查
清查工作提供了好的经验和做法。

一是组建领导机构。衔接乡镇政
府，选聘技术支持单位，抽调专职人
员，增补技术人员，形成“部门分工协

作，区镇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工作体系。
二是建立普查队伍。配备了一支由“街镇人员+高校学生”组

成的“1+1”普查组合，构建了街镇人员领路、高校学生指导、普查
对象填表的入户体系，入户、指导、填表各司其职。

三是构建方法体系。构建了基于 GIS 地图、包含“筛库—分
区—配任务—校核”等环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按照“应查尽
查、不重不漏”的原则，逐层精细筛查，初查基础底册，补查部门数
据，筛查僵尸对象，追查遗漏对象。

四是划区分片普查。划分普查小区，分配普查人员，落实普查
责任，实现普查小区对应普查人员、普查人员对应普查责任的职责
体系，保证“清查无盲区”。

五是开展普查宣传。针对本区域普查特点，向普查对象发放
了《致普查对象的一封信》，同时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张贴海报、设
置展板等形式，营造公众重视、支持、配合污染源普查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
任效良天津报道 天津市政府办
公厅日前印发《天津市推广使用
车用乙醇汽油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明确在全市有序推广
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目前，天津全市共有在营加
油站 874 座，汽油年销量总量约
254 万 吨 。 按 乙 醇 添 加 标 准 测
算，每年需燃料乙醇约 26万吨。

《方案》提出，全市将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建设车用乙醇汽油
配送中心，实施加油站改造。其
中，乙醇汽油配送中心由全市统
筹布局，主要依托中国石化、中国
石油等企业现有油库进行改造，
不铺新摊子，依据国家相关标准

及规定建设，并向社会提供服务。
按照《方案》进度安排，2018

年 8 月底前为设施建设、改造阶
段，完成车用乙醇汽油配送中心
建设和第一批加油站改造及验收
工作，具备乙醇汽油销售条件；陆
续对其他加油站实施清洗，提前
消化普通汽油库存。

2018 年 8 月 ~9 月 为 过 渡 阶
段，发布销售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通告。乙醇汽油推广与加油站改
造并行推进，随改造进度陆续销
售乙醇汽油，过渡期内普通汽油
与乙醇汽油同时供应。

2018 年 10 月起为封闭运行
阶段。全市开始封闭销售车用乙
醇汽油，除军队特需、国家和特种

储备、工业生产用油外，全市区域
内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替代普
通汽油。

《方案》规定，相关部门要切
实加强监督检查。强化环境监
管，加强对车用乙醇汽油储存、运
输和销售过程中 油 气 回 收 设 施
正 常 运 行 的 监 管 ，对 推 广 使 用
车用乙醇汽油前后城市空气质
量 变 化 情 况 、使 用 车 用 乙 醇 汽
油汽车尾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分析。依法规范和管理车用乙
醇 汽 油 市 场 ，按 照 国 家 相 关 标
准 对 燃 料 乙 醇 、组 分 油 和 车 用
乙 醇 汽 油 质 量 进 行 监 督 检 查 ，
加 强 对 价格、流通、计量及车辆
清洗的监管。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
者任效良天津报道 天津市环
保局日前印发《2018 年天津市
排污许可管理工作要点》（以下
简称《要点》），提出要推动各相
关 区 完 成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工 业
—屠宰及肉类加工、农副食品
加工工业—淀粉、陶瓷制品制
造、有色金属 4 个行业排污许
可证核发任务。

《要点》提出，要组织开展
核 发 行 业 固 定 污 染 源 清 理 排
查，逐步建立全市固定污染源
企 业 清 单 。 妥 善 处 理 未 批 先
建、批建不符等问题，采取挂单
销账、问题清零的方式，做好
2017 年已经发证火电、造纸等
15 个行业和 2018 年即将发证
的农副食品加工等 4 个行业以
及 京 津 冀 大 气 污 染 传 输 通 道

“2+26”城市涉及重污染天气
应 急 预 案 管 理 企 业 的 清 理 整

顿，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
息平台上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
及排污企业登记管理等工作。

《要点》要求，要推进企业
自行监测、执行报告和信息 公
开制度，组织开展全市火电、
造纸等 15 个行业企业排污许
可证执行报告、台账记录、监
测 数 据 、信 息 公 开 等 执 行 检
查 。 组 织 开 展 排 污 许 可 证 核
发 质 量 抽 查 ，重 点 检 查 污 染
因 子 、执 行 标 准 、许可排放限
值、环境管理要求等内容。

同时，编制排污许可证执
法检查计划，明确全市执法监
管重点和检查频次，组织开展
2017 年核发的火电、造纸等 15
个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执法检
查，查处无排污许可证擅自排
污、超标超总量排污等环境违
法行为，定期公布无证排污和
超标排放污染严重企业名单。

天津印发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目标

PM2.5年均浓度降至59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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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印发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实施方案

10月起实现乙醇汽油替代普通汽油

2018年排污许可管理工作要点印发

推动完成四个行业核发任务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任效良

天津市环保
局今年以来持续
开展环保设施向
公众开放活动，
让广大市民零距
离 了 解 污 水 处
理、危险废物管
理及环境监测等
环保工作。

图为天津市
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讲解员向前来
参观的大学生介
绍在线监测设备
设置情况。

任效良摄

扎实推进污染源普查扎实推进污染源普查

此外，《方案》对各项工作
的组织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
进一步突出强化执法监管、责
任落实和督察考核等方面的保
障措施。

一是要狠抓责任落实。坚
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全面
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
责任、各区属地责任、企业主体
责 任 。 要 求 各 区 要 严 格 落 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充分用
好法律、科技、经济、行政 4 种手
段，将大气污染防治各项任务
分解压实到乡镇（街道）、村（社
区）。

二是要狠抓组织推动。各
市级相关部门要全面强化大气
污染防治任务协调调度机制，
对照任务分工，逐项落实时间
表、路线图、优先序，关死后门、
倒排工期，不打折扣、按时保质
完成各项任务要求，做到可检
查、可考核、能追责。各区要结
合国家及本市任务目标，严格
落实“天天应对、天天调度”的
部署要求，全面加大污染治理
和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力度。

三是要狠抓执法监管。加
强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
的协作，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四是要狠抓督察检查。制

定实施天津市环保督察方案，
建立环保督察制度，以各区为
督察对象，并下沉至部分重点
街镇、工业园区，严格落实环境
保护属地责任。

五是要狠抓考核问责。定
期对空气质量排名靠后和综合
指数、PM2.5浓度不降反升的区、
乡镇（街道）进行公开约谈。

六是要狠抓宣传引导。强化
公众参与，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
实现天津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方案》同时明确，深化控
煤、控工业污染、控车、控尘、控
新建项目“五控”治理，全力应
对重污染天气，并逐一细化了
时间表和路线图。

管控燃煤污染。严格落实
超低排放监管，充分发挥全市
煤电机组和燃煤锅炉全部达到
超低排放标准或特别排放限值
的环境效益。持续开展采暖季
供热企业燃用煤炭煤质检查。
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范
围，9 月底前，制定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区划调整方案。

管控工业污染。实施重点
行业深度治理全覆盖，10 月 1
日 起 ，执 行 二 氧 化 硫 、氮 氧 化
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
别排放限值。7 月底前，制定实
施天津市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对全市 22 套公共煤电
机组启动冷凝脱水深度治理。
加快实施全市 222 台燃气锅炉
低氮改造，9月底前全部完成。

同时，全面防控挥发性有
机物污染，依法完成剩余 293 家
挥发性有机物一般排放企业治
理或关停。深化工业企业无组
织排放管理，全面加快火电、钢

铁、焦化、铸造等重点行业共 25
家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进
度。坚持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和
运输。加大重点污染源在线监
测监控力度，对全市已联网的
99 家重点排放企业严格实施 24
小时动态监控。

管控扬尘等面源污染。强
化施工扬尘管控，中心城区和
滨海新区核心区施工工地实现
智能渣土车辆运输全覆盖。全
面治理全市新排查发现的 3451
块 共 计 42 平 方 公 里 裸 地 。 持
续实施道路扫保“以克论净”和
区域降尘量考核。持续做好秸
秆综合利用和焚烧污染控制，
到 2018 年底，全市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 97%以上。强化烟花
爆竹禁放，落实禁止销售、燃放
烟花爆竹要求。

管控机动车污染。严格管
控 、严 厉 查 处 超 标 排 放 行 为 。
持续推进老旧车淘汰，全年淘
汰老旧车 3 万辆，利用遥感检
测 等 技 术 筛 查 机 动 车 100 万
辆。强化环保、公安、交通运输
等部门联合执法。优化中重型
车辆绕城行驶措施，采取经济
手段引导中重型货车优先使用

高速公路行驶。强化新车源头
管控，研究制定全市第六阶段
国家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实施方案。

针对港口船舶大气污染防
治，天津港口将新增 4 个具备
提供岸电能力的集装箱泊位。
强化工程机械污染防治，8 月底
前，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
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加
强车用油品供应管理，重点依
法查处流动加油车售油违法违
规行为。全面推广车用尿素。

严格新建项目环保准入。
坚持对新建项目严格落实国家
大 气 污 染 物 特 别 排 放 限 值 要
求，对新、改、扩建项目所需的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
有机物等污染物排放总量实行
倍量替代。

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完
善应急响应机制，落实国家要
求，完成 2018 年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修订工作。强化预警应
对能力，确保市级预测预报部
门具备 3 天精细化预报和 7 天
趋势分析预测能力。健全跨区
域集疏港联动机制，开展应急
成效后评估工作。

为确保目标实现，《方案》明
确了 2018 年全市调整产业结构、
改善能源结构、转变交通运输结
构、优化空间布局“四大”结构调
整方面的主要目标任务。

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全面完
成“散乱污”企业集中整治，对“散
乱污”企业实施关停取缔、搬迁和
原地提升改造。建立市、区、乡镇

（街道）、村（社区）四级联动监管
机制，严防“散乱污”企业死灰复
燃。凡被各级督导检查核查发现

“散乱污”企业死灰复燃的，严肃实
施“一案双查”。加快“散乱污”企业
拆除腾退后土地的开发利用，培育
工业发展新动力，加快产业结构
和规划布局优化升级。

改善能源结构。稳妥有序推
进居民冬季清洁取暖，按照宜电
则电、宜气则气的原则，有序推进
全市剩余的 75.6 万户农村居民散
煤清洁能源替代，力争 9 月底前
完成 40 万户。削减煤炭消费总
量，9 月底前，制定天津市煤炭消
费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大力化解
煤耗增量，其中 2018 年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在 4200 万吨以下，发电
及供热用煤占比达到 70%以上。

同时，深化燃煤设施治理，实
施全市工业煤气发生炉（除制备
原料的煤气发生炉外）专项整治，
8 月底前全部完成拆改。加快清
洁能源替代利用，全市可再生能

源电力装机规模力争达到 125 万
千瓦。加强天然气供应保障能
力，全市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力
争达到 90亿立方米以上。

转变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运
输方式，提高铁路资源利用效率，
大幅度提高铁路运输量，鼓励海
铁联运、空铁联运等运输组织，港
口货运铁路集疏运运量力争达到
9000 万吨。优化城市交通出行
结构，推进绿色交通出行体系，轨
道 交 通 运 营 里 程 要 达 到 217 公
里 ，新 投 入 运 营 新 能 源 公 交 车
500 辆。加快推广应用新能源汽
车，全市要新增新能源汽车两万
辆，占全市汽车保有量达到 3%。

优 化 空 间 布 局 。 着 力 破 解
“钢铁围城”问题，8 月底前，制定
实施钢铁行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
化规划方案，全面提升钢铁产业
可持续发展水平。全市行政区域
内 钢 铁 产 能 严 格 控 制 在 2000
万吨。

加快解决“园区围城”问题，6
月底前，制定天津市工业园区（集
聚区）围城问题治理工作实施方
案，对全市 314 个工业园区（集聚
区）依法开展保留、整合、撤销取
缔工作。依法对 49 个国家级和
市级工业园区予以保留，对 35 个
工业园区（集聚区）予以整合，对
10 个工业园区（集聚区）予以撤
销取缔。

稳妥有序推进居民冬季清洁取暖

9月底前完成222台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公开约谈空气质量排名靠后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