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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调查与思考

——以高密市为例

潘晓文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 山东 高密 261500 

【摘要】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环保人的初心和使命。为摸清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探讨大气污染防治的有效途径和措施，近期，我们采取实地调查、个别走访、座谈交流相结合

的方式，对高密市大气污染治理情况作了深入细致调研，形成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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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把生态环境

全面改善作为主要目标之一，要求加强减排降耗治污。

潍坊市要求高密市 2020 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 47 微

克 / 立方米以内，空气良好率达到 68% 以上。尽管各级

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从潍坊市空气质量监测通报情

况看，高密市今年大气环境形势非常严峻。

1 目前高密市大气污染治理进展
近年来，高密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委部署

要求，明确任务分工，强化责任落实，按照源头防治、

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思路，扎实推进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1+1+8”和“亮剑 2019”系列生态环境攻坚行动，

协同推进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增强技防能力，投入 150 万元新建颗粒物激光

雷达监测系统，连续开展 VOC 质谱走航监测，对污染

源进行溯源分析，精准部署落实管控措施。

二是加强工业企业综合治理，完成 60 家橡胶行业、

2 家建材行业第四时段提标改造，达到重点控制区标准；

完成 28 家工业企业料场堆场全封闭改造；完成 32 家汽

车维修业、66 家家具制造业、6 家包装印刷业、11 家表

面涂装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VOCS）提标改造，达到山

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限值；3 家企业完成燃气锅

炉低氮燃烧改造。新排查“散乱污”企业 17 家，其中

清理取缔 11 家、提升改造 6 家。

三是强化燃煤控制。拆除 4 台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1-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 61.47 万吨，较

时序进度超额压减 7.77 万吨。加快淘汰落后燃煤机组，

已关停万仁热电城北电厂 3#3 万千瓦抽凝型机组、万仁

热电高源电厂 3#、4# 共 1.8 万千瓦抽凝型机组、银鹰化

纤 3#0.6 万千瓦抽凝型机组、万仁热电城北热电厂 2#3

万千瓦燃煤机组。取缔禁燃区内原铁路沿线 4 家经营散

煤企业。完成 12 家清洁煤炭经营点规范性建设，还有

40 家正在完善手续和规范性建设。

四是加强机动车污染管控。依法划定高污染排放车

辆禁行区，严禁柴油货车在禁行区内行驶。开展三次道

路监督执法抽测，查处重型货车超载违法行为 70 起，

闯禁区 48 起，“冒黑烟”车辆 1 起。注销国三重型柴

油货车 251 台。柴油车遥感检测设备正在西外环选定位

置安装，10 月底建成运行。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有新

能源（纯电动）公交车 250 台，332 台出租车全部改造

成双燃料（天然气）。

五是加强扬尘管控。推行“冲洗 + 机扫 + 洒水 + 人

工捡拾”“一点三计量”城区道路深度保洁作业模式，

保洁主街路 42 条，总长度 170895 米，保洁作业总面积

5658747 平方米，绿化带保洁面积 2850876 平方米，全

部实现深度保洁和精细化管理。每周冲洗路沿石、人行

道 2 次以上，最大限度降低扬尘污染。加强建筑、拆迁

工地、预拌混凝土企业扬尘管控，对 13 家企业下达不

良行为 14 条、限期整改通知书 50 余份，2 家企业被予

以黄牌警告，13 家企业被移交行政处罚。检查渣土车

218 辆次，查处违法运输车辆 35 辆次，超载 27 辆次，

查处渣土车漏撒 17 起。完成国土绿化 1.6 万亩，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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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任务。

六是加强面源污染防控。严查烟花爆竹燃放行为，

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 52 起，处罚违法行为人 52

人次。控制农业源氨排放，推广测土施肥大配方 17 个，

建设集中连片示范区 1.5 万余亩，补贴缓释肥 618 吨。

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3%。

2 问题分析
从潍坊市通报的空气质量数据看，2019 年以来至

今年 2 月，高密市的 PM2.5 和空气优良率两项指标，一

致反弹。大气污染表现在天上，根子在地上，关键在人

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缓慢。该市化纤、橡胶、化工、

家具、劳保手套、制鞋、火电等高污染、高排放行业所

占比重较大，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尽合理的产业布

局，排放了大量的大气污染物，且污染物种类多、数量

大、成分复杂。如，有 600 多家企业排放挥发性有机物，

这是大气中臭氧和 PM2.5 的重要前体物；燃煤小锅炉“清

零”行动后，在用天然气锅炉 112 台，二氧化硫减少了，

但依然会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畜禽养殖缺少科学规划，

布局不合理，污染面广量大，养殖臭气污染环境。

2.2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燃煤排

放仍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散煤清洁化治理进展

较慢，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部分沿街商铺、

社区居民仍使用散煤采暖，仅城区就有大量居民使用散

煤炉采暖，均是高浓度低空排放，成为冬季空气污染的

重要来源。

2.3 扬尘问题依然突出。近年来，高密市城市建设

进程逐渐加快，建设、拆迁工地随处可见，城区道路扬

尘污染严重，道路洒水作业和湿法清扫不够全面彻底。

2.4 机动车尾气污染呈日益加重态势，尾气污染严

重且监管难度大。同时，机动车增量大，极易造成交通

拥堵，拥堵时尾气污染更加严重。目前，该市机动车保

有量为 22 万辆（含重型柴油车 5200 辆），并且以每年

约 15000 辆的速度增加，尾气污染严重且监管难度大，

据不完全估算，这些机动车年排放一氧化碳、碳氢化合

物、氮氧化合物约 6000 吨，已经远远超过燃煤污染物

排放量，这不仅是造成城市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

要原因，低空排放的细颗粒物还多为有毒有害物质，对

人体健康危害极大。同时，机动车增量大，极易造成交

通拥堵，拥堵时尾气污染更加严重。如，月潭路上下班

时段；康成大街上下班时段，学生上学、放学时段，机

动车污染对体育局及锐光电子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影响

较大。

2.5 烟尘污染依然突出。餐饮经营场所油烟缺乏治

理，油烟污染也给大气质量改善带来很大压力，高密市

注册登记的 1180 家餐饮经营单位，只有几十家安装了

油烟净化设施，安装率低且经常不正常运行；遍布城乡

的几百家烧烤店，油烟直排屡禁不止，烧烤已成为季节

性污染的重要来源。城市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环卫监管

有盲区，落叶、垃圾焚烧行为时有发生。

2.6 不利气象条件造成污染物持续累积。冬季容易

出现静稳天气，空气湿度较大、扩散条件差，污染物排

放在低空不断积累，雾滴与细颗粒物两者相互作用，迅

速推进形成重污染天气。不利气象条件成为冬季污染天

气形成的客观重要因素。

2.7 对生态环保仍然没有真正重视。“重发展、轻

环保”的思想，环保“让让道”“放一放”“等拖靠”

的想法仍然一定程度存在。对有些环保工作仅限于会议

召开了，文件下发了，没有跟上督导督查，会议、文件

要求的各项措施落实不到位，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格

局尚未真正形成，环境问题仍然突出。

2.8 环境监管机制不健全、能力不足。环境监管工

作点多、面广、战线长，国家从 2016 年就开始要求各

地建立环境网格化监管体系，2017 年 7 月市委专门下

发了工作方案，要求 10 底完成，但至今只有个网格员

名单，根本未有效运行，导致环境问题监管难的现状始

终未改变。同时，环保能力建设和职业化水平与新形势

下环境管理要求相比还有差距，环境监测、监控、预警

手段不足，应急处置和快速诊断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执法人员专业知识不足，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能

力不强。

3 建议措施
3.1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 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发展

严格限定产业准入类别 , 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

产能压减力度，按照“先停后治、分类处置”的原则 ,

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加快推

进铸造、印染、板材加工等传统制造业提档增效、转型

升级。拓展壮大节能环保设备研发制造、节能环保服务、

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等产业链条，加快形成环保产业集

群。

3.2 加快调整能源结构 , 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持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

煤炭消费压减任务。加快淘汰落后燃煤机组，巩固燃煤

小锅炉清零成果。加强集中供热热源和配套管网建设，

大力推进冬季清洁取暖，优先发展城市集中供暖 , 在集

中供暖难以覆盖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因地制宜推进煤

改气、煤改电等分散清洁取暖。农村地区按照“因地制

宜、多元发展、稳步推进”的原则 , 科学合理确定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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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暖的技术路线、取暖方式和推进次序。

3.3 积极调整运输结构 , 推进交通绿色高效发展

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压缩大宗物料公路运输量，

全面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

3.4 优化调整用地结构 , 推进国土绿色开发利用

大力提高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全面加强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 , 引导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

3.5 加强城市管理 , 促进面源治理“精细化”

严格落实扬尘技术导则，大力推进扬尘精细化、常

态化、制度化管理 , 工业企业、煤场、建筑施工、商混企业、

道路保洁、公路施工、露天开采矿山等重点行业严格落

实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 强化施工扬尘监管。

3.6 加强末端治理 , 促进达标排放“全面化”

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提标改造，全面执行大气污染

物超低排放限值或特别排放限值。以建材、玻璃、化工

等行业工业炉窑为重点 , 按照“分业施策、一行一策”

的原则 , 深入推进重点行业 VOCs 专项整治。

3.7 加强应急管理 , 促进重污染应对“科学化”

实行差别化管理 , 严禁“一刀切”方式 , 对行业污

染排放绩效水平明显好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环保标杆企

业 , 应少限产或不予限产。对错峰行业中环境行为特别

优秀的企业 , 免予实施错峰生产。

4 结束语
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保面临的压力和责

任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爬坡过坎的

关键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护碧水蓝天，需要全

社会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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