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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12 月 8 日，科技创新与
绿色发展论坛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广东省副省
长张少康出席论坛。

会议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化、低碳化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环节，必须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科
技工作，强化科技支撑，通过生态环境
科技创新破解难题，不断增强生态环
境科技有效供给，提升工作能力和水
平，在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同时，不断
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对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做出的系统部
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历史
使命感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创
新。要持续推动科技攻关，构建绿色发
展技术支撑体系；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加强统筹协调，注
重衔接配合。

本次论坛由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
科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应
急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所（应急
所）”）主办，恰逢华南所（应急所）成立
50 周年之际。50 年来，华南所（应急
所）培养了一大批生态环境领域的高
层次人才，产出了一大批生态环境保
护重大科研成果，拟定了一大批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标准政策，成功地处置了一大批
重大突发环境事故，有力保障了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事业的发展。

（李翔宇）

国务院近日印发实施《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
划》）。12 月 11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大气环境
司司长刘炳江介绍：“这是国家继《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之后发布的第三个‘大气十
条’。”

刘炳江表示，在总结过去十年大气
污染治理工作的基础上，本次出台的《行
动计划》传承延续了“大气十条”和三年
蓝天保卫战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主要
是“减煤、汰后、控车、治污和抑尘”的五
大路径。业内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提出，

《行动计划》突出协同减排，其各项措施
统筹兼顾空气质量改善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比以往的治气顶层设计要更加精准，
可操作性更强，是“目前为止我国大气治
污史上最切实可行措施的集大成者。”

体现大气污染防治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协同推进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

十条”作为“一剂猛药”，在 2013~2017 年
期间推动我国空气质量取得显著改善。

随后，2018 年发布的《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完成“大气十条”接
力，实施三年，PM2.5 浓度和优良天数均
提前超额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此后，
社会各界对中国如何持续深入打好蓝天
保卫战充满期待。

作为下一个国家级大气污染治理行
动计划，《行动计划》出台耗时较长，但业
内专家认为其印发的时间节点非常关
键。

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环境空气颗粒物
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南开大学教
授冯银厂认为，《行动计划》一个很突出
的创新在于更加关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保护的关系。

“以前的治理是就污染防治谈污染
防治，现在这种做法已经不适时了。多年
治气攻坚后，我们步入了一个既关键也
特别困难的时期。传统治理方法的减排
潜力在逐渐收窄。”冯银厂认为：“目前已
进入探索污染防治和经济发展协同实现
双赢的阶段。《行动计划》在此阶段印发
格外重要，所释放的信号是要从根子上、
从发展路径去思考大气污染防治的未来
方向，引领大家去努力攻坚。”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大气污染防治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刘炳江以一组数据
举例回答。“这十年我们国家的 GDP 翻
了一番，但 PM2.5 下降了 57%。空气质量
改善是明显的，GDP 增长也是良好的，
所以说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经济、环境、
社会效益多赢。”

此外，他举出多个高质量发展与高
水平保护协同并进的生动案例，并表示
大气污染防治优化和促进了经济绿色高
质量发展。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
心研究员彭应登认为，《行动计划》不以
单纯强调治污或改善某一污染物数值为
主线，而是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

“《行动计划》稳中求进的基调非常
明显，应该说是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治气
顶层设计更加兼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全局。”彭应登认为。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
授、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技术与装备

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叶代启表示，当前，
受世界经济波动下行、外部环境复杂严
峻等因素影响，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存
在波动，这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深
水区的时间阶段重合，一些地区的职能
部门与公众陷入迷茫，对经济与治气两
手抓存在放松苗头迹象。

“《行动计划》作为指导性、纲领性文
件，在此关键时刻印发，对当前及未来长
期的治气攻坚方向有重要影响，可以指
导各地对社会宏观形势进行准确判断，
守好多年大气治理得来不易的成果，推
动空气质量持续改进。”叶代启说。

治气“关键战场”变化，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调整为“2+36”城市
《行动计划》目标指标中提出，到

2025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浓度
比 2020 年下降 1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
数比率控制在 1%以内；氮氧化物和
VOCs 排放总量比 2020 年分别下降 10%
以上。

叶代启认为，2020 年是一个非常好
的基准线值。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地级及以上城市
优良天数比率为 87%，全国 PM2.5 浓度为
33 微克/立方米。“十三五”约束性指标均
全面超额完成。他认为，这一基准线是一
个相对高的要求，将会给各地治气释放
出更多的动力。

冯银厂提出，在目标指标中，《行动计
划》 首次提出要大力推动氮氧化物和
VOCs的协同减排，并明确排放总量限值，
将二者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此前，《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主要聚焦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

“目标的设定是特别重要的，这是将
来考核的基准，提出什么目标，相应的污
染减排就将被摆到重要位置。VOCs 被重
视，实际上是为降低复合型污染服务的，
适应了我国发展的新形势。”冯银厂说。

刘炳江介绍，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城市总数调整为 82 个城市。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由原来“2+26”城市调整为“2+36”
城市。

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从《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的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调整至《行动计划》的汾渭平
原区域。河南省洛阳市、三门峡市则从汾
渭平原区域调整至《行动计划》的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容明显，新增了
河北省秦皇岛、辛集、定州市；山东省枣
庄、东营、潍坊、泰安、日照、临沂；河南省
平顶山、许昌、漯河、商丘、周口市及济源
市等。在汾渭平原区域，由渭南市代管的
韩城市也被此次《行动计划》作为新增区
域予以明确。

笔者注意到，此前《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汾渭平原 2020~2021 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中，已将辛集、
定州、济源、韩城等地划在攻坚范围内。

这也意味着，对那些以前不在重点区
域目标覆盖范围、空气治理不得力的城市
而言，治气不仅面临更大压力，治污标准
也将在要求下进一步加严。

由于长三角南部的城市 PM2.5 基本
实现稳定达标，长三角地区也相应进一
步细化。目前，浙江省、安徽省部分地区
被剔除，上海市、江苏省未作调整。浙江
省细化为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
舟山市；安徽省细化为合肥、芜湖、蚌埠、
淮南、马鞍山、淮北、滁州、阜阳、宿州、六
安、亳州市。

伴随重点区域的变化，上述区域的目
标指标也将参照最新要求———到 2025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PM2.5 浓
度分别下降 20%、15%，长三角地区PM2.5
浓度总体达标，北京市控制在 32 微克/立
方米以内。

刘炳江介绍，调整是根据空气质量改
善的现状，还有大气传输的特点来确定
的。他指出，强化联防联控，是这几年来一
个比较成功的经验，京津冀变为“2+36 城
市”，长三角与京津冀基本上协同打通，可
以整体解决东部地区的大气污染。

各项要求操作性强，精准务实

特点突出
各项要求务实、精准、接地气，成为

多位专家对《行动计划》的一致感受。
“宏观来看，《行动计划》仍然延续了

原来的工作方向，但是，精准程度完全不
一样。”冯银厂举例，《行动计划》中将“交
通运输结构”细化至“货物的运输结构”。

“例如‘晋陕蒙新煤炭主产区中长距离运
输（运距 500 公里以上）的煤炭和焦炭
中，铁路运输比例力争达到 90%’等要求
十分精准，因为那一部分的污染是货物
运输环节中最重的。再例如，过去的文件
中也屡屡提到建筑施工与扬尘的问题，
但是《行动计划》细化提到推广‘装配式
建筑’。这样可以避免来回搬运、加工建
材，便于从根上解决建筑扬尘问题。”冯
银厂说。

叶代启认为，《行动计划》从产业、能
源、交通结构，污染物治理等多个维度层
面提出了具体的新要求，作为纲领性文
件的操作性非常强。

他举例，《行动计划》首次明确提出
“空气质量未达标的直辖市和设区的市
编制实施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同时，“完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
制”部分也提出了“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
空气质量改善先行示范区”“对省界两侧
20 公里内的涉气重点行业新建项目，以
及对下风向空气质量影响大的新建高架
源项目，有关省份要开展环评一致性会
商”等明确而具体的新要求。

冯银厂表示：“《行动计划》中提出很
多措施都很‘接地气’，应该说既有顶层
的设计，又能具体落地。这些措施是我们
总结这十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加
之科学研究结果的支撑，是实践和理论
的结合。措施更聚焦、更精准、更触及污
染根源，其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在将来一
定会进一步凸显。”

彭应登评价，《行动计划》集合了以往
治气顶层设计的经验并进一步细化，集
纳了科学研究、职能管理、政策制定等多
部门的集体智慧，是“目前为止我国大气
治污史上最为切实可行措施的集大成
者。”

“如今站在大气污染治理比较艰难
的时间节点上，后续的工作该如何去做，
我相信在《行动计划》里都能找到办法和
出路。”冯银厂说。

薛丽萍 韦璐

世界气象组织 12 月 5 日发布报告说，
2011 年至 2020 年是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
最热的十年。该组织于正在阿联酋召开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发布这一报告
称，这十年来天气正变得越来越极端，这是气
候变化造成的严酷现实。各国需采取更加雄
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努力实现《巴黎协定》的
全球升温控制目标。

“更多极端高温，挑战更加严峻”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宣布，2023 年是有记

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今年几乎全球都经历了
热浪。2023 年厄尔尼诺现象大大增加了破纪
录高温的可能性，在陆地和海洋引发更多极
端高温，挑战更加严峻。”世界气象组织秘书
长彼得里·塔拉斯 11 月参加该组织一份年度
报告的发布会时说。

美国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州今年 7
月连日遭高温炙烤；位于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
今年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干旱；欧洲南部和北非
多地也出现持续和极端高温，意大利、突尼斯
和摩洛哥分别报告了 48.2 摄氏度、49 摄氏度
和 50.4 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均破当地纪录。

气温升高增加了森林火灾的风险。加拿
大今年的野火季持续超过 5 个月，累计过火
面积超过 18 万平方公里；今年 8 月美国夏威
夷州毛伊岛野火导致至少 99 人死亡，成为美

国百年来致死人数最多的野火；同月，希腊东
北部持续十余天的野火造成数十人死亡，成
为今年以来欧盟境内最严重火情。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科普工作
室首席科学家朱定真日前在接受新华社采访
时说，近年来，全球各地极端高温天气持续时
间长，影响范围大，历史极值不断被突破。

“更多、更强烈、更频繁的暴雨和洪水”
除极端高温天气外，全球变暖也导致全球

和区域降水发生变化，暴雨和洪水频发，造成严
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世界气象组织水文、水与冰
冻圈分司司长乌伦布鲁克日前说：“随着地球变
暖，我们将看到更多、更强烈、更频繁的暴雨和
洪水，从而导致更严重的洪涝灾害。”

今年 10 月下旬，随着“非洲之角”地区进
入雨季，该地区的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
均遭遇持续暴雨并引发洪灾。肯尼亚气象部门
预测，强降雨将持续到明年 1 月。索马里灾害管
理局 11 月底宣布，近一个月来持续暴雨引发的
洪水已导致该国至少 96 人丧生，约 230 万人
受灾。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12 月雨季结束时
索马里可能有 430 万人处于极度饥饿状态。

今年 9 月，地中海地区气旋带来强降雨，
影响了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利比亚多
地，并在利比亚造成严重人员伤亡；5 月，热带
气旋“穆查”从孟加拉湾登陆缅甸，是缅甸 10

多年来遭遇的最强热带气旋；2 月和 3 月，热
带气旋“弗雷迪”袭击非洲南部，是世界上持
续最久的热带气旋之一，导致数百人伤亡。

朱定真说，全球变暖导致的海洋表面温
度升高，使台风和热带气旋发展得更加迅猛，
因此对沿海地区造成的威胁也更大。

“必须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首要任务”
塔拉斯 5 日说：“天气正变得越来越极

端，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大量
研究表明，特别是在过去十年 （2011 年至
2020 年）中，严重高温的风险显著增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每个十年的温度
都高于前一个十年，且没有看到这一趋势立即
逆转的迹象。海洋变暖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正
失去拯救融化中的冰川和冰盖的机会。人类活
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无疑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
原因。我们必须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首要
任务，以防止气候变化失控。”塔拉斯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夏全球多地
面临热浪时也警告说：“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
结束，全球沸腾的时代已然到来。”他呼吁国际
社会在减排、气候适应和气候融资方面采取行
动，以“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胡丹丹 孙晶

极端天气事件这样影响全球

日前，针对第三轮第一
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的
第一批典型案例，社会上出
现了一些不同声音，混淆了
围观群众的视听。

争议焦点在于，案例中
有些地方看起来景色漂亮
了，经济也发展了，“好评”之
下，为何会被通报？其实，只
要深入了解案例详情就会发
现，所谓的“环境变好”只是
表面上的景观改善，背地里
却存在违法违规的事实，并
对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
响。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须以
守法为前提。上项目、搞工
程、求改善、谋发展，本无可
厚非，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原则须坚定不移，法律法
规的红线不容触碰和逾越。

法者，天下之仪也。律
者，所以定分止争也。法律法
规在国土空间规划，水资源
取用，耕地、林地、草地保护，
河道管理等方面作出约束
性、前置性要求，就是为了保

障工程项目合理有序推进、
经济社会安全可持续发展。
此次曝光的案例中，有的地
方打着生态修复的旗号违规
开发，未批先建、违规取水用
水、毁林开垦、占用耕地等违
法违规行为多有发生。种种
逾矩行为，加大生态退化风
险、加重生态环境承载负担、
加剧水资源紧张状况、威胁
生态安全，后果难以估量。

案例所涉点位，不乏地
方大力宣传的项目，甚至被
查前还在热闹地招揽客人。
这些地方表面上环境改善
了，但掩盖了违法违规的事
实。试图用结果正确去证明
过程正确，这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环境改善是以违规占用
耕地、林地、水资源换来的，
这样的改善无异于挖肉补
疮。法律法规是为了维护人
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而制定
的，如果所谓的民生工程与
法律法规背道而驰，就不是
真正为民。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须以
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有人
认为挖湖造景就是改善环
境，但大自然有自己的法则，
在严重缺水的地方挖湖造景
本身就是违背自然法则的。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
共同体，各种生态环境要素
在生态系统中各司其职，如
果遭到人为改变，将影响自
然平衡。挖湖造景名义上干
着改善生态的事，却打破了
原本的平衡，为本就脆弱的

环境再添负担，以缺补缺终究
不可持续。

其实，改善环境不止一种
途径，更佳途径还有很多。一
些缺水的地方通过治理污染、
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退
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等措
施，也取得了生态环境改善的
良好效果。每个地方都应立足
自身自然资源禀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宜林
则林、宜草则草、宜粮则粮、宜
牧则牧、宜渔则渔。一些地方
由于自然条件所限，要让环境
变好、变美，确实非一日之功。
在这种情况下，更要以历史的
耐心，一任接着一任干，而不
是想方设法走捷径，突破法规
底线搞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
程。

改善一地生态环境质量
须以维护整体利益为前提。一
些项目工程得到了部分既得
利益者的拥护，但从整体上
看，侵占的却是公共权益。

大自然的馈赠是慷慨的，
但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在总体

资源量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各
地都各取所需、各谋其利，就
会引发“公地悲剧”。

甘肃、河南等地，不仅本
身水资源紧缺，而且其在取水
用水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
下游地区，关乎流域生态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有限的水资源
要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又如红
树林、沿海防护林，不能因为
其影响本地围塘养殖发展经
济，就不管不顾甚至违规砍
伐，而是要替国家守护好这些
海陆边界生态屏障，漠视和放
任都是对全局发展的不负责
任。

生态环境问题的背后是
发展道路怎么走的问题，是发
展观、政绩观的反映。因此，在
生态环境问题上要算政治账、
长远账、整体账，不能只考虑
经济效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发
展。一些所谓的民生工程打着
为了人民的幌子，即便某种程
度改善了生态环境，实际只是
一小部分人得了实惠，损害了
大多数人的利益。

一些地方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
采取具体措施时应谨慎考虑：
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顺应
了自然规律、符合当地自然资
源条件，会不会影响全局发
展、整体利益。只有取舍对、
平衡好，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群
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也
能让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行
为经得起法律、实践和历史的
检验。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须以守法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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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释放出哪些信号
突出协同减排，新增一批重点城市，措施更加精准

太原市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姻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