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被国家环保部约谈到蓝天白云“霸
屏”。其实，商丘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多年来，我市矢志不移的推进城市建设，
城市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进入 2016
年，因“三站合一”高铁站建设需要，道北拆
迁进入攻坚期，再加上古城建设以及很多重大
项目纷纷上马，随之而来的是污染面不断增
加，再加上当时防治经验不足，当年 4月，我
市因PM10超标被国家环保部约谈。

“被国家环保部约谈后，市委、市政府直
面问题，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
置，以‘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
气，坚持全市动员、全民参与、全域治理、全
面防控，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市
环保局局长丁凡华说。

2016年全省环境整治攻坚战动员会后，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坚持每天听取了解一次情
况，两天作一次实地暗访调研。其他市委、市
政府领导根据分工，不分昼夜检查督导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暗访大气污染问题。各县区主要
负责人亲临一线指挥，分管副职亲自带队现场
执法检查。

为确保整治成效，市政府拨出专款3700万
元用于环保设备、道路清洗设备、空气质量监
测设施购置，三区六县累计投入 7000多万元，
用于购置道路冲洗设备；各类企业、建设公司
累计投入9000多万元，用于建设扬尘、非施工
工地治理工作。

大气污染防治，必须做到横到边、纵到
底，为此，我市实行市县乡村定人、定责、履
责、问责的网格化环境监管格局，把大气污染
防治措施由中心城区延伸到各县、产业集聚
区、城乡接合部、重点乡 （镇、街道办处
事），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以日保月，以
月保季，以季保年，突出重点，联防联控，实
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统一部署、统一安排、统
一评价和统一考核。

大气污染防治事关商丘发展大局，打赢这

场战役，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现实需要，为
此，我市立足于长远，制定治理扬尘污染、治
理工业大气污染等九项精准治理措施，狠抓落
实，最终扭转了大气污染防治的被动局面。

为彻底治理扬尘污染，我市加强建筑施
工、道路施工、拆迁工程、土地整理等重点扬
尘点源排查监管，突出抓好抑尘降尘措施落
实，确保全方位监管、全过程治理、全领域落
实，要求施工工地务必达到“六个百分之百”。

与此同时，我市还统筹推进“调、改、
关、停”等综合措施，对工业企业没有实行达
标排放的，立即实施停产治理；全面实现工业
企业达标排放，有效减轻工业污染对大气环境
质量的影响。

多法并举，多管齐下，久久为功。2016年
商丘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192天。
2017年，再上一个台阶，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到227天，步入全省先进行列。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治理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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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如练变化万千，蓝
天如画纤尘不染。连日来，

商丘呈现出蓝天白云的视觉盛
宴，“商丘蓝”刷新了城市颜

值，刷爆朋友圈，正如有网友所说
“但愿时光静止，有蓝天，白云，和风，

如此甚好”。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截至8月26日，商丘PM10、PM2.5平均浓度分别
为108微克/立方米、59微克/立方米，分别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2微克、1微克，今年我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累计为 131 天，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1
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我市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强力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蓝天保
卫战，打好碧水、净土保卫战，同时以打好工业
企业绿色升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等标志性攻坚
战役为重点，坚持依法治污、科学治污、全民治
污，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如今，“商丘
蓝”渐成“常态蓝”，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全面
改善。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商丘高质量发展腾出了环
境容量和空间，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一
季度，我市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

生态文明建设直接关系着人民福祉，关
系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正如丁凡华所说， 生态文明建设是商丘
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改善城市形象的难得机
遇，只有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才能让我
们的城市环境更优美更宜居，才能更好地实
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进而推动产业
升级。

天蓝、地绿、水净，是宜居宜业的标志。
多年来，我市以“水清、水净、水美”

为目标，以持续改善全市水环境质量为核
心，坚持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着力恢复河
流生态功能。

加快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污水
处理厂二期和市第二污水处理厂一期以及虞
城县、宁陵县、夏邑县、柘城县等县污水处
理厂建设进度，同时，围绕新建污水处理

厂，同步建设配套管网，污水管网与污水处
理厂同步建设、同步建成、同步投运，尽量
提高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

着 力 恢 复 河 流 生 态 功 能 。 按 照 “ 控
源 截 污 、 内 源 治 理 、 生 态 修 复 、 活 水 保
质 ” 的 要 求 ， 系 统 推 进 城 市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 持 续 黄 河 生 态 引 水 ， 保 证 市 区 9 条
河 流 形 成 生 态 流 量 ； 统 筹 推 进 涉 水 重 点
攻 坚 ， 对 全 市 205 个 加 油 罐 、 77 家 养 殖
企业实施限期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依
法 取 缔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保 护 区 所 有 违 法 建
设项目。

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力度，培育绿色生发
沃土，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严防新增土壤污染。严格控制在未污染
土地建设可能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的项目，
防止重金属污染物从已污染地区向未污染地

区转移。
构建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今年年

底前，结合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建设，
整合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环境质量例行
监测、污染源普查、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等土
壤环境监测数据，配合完成省级土壤环境信
息化管理平台建设。

强化空间布局管控。根据土壤环境承载
力和区域特点，合理确定区域功能定位、空
间布局。

与此同时，按照“综合治理、循环利
用、绿色发展”的要求，实施化肥、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行动，着力整治农村面源污染。

多措并举，持续推动水环境质量稳步提
升。今年 7 月份，商丘市国控省控地表水责
任目标断面水质全部达标，达标率 100%，环
比提高 12.5个百分点。

让“商丘蓝”变“常态蓝”，需要持续发
力，久久为功。

紧紧抓住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
期，确保到2018年年底全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大幅减少，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明显突破。这，是《商丘市2018年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专案》的目标，更是努力
方向。

抓好治尘三个环节是重中之重。严格落实
扬尘污染“一票停工制” “黑名单制度”，对
达不到“六个百分之百”的各类工地，依法予
以处罚并责令建设施工企业停工整治；坚决取
缔“黑渣土车”营运，严格查处渣土车进出冲
洗不净、不按规定路线行驶、不按规定时间运
输、不湿法作业等行为；强化拆迁扬尘管控，
对建筑物进行湿化处理。

标本兼治，需要下大力气，更需要“壮士
断腕”的勇毅与决断。

——积极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工程，确保今
年 10月底前，市区铺设供热管网不少于 40公
里，新增供热面积不少于 197万平方米，并完
成省政府下达的3万户“电代煤、气代煤”“双
替代”任务。

——着力优化城区产业结构。依法推动玻
璃制造、建材、水泥等行业有序搬出城区。

——逐步改善交通运输结构。全面完成车
用油品质量升级，加快老旧车淘汰。2018年完
成19606辆老旧车淘汰任务。

——着力加快工业废气治理。9 月底前，
全面完成1家电解铝企业和1家钢铁企业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改造。10月底前，鼓励 1家
炭素企业试点开展超低排放改造。

与此同时，持续深化“散乱污”企业整
治、持续深化城市清洁行动，彻底解决“垃圾
围城”问题，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以生态环境的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的高

质量，近年来，商丘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和艰
苦卓绝的实践，可喜的是，商丘依托生态资源
优势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

如今，投资30多亿元的睢阳区生态古城建
设风生水起，示范区依托优美生态，正在打造
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梁园区关停铝加工等高
耗能产业，加快高新区建设，发展大健康产
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我市还打
响五金领域以“机器换人”为引领的现代工业
革命，并且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通过保税物流
内陆港，打造集保税仓储、国际物流、跨境电
子商务于一身的外向型经济城市。

今年一季度，我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等经济指标
增速位居全省前三位。生产总值完成 503.81亿
元，同比增长9.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3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

●让“商丘蓝”变“常态蓝”

●生态环境是商丘发展的现实需要

【选题策划 郭文剑 统筹 宋圣英 胡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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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通达商丘。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蓝天碧水运河岸。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高铁在蓝天下的商丘通过。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蓝天白云下的商丘城蓝天白云下的商丘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坤崔坤 摄摄

蓝天下的商字雕塑。本报记者 石 松 摄 蓝天下的商丘古城。本报记者 崔申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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