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山东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的趋势已

初步确立，环境守法的态势正在形成，环境管理的措施日趋多元，整体

环境质量实现连年改善和提升。

总体来看，全省水环境质量保持了持续改善的良好势头

●2017年1-7月，国家“水十条”考核

断面中，优良水体占比提升至59%，完成

并超过年度目标3 . 6个百分点

2012年以来，在GDP年均增长7 . 6%的背景

下，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省控重点河

流COD和氨氮平均浓度年均分别下降1 . 8%和

9 . 5%

在国家淮河、海河流域治污考核中分别蝉

联“九连冠”和“七连冠”

南四湖实现了由劣Ⅴ类向Ⅲ类水体的跃

升，昔日污染严重的“酱油湖”脱胎换骨成

功跻身全国水质优良湖泊行列

比2013年下降22 . 4%

提前两年完成国家“大气十条”下达的“2017年PM2 . 5平均浓度

比2013年下降20%左右”的目标任务

全面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开展污染地块修复试点，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2016年底，省政府

批准印发《山东省土

壤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方

案》，明确土壤污染

防治目标任务：

明确分年度对各市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进

行评估，2020年对工作方案实施情况进行

考核，评估和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的重要依据

●劣五类水体占比保持在8 . 4%，完成并

超过年度目标1 . 2个百分点

●有27个断面水质较基准年实现了类别

的跃升

●省控重点河流主要污染物COD和氨氮

平均浓度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 . 0%和

20 . 0%

2013年以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连续4年同比改善

平均浓度为76微克/立方米

2015年全省细颗粒物（PM2 . 5）

2017年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继续保持改善势头

PM2 . 5 PM10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平均浓度65微

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9 . 7%

平均浓度120微

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10 . 4%

平均浓度30微

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28 . 6%

平均浓度38微

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2 . 6%

重污染天数平均11 . 7天

同比减少1 . 9天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平均51 . 6%，同比增加2 . 9个百分点

●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

率达到90%以上

●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95%

以上

土壤污染调查

农用地分类管理

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

加强污染源监管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加强科技支撑

提出开展7大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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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又一个月、一个季度又一个季度的数据，显示着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进程

山东环保，一直在路上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今年上半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平均为51 . 6%，同比增加2 . 9个百分
点。而这2 . 9个百分点的由来，是上半年4项
主要大气污染物——— PM2 . 5、PM10、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9 . 7%、
10 . 4%、28 . 6%、2 . 6%。

仰望蓝天，心舒气朗。在环保人眼里，
蓝天就是这样一串串专业数据，以及这些数
据改善背后的机制、措施、努力。

遭遇挫折之后思考长效机制

大气生态补偿制度，是山东在全国的
首创。 2 0 1 3年，山东环保遭遇前所未有
的挫折：作为实施《山东省2 0 1 3－2 0 2 0
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的第一年，也即我
省“蓝天梦”的起步之年，山东却同全国
很多地方一样，初次见识到了雾霾的威
力，一年终了，结果却是“一年的污染反
弹几乎抵消了前两年的治理成果”。也正
是这样的挫折，促使山东环保去思考：究
竟怎样才能稳定、长效地推动大气环境质
量改善？

2014年2月，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环境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气质”考核、
生态奖补迅速引起热议，当年带来全省
PM2 . 5平均浓度同比改善16 . 3%，引发全

国多地效仿。截至今年上半年，省级财政
已累计发放生态补偿资金8 . 04亿元，有关
市累计上缴3849 . 5万元，全省空气质量继
续保持改善势头。

最初，山东大气生态补偿办法侧重于
改善，尤其是原本空气质量基础较差的内
陆城市，通过建体系、明机制、强措施，
实现了较大改观。今年，山东作出调整，
不仅强调改善，还要促进胶东半岛城市群
空气质量绝对水平的提升、打造山东沿海
城市自由呼吸的“气质”名片。对于空气
质量连续两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
市，省政府将予以通报表扬并给予一次性
奖励，免除下一年度考核；各项大气主要
污染物年均浓度达到相应标准的，也给予
最高6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原本空气质量底子较好的沿海城市，积
极性得到很大调动。上半年“气质”考核结
果出炉，日照市获得1698万元生态补偿资
金，摘得17市之冠。紧随其后的莱芜、青
岛、枣庄、济宁，获得省级奖补的数额都在
1600万元以上。

这5市之中，既有最初开始实施生态奖补
制度时一般认为改善空间不大的沿海城市，
也不乏被认为因产业结构在“气质”改善上
特别“吃亏”的城市。专业人士认为，通过
“气质”考核制度的不断完善，从当初考核
时的“一枝独秀”，到渐渐“群峰竞秀”，
是一种进步。

诸多创新举措在全国叫响

流域治理的“治用保”、环境监测的第
三方运营等，都是山东环保在全国叫响的创
新举措。

“治用保”综合施策，曾被称为天下治
污“第一难”的南四湖如今芦苇荡漾、碧波
粼粼，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水标准，保
障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调水的顺利实施，也
为我国北方地区流域环境治理探索出了一套
模式。环境监测的第三方运营，则从根本上
解决了环保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自
说自话的尴尬局面，保障了环境监测数据的
真实可靠，为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数
据基础。去年，国家上收了所有国控空气质
量监测站点，到2018年，还要全面完成国家
监测站点及国控断面的上收工作，建立国家
直管的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这
其实就是对山东创新的大面积复制。

启动生态损害赔偿工作试点，“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建立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在中央
统一部署下，更多创新在山东落地起效，环
境保护和治理愈见章法。

环境持续向好趋势初步确立

在推动山东造纸行业蝶变之后，2016

年，我省持续推进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完
成270万吨生铁、270万吨粗钢和1960万吨煤
炭去产能任务。

截至去年底，全省大气环境质量和水
环境质量分别连续4年和14年同比改善。4
项大气主要污染物PM2 . 5、PM10、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平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改善
32 . 7%、25%、50 . 7%、20 . 8%，从2013年
开始的“跨越八年的蓝天梦想”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省控重点河流在2010年全
部恢复鱼类生长的基础上，2015年底基本
消除劣五类水体。2016年，在国家淮河、
海河流域治污现场核查中，分别赢得“九
连冠”和“七连冠”。截至今年7月底，国
家“水十条”考核断面中，优良水体占比
提升至59%，完成并超过年度目标3 . 6个百
分点；劣五类水体占比保持在8 . 4%，完成
并超过年度目标1 . 2个百分点；有27个断面
水质较基准年实现了类别的跃升。

一个月又一个月、一个季度又一个季度
的数据通报和形势研判，显示着山东环境质
量一步一个脚印、持续踏实改善的进程。环
境质量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在
齐鲁大地，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也早已不是
环保一个部门的工作，而是省委省政府、各
级各部门、企业单位、社会公众的共同责
任、共同努力，全省水、气环境质量持续向
好的趋势得以初步确立。

2014年4月15日一版，对山东首次环
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进行报道，刊发稿
件《7029万！我省首次奖补“气质”改
善》。

2015年8月12日一版，就信发集团华
信电厂7台燃煤机组爆破拆除，刊发稿件
《 山 东 启 动 全 国 环 保 拆 违 “ 第 一
爆”》。

2017年4月8日一版，报道《山东省
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出台，提出
将于2017年底前全面实行河长制，建立
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

要闻

噪2017年底前，山东全面实行河长制。今年
4月，出台《山东省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方
案》，明确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面实行河长制，建
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省级设立总河
长、副总河长和省级河长，由省委书记、省长共
同担任总河长。

噪2017年初，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首
批对淄博、东营、潍坊、济宁、泰安、日照、莱
芜、聊城、滨州、菏泽10个城市，开展了为期1
个月左右的环境保护工作督察。今后，争取每两
年对17市全面进行一遍环保督察。

噪2016年12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启动生态损害赔偿工作试点。

噪2016年12月，省政府印发《山东省落实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明确了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责任
分工和保障措施。

噪2016年，《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出
台，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

噪2016年9月，《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
划》印发实施，划定2万平方公里陆域生态保护
红线区域。

噪2016年6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山东省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
保护工作职责（试行）》，首次明确了各级党
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环境保护工作职责，
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
制度。

噪2015年12月，《山东落实<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实施，立足山东水
污染防治工作实际，提出了跨越35年的全省水环
境质量改善和水生态系统恢复目标，全力打造山
东水污染防治升级版。

噪2015年11月，省政府召开省会城市群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会议，山东省会城市群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机制正式启动，推动省会城市群协同治
污、联合执法、应急联动等工作。

噪2014年2月，在全国率先出台环境空气质
量生态补偿办法，并不断完善，通过“气质”考
核、生态奖补，有效推动山东大气治理进程。同
年，空气质量改善情况纳入全省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体系。截至今年上半年，省级财政已累计发放
生态补偿资金8 . 04亿元，有关市累计上缴3849 . 5
万元。

噪南四湖由重污染湖泊晋升全国水质良好湖
泊。2011年，南四湖列为全国首批八个水质良好
湖泊试点之一，昔日污染严重的“酱油湖”脱胎
换骨。2013年11月，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
通水，经连续监测，输水干线水质稳定达标，南
四湖实现了由劣Ⅴ类向Ⅲ类水体的跃升。

噪2013年，印发实施《山东省2013－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提出跨越8年的“蓝
天梦”，到2020年，努力实现全省空气质量改
善 5 0 % 左 右 。 截 至 目 前 ， 已 制 定 实 施 一 期
（2013－2015年）和二期（2016－2017年）行动
计划，将各阶段改善目标和重点任务分解到各
市、各部门。

噪2013年，发布实施《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和火电、钢铁等5项重点行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利用8年时间，分4个时
段逐步加严。自201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第三
时段排放限值，各项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
严。标准实施四年多来，有效地引导企业转型升
级或提标改造生产和治污工艺。

噪2013年，省环保厅、省公安厅联合印发
《全省公安环保联勤联动执法工作机制实施意
见》，携手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5年来，省
环保厅、省公安厅联合对菏泽市东明县“4·26”
暴力抗拒环保执法案件等20余起案件实行挂牌督
办，为快速侦破案件、依法打击犯罪活动提供了
有力支持。

噪2012年8月，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全
面启动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转让—经
营”（TO）模式，试水环境监测体制改革，
环境空气质量好坏不再由环保部门“自说自
话”。2013年1月起，每月对17市空气质量排
序，并向媒体公开，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得
到认可和好评。

（□记者 王亚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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