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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
电（记者高敬）生态环境部
部长李干杰说，2019 年，污
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关键进
展。2020 年，要确保实现
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
目标。

他是在 12 日至 13 日在
京召开的 2020 年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作出这
一表示的。

“ 2019 年，污染防治攻
坚战取得关键进展。”他表
示，去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系统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
核心，积极作为，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持续减少，未达标城
市细颗粒物（PM2 . 5）浓度
继续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总
体改善。

水环境治理是 2019 年
污染防治的“重头戏”。

李干杰介绍，当年基本
完成 899 个县级水源地 3626
个问题环境整治任务；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 2899 个黑
臭水体已消除 2513 个；全面
完成长江流域入河、环渤海
入海排污口排查；推进长江
“三磷”专项排查整治；完成
2 . 5 万个建制村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

此前，北京市生态环境
局通报，2 0 1 9 年北京的
PM2 . 5 年均浓度为 42 微
克/立方米，全年重污染日
仅 4 天，连续 280 天未发生
PM2 . 5 重污染。

不只是北京的蓝天在
增加，多数城市的空气质量
也在同比改善。2019 年前
11 个月，全国 337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 PM2 . 5 浓度为
3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 . 9%。

同时，净土保卫战扎实
推进。2019 年，我国完成农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坚
定不移禁止洋垃圾入境，全
国固体废物实际进口量同比
减少 40 . 4%。

“实践证明，当前污染
治理的方向和路子是正确
的，应当长期坚持和不断完
善。”李干杰说，“ 2020 年要
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
阶段性目标，坚持方向不
变、力度不减，打好打胜污
染防治攻坚战。”

国务院 2018 年印发的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提出，到 2020 年，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15%
以上；PM2 . 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 年
下降 18% 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达到 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 2015 年下
降 25% 以上。

李干杰说，2020 年要全面完成《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目标任务，狠抓重点区域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积极稳妥推进北方地区
清洁取暖，持续整治“散乱污”企业，深入推进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同时，要进一步加大非重点区域治
污力度。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日益凸
显，李干杰透露，今年生态环境部将启动黄河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同时深入推进长江入河、渤海入海排污
口的溯源整治。

“今年还要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他表
示。此外，要强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并组织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排查整治。

李干杰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牢固树立大局
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更好服务高质量发
展。同时，要注重方式方法，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严格禁止“一刀切”，避免处置措施简单
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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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真“一微克”留住“北京蓝”
北京大气污染攻坚战成效显著

从奔向“北京蓝”到留住“北京蓝”，北京的
脚步从未停歇。

20世纪 80 年代，北京以消烟除尘大会战
治理二氧化硫、烟尘等煤烟型污染为主战场；
90 年代以来，实现从工业污染治理延伸到生活
等领域的综合防治，1998 年起组织实施了 16
个阶段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2013 年以来，聚
焦 PM2 . 5 治理，深入开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18 年开始，聚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打赢蓝天保卫战……

记者从正在进行的北京两会获悉，北京市将
继续打好蓝天保卫战，积极面对减排难度持续增
大的挑战，坚决完成 2018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的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根据今年 1 月 3 日发布的数据，在区域空

气质量同步改善、气象条件较常年整体有利的
情况下，2019 年北京大气四项主要污染物均有
明显改善，PM2 . 5 年均浓度为 42 微克/立方
米，二氧化氮、PM10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二氧化硫年均浓度稳定达标并连续 3 年浓度保
持在个位数，全年重污染日仅 4 天，连续 280 天
未发生 PM2 . 5 重污染。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0 年，北京
市将实施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
治条例，严格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继续
推进农村地区散煤清洁能源替代，进一步提高
北京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积极推
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

虽然，在秋冬采暖季节，空气重污染过程在
北京仍偶有发生，但随着过去 20 多年北京对燃
煤治理的有序推进，从前开窗、出门可闻到的刺
鼻煤烟味，逐步销声匿迹，燃煤锅炉房脏乱差的
运行环境也荡然无存，平房居民冬日里买煤、搬
煤、拢火、倒灰的场景已鲜为人见。

监测数据显示，北京与燃煤直接相关的二
氧化硫的年均浓度，已从 1998 年 120 微克/立
方米，降低到 2019 年 4 微克/立方米。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于建华说，在能

源消费总量刚性增长的形势下，北京燃煤消费
量从峰值 3000 余万吨降至当下 400 万吨以内，
电力、燃气等能源占比超过 96%。由内及外、
行业协同，能源配置一升一降之间，呈现出一座
北方城市能源结构调整的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近年来，北京在治理大气污染上践行“一微克
行动”，在能源结构、运输结构、产业结构、精细管
理、区域联防联控等领域精准发力，一微克一微克
地去抠、一天一天地去争取，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据了解，北京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近年来逐步
提升，从最初以行政管理为主，到目前采用法规、
标准、政策、技术等综合施策；累计出台大约 70项
地方环保标准，体系全国最全、标准限值全国最
严；集中攻关，取得 PM2.5来源解析、京津冀大气
污染治理协同等科研成果；运用市场、税收、补贴、
价格等经济政策推动生态环境保护，2018年起排
污收费改环境税后，应税大气、水污染物适用税额
标准按国家法定幅度上限执行；建立覆盖街道（乡
镇）的高密度 PM2.5监测网、总悬浮颗粒物（TSP）

监测网和地表水监测网，实现低成本、高密度、
小型化传感器技术在大气监测领域的应用。

于建华说，北京在实践、总结和学习国际
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城市空气
质量管理体系，以空气质量监测评价、源解析
和污染源清单等科技手段为支撑，在环境规
划、法律标准、环境执法、经济政策、全民参
与、区域联防联控等方面逐步建设和完善。

北京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分
阶段持续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措施，污染
物排放强度逐年下降，被纳入联合国环境署
“实践案例”，为全球其他城市、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的城市提供借鉴。

业内人士共识，北京大气污染防治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目前，北京的 PM2 . 5 浓度仍没
有达到环境空气质量国标，距离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值也尚有差距，特别是秋冬季空气重污染
过程偶有发生。留住“北京蓝”，仍需久久为
功。 （记者倪元锦）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春运，“她们”的三个身影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宇轩）记者跟随南京

客运段 D3072 次列车，感受新一年铁路春运的
变化。列车上，“送健康、送祝福、送文化”活动
十分精彩，旅客们纷纷放下平板、摘下耳机，乐
在其中。其中三个身影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

“她”借列车车窗倒影整理护士帽

这是杨雨琳第一次跟随医务团队参加列车
义诊。她毕业不久就进入南医大二附院体检中
心工作，当初没想到有机会在高铁上义诊。

列车缓缓驶出南京站站台时，年长的医生
们正抓紧布置义诊台，把血压计、听诊器和宣
讲册摆放整齐。雨琳脱下厚棉衣，换上护士
服，和另一位年轻护士在车厢连接处整理着
装。苦于没镜子，当列车驶入隧道，雨琳机智
地把头凑近车窗，借助玻璃倒影调整头上的护
士帽。

准备妥当后，雨琳和其他几位医师给大家
送上“您吃对了吗？”主题的健康宣讲。“大家不

要一回家过年就松开腰带、大吃大喝！暴饮
暴食对身体不好。”旅客们纷纷放下手机，听
起妙语连珠的宣讲。“比手机上的段子有意
思，学会了回家也要跟家里人讲讲。”在苏州
学习烘焙的旅客李洪杰说。

“她”为旅客书写了数百个“福”字

狄亚楠正在挥毫泼墨，尽管车厢里环
境有些嘈杂，却没能干扰她的心思。车从
南京开出还没到合肥，桌上大大小小的
“福”字堆了几十幅。一面车窗上贴好了她
刚写好的对联：“金猪摇尾辞旧岁，玉鼠探
头迎新年。”

亚楠在南京客运段工作，每到春运，同
事们都鼓励大家给旅客表演节目。“感觉自
己也没啥才艺，想起以前常教女儿书法，干
脆就用书法给旅客送祝福吧。”

亚楠写的福字独具创意，笔画间藏着
一只只小老鼠的图像。列车快到安徽六

安时，她和几位高铁乘务员一起把福字送到
旅客手中。“这几年动车高铁越来越快、越来
越稳，写春联的墨汁都不会洒出一滴。希望
借‘鼠’祝福大家，‘鼠’你最棒、‘鼠’你最
好。”

“她”用手绘漫画普及安全知识

钱程身着警服，手中拿着一张张漫画，耐
心地向乘客讲解铁路安全知识。漫画中一位
胖乎乎的可爱民警，戴着红色袖标，把一根巨
型香烟举起掰断。漫画旁边写着标语“全列
车、烟报警。若吸烟、必严惩。”“上车下车莫拥
挤，文明有序又防盗。”“都是同路人，动武要三
思。”钱程用业余时间在搜集警示案例，改成漫
画，再配上一些幽默诙谐的标语，做成警示牌。

她告诉记者，“春运期间，客流量很大，安全
风险多。如果只用文字或把惩处措施告诉旅
客，会比较枯燥。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大家会心
一笑后，不忘列车安全规定，平平安安到家。”

雪雪原原上上的的铁铁路路检检修修员员

 1 月 1 3
日，白音库伦综
合 维 修 车 间 职
工 在 作 业 点 清
理积雪。

中铁呼和浩
特局集团有限公
司锡林浩特综合
维修段白音库伦
综合维修车间的
职工们，负责锡
林郭勒大草原上
40 多公里的铁路
检查和养护。冬
日的草原冰雪覆
盖，寒风凛冽，轨
道上常常堆满积
雪。临近春节，
白音库伦综合维
修车间的职工们
坚守在雪原上，
增加工作班次检
修铁路线，保障
春 运 旅 客 出 行
安全。

新华社记者
刘磊摄

列车南来北往，团聚气氛
渐浓。春运前夕，记者踏上从
井冈山到北京西的 D734 次
列车，跟随列车值班员卞菁的
脚步，记录下了“两块表”的故
事。在南昌西站站台，女儿朵
朵在爸爸的陪同下赶来看几
天不见的妈妈。短短几分钟，
朵朵在卞菁左手手表旁，画了
一块歪歪斜斜的黑色“手表”，
“妈妈，我和爸爸在家等你”，
童真的眼神直戳人心。

闪烁的泪光饱含依依惜
别的不舍，转身的刹那道尽坚
守岗位的不易。一边是割不
断的亲情，一边是沉甸甸的责
任，一块是思念，一块是坚守。

这对母女深情的告别，
是日常生活的一幕，也是“舍
小家、为大家”的缩影。据中
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
统计，今年仅南昌客运段就
有 4500 余名职工参与到春
运运输服务中。记者记录下
的，只是千千万万铁路职工
中的一位，捕捉的也只是忙
碌工作中的一段。

普通的瞬间，往往动人
心弦。短视频《两块表》播发
后迅速在各大主流媒体和社

交网络平台广泛传播，让众多网民产生共鸣，
纷纷留言：有人说，“和老妈约好了，今年回家
过年”；有人说，“在列车上看得泪流满面，为
辛勤奉献的人们点赞”……

春运路上，有铁路运输的进步，携手同行
的温暖。记者看到，从井冈山到北京西往返
的普速列车换成了全新的动车，朵朵第一眼
看到 D734 次列车就说，“妈妈的车，是新
车”；动车卧铺上多了人性化设计，床头增加
了数据线接口，充电更加便捷。

在职责与亲情的交汇里，想做到两全，却
总难兼顾，铁路人如此，其他行业又何尝不
是？无数人默默奉献与付出，凝聚起集体的
智慧与力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又保障个人
的安居乐业。最美的约定是团圆，最好的担
当是坚守。朝着奋斗目标，努力做好自己，美
好生活的花朵就会在你身旁悄然绽放。（记者
胡振华、黄浩然）据新华社南昌 1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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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琳（左）参加列车义诊前，
在车厢连接处和同事整理着装。

新华社发（刘宇轩摄）

▲狄亚楠在车厢内为旅客书写
福字。

新华社发（李世杰摄）

▲钱程手拿漫画，为旅客讲解铁
路安全知识。

新华社发（范玉朋摄）

贵州“人畜混居”

整治全部完成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李惊亚）记者从贵州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了解到，目前，贵州省 7 . 12 万户“人畜混
居”整治任务已全部完成，彻底改变了当地农村传统的
居住方式。

长期以来，贵州部分农村人和家畜混居在一栋房
子里，虽方便喂养和照看，却带来突出的环境和卫生问
题。2019 年，贵州强力推进农村“人畜混居”整治，按
照分类指导、精准管理的要求，以年底前全面完成整治
任务为目标，制定了月进度计划，实行整治一户、销号
一户。

据了解，贵州省住建厅针对农村“人畜混居”情
况，如同层混居、分层混居等特点，组织编印了整治
技术手册，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形成了新建
独立圈舍、原址整治、实施集中圈养等整治技术
路线。

针对没有新建圈舍用地条件的，鼓励采取原址整
治；针对饲养规模较大的，鼓励采取集中圈养等。通
过实际案例，从整治技术、成本测算等方面，指导各地
推进“人畜混居”整治。

同时，印发了整治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各级政府
和相关部门的具体责任、实施重点，鼓励群众积极
参与，实施分类推进、分步整治。

省级层面还加大了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累计
安排 1 . 5 亿元补助资金，全面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和 4 类重点对象，按照深度贫困地区及毕节市户
均 5000 元、其他县区户均 3000 元标准下达补助
资金，并对整治任务较重的县区另外增加补助
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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