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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湖北省武汉市近日
出 台《改 善 空 气 质 量 行 动 计 划

（2013~2017 年）》（以 下 简 称《行
动计划》），计划通过实施十大任
务 37 项措施，经过 5 年努力，使全
市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
气大幅度减少。

《行动计划》要求，到2017年，
武汉全市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 均 浓 度 比 2012 年 下 降
20%，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比
2013 年下降 20%，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总体呈逐年增加趋势。

《行动计划》包括一个目标、
十 大 任 务 、三 大 保 障 。“ 一 个 目
标”，即改善空气质量的总体目
标 ；“ 十 大 任 务 ”共 包 括 37 项 措
施；“三大保障”，即组织领导、绩
效考核和资金投入。

突出源头控制

为打好大气污染防治的持久
战和攻坚战，《行动计划》突出重
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大
气污染治理，大幅削减可吸入颗
粒 物（PM10）和 细 颗 粒 物（PM2.5）
污染，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
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
防治机制。

《行动计划》明确的 10 个方
面任务是：加大企业污染治理力
度，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加强
移动源污染防治，减少机动车污
染排放。强化城乡精细化管理，
减少面源污染排放。严格节能环
保准入，优化产业发展结构。加
快调整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
使用率。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城
市 空 间 布 局 ，构 建 绿 色 生 态 屏
障。完善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妥
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完善环保法
规 政 策 体 系 ，创 新 环 境 管 理 机
制。强化科技支撑，壮大环保产
业。加强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
扩大公众参与。

《行动计划》坚持贯彻国务院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基本
要求，坚持“政府统领、企业施治、
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基本理
念。突出源头控制、综合施治、从
严从细、长短结合、部门联动。

任务细分为154项

大气污染防治涉及领域多、
范围广，必须举全市之力，多部门
协同联动、并肩作战。为确保《行
动计划》的实施，武汉市同时制定
了《改善空气质量行动计划任务
分解表》，对照十大任务，将 37 项
措 施 逐 一 细 分 为 154 个 具 体 事
项。每一个具体事项都明确了任
务责任单位和主要配合单位，并
制定了落实任务的时间表，《行动
计划》提出的十大任务、37 项措
施、154 条具体事项，涉及全市 60
余个部门和单位，形成合力共同
防治大气污染。

据悉，武汉市正组织开展《行
动计划》的考核考评工作，将《行
动计划》各项任务完成情况列入
市绩效目标考核体系。考核结果
作为各区、部门和国有企业领导
班子、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
重要依据。同时，强化问责，对未
通过考核的，将约谈有关负责人，
并督促限期整改。

鄢祖海符祖文

实施37项措施 保障组织领导 加强绩效考核 加大资金投入

武汉出台五年计划改善空气质量

本报讯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
增长，机动车污染排放已成为武汉市大
气污染物主要来源。近日发布的《改善
空气质量行动计划（2013~2017 年）》提
出，武汉市要用 3 年淘汰全市现有的 14
万辆“黄标车”，而这一工作将提速，有望
提前一年完成。同时，今年起，武汉市全
面开展了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工作。

武汉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机动车污染排放为
低空面源污染，其氮氧化物排放占全市
排放总量的 31%，每年新增机动车氮氧
化物排放量达 2000 吨，其中，“黄标车”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占 机 动 车 排 放 总 量 的

58%，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较为严重。
武汉市环保局污染防治与控制处相

关负责人称，全市机动车的绝对数量并
不算最大，但机动车的氮氧化物污染较
大，这主要受机动车油品质量、车辆状况
及行驶状况较差影响

因此，《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加快高
排放机动车的更新淘汰，并制定出严格
时间表，今年，全面完成黄标及老旧公交
车更新淘汰。2015 年，淘汰 2005 年年底
前注册营运的 5 万辆“黄标车”，全面淘
汰财政拨款的“黄标车”。2016 年，基本
淘汰现有的 14万辆“黄标车”。

据悉，武汉市正在研究关于“黄标车”

淘汰财政补贴办法的相关操作细则，将淘
汰工作提速。计划提前 1 年，也就是在
2015年年底，淘汰全部14万辆“黄标车”。

同时，武汉市今年还将全面开展机
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市车防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全市已建成的环保检测
线有 38 条，上半年如可以建成 60 条，即
可全面启动相关检测。

此外，武汉市要求，对环保不达标车
辆不得发放环保和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不得上路行驶，同时利用电子不停车收
费系统（ETC）实施机动车环保标志信息
化管理，“黄标车”限行范围扩大至三环
线（含）以内道路。 谷萍

制定黄标车淘汰时间表
力争 2015 年底提前一年淘汰 14万辆黄标车

本报讯 长江生态文明策会日前
在武汉市蔡甸区召开，国内生态、环
境及规划领域专家学者齐聚江城武
汉，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与
会专家学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联合发
布“武汉共识”并向全社会呼吁：为建设
美丽中国，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
务副会长、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党
组副书记祝光耀主持会议，第十一届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
进会会长陈宗兴出席会议并讲话，湖北
省政协副主席郑心穗出席会议。

长江生态文明武汉策会已连续
举办三届，此次会议以“城市生态文
明建设战略与对策”为主题，共同研
讨了《武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规划》，
为武汉生态文明建设出谋划策。

湖北省环保厅党组成员、纪检组
长王定济指出，2013 年环境保护部
正式批复湖北省开展生态省建设试
点工作，为湖北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一个良好载体。湖北省将
利用这一机遇，着力优化生态环境、发
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让“千湖之
省”蓝天长驻、青山常在、碧水长流。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中国工
程院院士李文华等专家围绕《武汉生

态文明建设战略规划研究》及长江流
域生态文明建设“把脉”。院士专家
建言，武汉市应担起整个长江流域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任。

会议安排代表们参观考察了蔡
甸沉湖湿地、桃花园生态景区等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问题联合
研究中心主任刘昌明说，武汉生态文
明理念已经树立，目前更重要的是可
行机制的建立。以沉湖湿地为例，补
偿区域内因生态保护而利益受损的种
植户、养殖户等机制创新让他感觉此行
有所收获：“蔡甸向全国提供了经验。”

2013 年 6 月，蔡甸区在全市率先
争创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力争在
2015 年率先建成武汉城市圈首个达
到国家标准的生态区。

会议最后发布了“武汉共识”，呼
吁把城市发展的强度控制在城市资
源生态环境承载力之内，大力发展生
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营造生态人
居、培育生态文化、提升生态交通、建
立生态制度，谨防城市生态问题向周
边乡村和辐射地区转移。倡议加强
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着力营造山清水秀天
蓝的生态人居环境。

魏红明 余桃晶 鄢祖海

专家学者把脉武汉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顶层设计 打造宜居环境

见到李媛的时候，她正在实验室
用滴定管配制溶液，做生物样本试验。

她是环境生物学博士，环境监测
技术能手、武汉市第十八届职业技能
大赛状元。2010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
业后，李媛一直在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
工作，任监测一室副主任、工程师。

李媛说，从每一滴溶液的量取，到
操作台面的摆放，每一个细节都决定比
赛的成败。她认为，注意细节的目的不
是为了比赛或培训，而是为了养成一种
习惯，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据悉，环境监测项目比赛涉及的
内容多而广：大气、水、噪声、辐射、生
物等等。李媛所学专业是环境生物
学，关于大气、噪声等很多内容都是
平时没有接触过的，怎样才能全部掌

握呢？面对繁忙的工作，她尽量合理
安排，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只要
有时间就拿起书本学习。比赛涉及
到的知识点看似很多很杂，但经过仔
细分析，每个繁琐的知识点，都可以
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李媛说，平时除了要对环境采样
分析外，还要负责武汉市应急监测，
遇到突发事件要加班加点工作。武
汉市目前 166 个湖泊存在不同程度
的污染，除总磷、总氮等超标外，生物
多样性也是一个重要评价指标，比如
污染的水体中蓝藻、摇蚊、水蚯蚓等
耐污生物多等等。

李媛告诉记者，目前，她和 3 人
小团队正在对武汉 166 个湖泊的生
物群落和数量进行摸底调查，为武汉
湖泊治理提供技术支撑。这个项目
计划在近两年完成。

本报讯 武汉市黄陂区环保局近日
约谈佳海工业园物业管理公司和开发部
负责人，就佳海工业园环境隐患问题提
出要求。

近年来，佳海工业园入驻企业行业
杂乱，企业自上小锅炉使用劣质煤和边
角余料，焚烧垃圾、冒黑烟现象时有发
生，周边群众投诉较多，还有雨污分流设
计不合理，导致少量污水外排等现象。
同时，还存在少量企业合同期内中途转

租、新入驻企业未办理环评手续等情况，
存在相当大的环境风险。

约谈中，黄陂区环保局要求佳海公
司及工业园物业管理部门、开发部门要
提高环境意识，科学规划雨污管线，彻查
园区入驻企业名称、行业、锅炉等情况，
报黄陂区环保局备案。加强园区管理，
把燃气锅炉作为引进企业的入驻条件，
新上项目一律到黄陂区环保局办理相关
手续。

佳海工业园物业管理公司承诺 3 月
前制定园区环保管理办法，设立环保专
班监管园区，同时清查企业现状，清理雨
污管网，配合做好改燃工作。

佳海工业园是黄陂区最早的工业园
区，黄陂区环保局希望通过对园区的综
合整治，探索出一条工业园区环境监管
新途径，以利于以后对全区工业园区进
行环境监管。

陈斌

黄陂约谈问题突出园区
要求加强入驻企业管理，科学规划雨污管线

◆李蒙蒙 李勇

图为实验室中的李媛。 李蒙蒙摄

武汉投资3亿治理东湖通道
项目施工过程中实行全程监理

精通技能 学以致用
——记环境监测技术能手李媛

本报讯 为有利于《改善空气质量行
动计划（2013~2017 年）》的贯彻落实，武
汉市坚持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原则，围
绕“两调一减”行动路线（加快调整产业
结构和布局、加快推进调整能源结构和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削减），推进空气质量
达标。

2017年全市煤炭消费总量要
在2012年基础上实现零增长

围绕能源结构调整，武汉市全面实
施清洁能源改造。2014 年完成二环线
至三环线范围内 755 台燃煤锅炉、窑炉
清洁能源改造，2016 年完成 3 个国家级
开发区清洁能源改造，2017 年完成全市
省级工业园区清洁能源改造。同时，增
加清洁能源供应，到 2017 年，全市煤炭
消费总量要在 2012 年基础上实现零增
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煤炭清洁
化利用，到 2017 年，全市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要比 2012 年降低 20%。

围绕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武汉市
计划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淘汰落后产
能任务。2014 年，完成三环线内化工企
业关停或搬迁。2017 年年底前，基本完

成中心城区水泥、平板玻璃等重污染企
业的搬迁、改造，研究并制定钢铁、石化
行业重污染生产线搬迁、改造工作方案
并有计划推进实施。全市 3 个国家级开
发区、化工区和蔡甸、江夏、汉南、黄陂、
新洲区新型工业化示范园总体达到生态
工业园区标准。

对重点行业企业实施清洁生
产审核

在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武汉
市主要从治理工业污染、控制机动车污
染、减少扬尘污染、减少餐饮油烟和废弃
物焚烧污染排放等方面推进。

治理工业污染将抓大治小，点面结
合。武汉市加快推进武钢、武石化、阳逻
电厂等重点企业脱硫脱硝改造。对重点
行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2017 年重
点行业排污强度要比 2012 年下降 30%
以上。2014 年完成全市加油站、储油库
和油罐车油气回收综合治理。

控制机动车污染将实施“油、车、路”
改善同步推进：武汉市加快提升车用燃
油油品质量步伐，2014 年年底前，全面
供应国Ⅳ车用柴油，力争尽快供应国Ⅴ

车用汽、柴油。2015 年城区公交车 65%
以上为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车，新能源汽
车累计推广量不低于 1万辆。

武汉市的施工扬尘、道路扬尘和堆
场扬尘，对 PM2.5 的贡献率在 20%左右，
控制和减少扬尘是有效改善空气质量的
重要环节。武汉市在建设工地推行安装
雾化喷淋降尘设施，所有拆除工地必须
实施湿法作业。建立施工扬尘污染违法
行为与工程投标资格、资质管理联动机
制，2014 年起，中心城区（含开发区、风
景区和化工区）建设工地文明施工合格
率 达 到 95% 以 上 ，新 城 区 达 到 90% 以
上。2014 年完成全市范围内堆场扬尘
污染整治，2015 年年底前，渣土运输车
辆全部安装卫星定位系统。

减少餐饮油烟和废弃物焚烧污染排
放也被列入削减重点。武汉市新建住宅
类小区住户将全面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同时实施老旧社区家用油烟直排设施环
保改造，到 2017 年，排放油烟的餐饮服
务 场 所 全 部 安 装 高 效 油 烟 净 化 装 置 。
2014 年，武汉市还将出台秸秆资源综合
利用鼓励政策，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同时
严厉查处违规焚烧废弃物行为。

魏红明 鄢祖海

确定两调一减行动路线
2017 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要比 2012 年降低 20%

■ 2014年任务

◎完成二环线至三环线范围

内 755 台 燃 煤 锅 炉 、窑 炉 清 洁

能源改造。

◎完成三环线内化工企业关

停或搬迁。

◎完成全市加油站、储油库

和油罐车油气回收综合治理。

◎年底前全面供应国Ⅳ车

用柴油，力争尽快供应国Ⅴ车用

汽、柴油。

◎中心城区（含开发区、风景

区和化工区）建设工地文明施工

合格率达到 95%以上，新城区

达到90%以上。

◎全面完成黄标及老旧公交

车更新淘汰。

武汉市打响新年治霾“第一炮”。近日，武钢集团江南燃气热力公司服役近 40年的 3根烟囱被爆破拆除，每年可减少排放二
氧化硫221吨、氮氧化物64吨、烟尘265吨。图为烟囱爆破瞬间。 杨志于海涛摄

■ 严格监管

■ 淘汰提速

■ 调整结构
本报讯 春节期间，武汉市东湖

通道的施工随着大批工人返乡基本
暂停，而环保部门的例行巡查并未放
松。武汉市首次实行对重点项目的
全过程环境监理，环保监察人员进驻
工地，同步防控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
污染。据悉，东湖通道项目的环保投
资达 2.93亿元。

元宵节刚过，武汉市环境科学研
究院的工作人员雷刚来到碧波宾馆
附近，督察东湖通道四标段工地的沉
淀池建造进度。去年 12 月 9 日起，他
和 同 事 徐 威 每 天 巡 查 一 遍 全 线 工
地。不过，他们监控的不是工程进度
和质量，而是东湖一汪碧水。

全长 10.63 公里的东湖通道穿湖
而过的部分达 7000 米，横穿筲箕湖、
汤菱湖、郭郑湖和团湖四大子湖，总面
积占东湖水域面积的90%以上，水质达
到可以下水游泳的Ⅲ类水质标准。

如何在项目建设同时保护这颗
“江城明珠”？东湖通道在施工过程
中，从工程设计、准备、施工、竣工到后
期运营，全程都有环保专家“盯梢”。

东湖通道环境监理总工程师郑
川介绍，监理对象涉及东湖区域的水

质、空气、噪声、生态等，其中水体是
监管重点。根据设计方案，施工首先
要在湖中打下钢板修筑围堰，抽干围
堰内的湖水后，清挖湖底淤泥，才能
开始建筑隧道主体。工程完成后，隧
道上方覆盖泥土，拆除围堰，湖水重
新回到施工占用的原有湖面。施工
过程中稍有疏忽，生活污水、生产废
水、淤泥尘土等都可能污染水体。

在湖底通道最长段的四标段，湖
中围堰从磨山风景区门口绵延至梅
园广场前，两台挖土机正在下挖通道
基坑。现场安全总监张安洲称，整个
项 目 共 有 6 个 标 段 ，高 峰 时 期 有 近
4000 名工人在场作业，每天产生的
生活污水直接接入市政管网，或用槽
车拖往污水处理厂。

通道建设过程中，湖底基坑内设
置截水沟、沉淀池和排水管道，截留
收集施工废水、泥浆等，经过沉淀处
理后再回用于物料冲洗及洒水防尘，
废水不会进入东湖。

总投资达 79.95 亿元的东湖通道
计划今年年底内主体贯通，其中用于
保 护 湖 区 生 态 环 境 的 环 保 投 资 达
2.93亿元。 王勇 刘舒鄢祖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