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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人大

昨日，4 座燃煤锅炉拆改，明
年，263 个燃煤锅炉将陆续退出历
史舞台。

而燃煤锅炉的拆改，实际上也
是《白皮书》中的第一项工作：郑州
市市区（含市内五区、航空港区、郑

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燃煤锅炉
改用天然气等清洁燃料，不具备改
造条件的实施拆除，其中10蒸吨以
下燃煤锅炉（145台）2013年完成拆
改；10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118
台）2013年完成总数的50%，2014年

基本完成拆改。
各县（市）、上街区主城区燃煤

锅炉改用天然气等清洁燃料，不具
备改造条件的实施拆除，其中10蒸
吨以下燃煤锅炉（281台）两年内拆
改完成，2013 年完成不少于总数的
50%，2014 年全部完成拆改；对 10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105台）列出
整治计划，限期安装高效除尘脱硫
设施，污染物排放达到烟尘≤100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200 毫
克／立方米，氮氧化物≤200毫克／
立方米(电力企业达到行业排放标
准)；对 20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限
期安装在线监控装置。

加快市热力总公司6家热源厂
（东明路、政七街、枣庄、二马路、郑东
新区和兴隆）“煤改气”工程建设，
2015年年底停止使用燃煤。

对位于中心城区的郑州新力
电力有限公司启动改造工程，2016
年完成 3、4、5号 3台机组“煤改气”
工程；1、2 号机组进行提标改造，
2015 年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特
别排放限值。

为了郑州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我市“蓝天”工程燃煤锅炉拆改战全面打响

4座燃煤锅炉昨日拆改
263座燃煤锅炉明年将完成历史使命

本报记者 李娜 成燕 文 丁友明 图

作为基层网格长，她天
天和社区老百姓打交道，深
刻感受到他们特别渴望郑州
能有更多的蓝天白云，环境
质量能进一步改善。“社区拥
有环保监督员，大家对环境
保护工作非常重视，我们认
识到，‘环境保护，人人有
责’，需要每位公众的积极参
与。”她建议，市政府今后出
台更多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
新政策、新举措，同时充分调
动网格长的力量，在全市织
出密密的环境保护工作网，
真正让爱护环境成为每位市
民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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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景明，杨柳堆烟；蓝天绿水，一碧万顷；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这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这是一个满眼绿色的家园——来过郑州的人，都会被这里的文化

和风景而迷恋；离开郑州的人，则会将古城弥漫的绿色留在记忆里——这既是郑州市886万人民的殷切
希望，也是我市在环境保护方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和强度的目标所在。

昨日，伴随吊车将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4台10蒸吨燃煤锅炉部件拆卸下，我市“蓝天”工程
燃煤锅炉拆改战役全面打响。到2014年，我市计划基本完成263座燃煤锅炉拆改工作。

空气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建设环境优美城市，呼吸洁净空气，是省会各界和广大群
众的共同心愿，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放眼望去，一个为了郑州蓝天绿水的浩大工程正在逐步开展，蓝图已绘就，行动看今朝。

守护一方青山碧水，全市
社会各界都发出了强有力的声
音——

郑州作为全省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其环保情况和整
体形象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
而且关系到整个河南的形象。
加强环保工作，实质是树立城市
形象、打造城市名片。

郑州的形象，关系到河南的
投资环境，关系到整个河南的经
济发展。作为中国第一文物大
省、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的省会，
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全省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郑
州不仅仅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
排头兵的作用，更要在环境保护
方面先行。

2012 年 12 月 8 日，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吴天君在《PM2.5监
测：一项不容小觑的民生大事》
上批示：调研报告分析透彻，所
提建议值得重视，召开常委会听
取PM2.5发布与治理措施。

随后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议
上，吴天君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
说，PM2.5 值体现了一个地方的
产业结构，体现了一个地方的发
展方式，体现了一个地方的城市
管理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指
标。全市上下要充分认识大气
治理的严峻性、艰巨性；要制定
大气治理工作方案，强化各级的
责任；要切实加强领导，确保治
理效果，保证一年初见成效、三
年大见成效、五年实现达标。通
过 PM2.5 的治理，倒逼产业结构
调整、倒逼发展方式转变、倒逼
城市管理水平提升。

2012 年 12 月 4 日，我市召开
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市长马懿
也表达了对环保工作的重视。
他在会议上说，加强环境保护是
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关系当前与
长远、国计与民生、和谐与稳定
的大事。做好环境保护，抓好污
染减排，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关键在做。具体

讲，就是要做到“五个减排”，即
要在调整结构中减排，走绿色发
展之路；要在改革创新中减排，
增强绿色发展动力；要在持续推
进中减排，拓展绿色发展空间；
要在生态建设中减排，改善绿色
发展环境；要在保障民生中减
排，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2013年3月10日，正值“全国
人代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战在北京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将环境
保护工作作为了他的代表议案。
白红战说，PM2.5 的主要影响源
有四个方面：汽车尾气、工业废
尘、燃煤烟尘和工地扬尘。“我提
的议案主要是针对《大气污染防
治法》中涉及汽车尾气的一些法
律条款。因为PM2.5是最近几年
才提出来的，所以在新形势和新
任务下，我们要提出新的法律条
款对污染问题进行规范。”他建议
要从四个方面完善《大气污染防
治法》中机动车污染防治内容：第
一，从机动车生产、销售、登记、使
用、检测、维修、报废以及油品等
各个环节，全面考虑机动车污染
防治问题，完善管理体系和管理
制度。第二，应增加黄标车限行、
老旧车辆淘汰、城市机动车总量
控制，征收机动车排污费等综合
性措施，以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
宏观管理。第三，要增加对超标
车辆上路行驶、车辆不进行环保
定期检验、超标车辆在限期内不
治理等行为的处罚，建立起适合
我国国情的机动车环保监测维护
制度，通过明确的法律责任增强
法律的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第
四，防治机动车污染、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环保、发展改革、公安、交通、商
务、工商、质量监督等部门相互配
合、齐抓共管。法律条文对部门
职责要有明确的规定，使各部门
能够各司其职，密切合作，加强对
违法行为的查处，实现对机动车
污染的有效控制。

能呼吸清新的空气，能经常
看到城市上空的蓝天白云，能在
碧水柳岸的金水河畔散步，能掬
一把熊儿河清澈的河水……这是
郑州市886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就在今年年初的市十三届
人大六次会议上，人大代表们对
此就提出了不少议案和建议。

其中，被列为 2013 年 20 件
重点办理建议中，岳德常代表提
出的关于加快郑州黄河湿地公
园建设的建议和李蝴蝶代表提
出的关于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的培育、引导和扶持力度
的建议就和环境息息相关。

在昨日拆改燃煤锅炉的现
场，亲历这一幕的人大代表们再
次倾吐心声：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康利达
集团公司董事长薛景霞说，每个
人和每个企业都有责任从自身做
起，为建设更美丽的郑州作出贡
献；省人大代表、市交运集团董事

长赵军伟说，环境保护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
委会法制室主任李艳说，环境保
护对于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权益、
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的意
义；管城区人大代表、南关办事处
花园村社区副主任付丽萍说，作
为基层网格长，我天天和社区老
百姓打交道，深刻感受到他们特
别渴望郑州能有更多的蓝天白
云，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

人大代表们这么说，普通百
姓也这么说——

在现场，家住附近的十八里
河村的村民张军旺和李张智就
由衷地感叹：“我们就在宇通公司
对面住，今天启动的燃煤锅炉拆
改行动，让我们看到了政府改善
环境的决心。作为老郑州人，我
们真心期待城市拥有更多蓝天白
云，希望我们的后代在享受城市
文明发展的同时，能呼吸上更新
鲜的空气。”

宇通公司将拆改燃煤锅
炉活动放到现场，作为一家
大型企业，在环保方面作出
了表率。她希望这样的活动
可以促进全市人民热爱环
境、保护环境的意识。保护
环境，人人有责，为了让郑州
的天更蓝、水更绿，人们生活
的环境更加和谐美丽，每个
人和每个企业都有责任从自
身做起，为建设更美丽的郑
州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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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此次启动的 2013“郑
州环保世纪行”活动以“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
和谐美丽郑州”为宣传主
题，意义深远，影响巨大。
市人大常委会、市委宣传
部、市环境保护局等组织媒
体联合针对群众反映的环
保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
采访，督促环境问题尽快得
到解决，这种方式非常好。
她表示，今后，市交运集团
将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
作，从节约能源、逐步淘汰
黄标车等环节入手，认真履
行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为
郑州天更蓝、水更清作出应
有的贡献。针对黄标车淘
汰过程遇到的“瓶颈”问题，
她建议，有关部门应出台相
关配套支持政策，支持企业
完成黄标车使用清洁能源
改造，减少机动车对大气的
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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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对于维护人
民生命健康权益、经济社会
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人大常委会对此高度重视。
从立法方面来说，2005年，市
人大常委会出台了《郑州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今年，
将修订该条例列入了人大立
法计划，希望通过充分的调
研认证，出台一部符合郑州
实际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科学
的、完善的法规，为郑州的经
济发展和美丽郑州作出积极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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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目前空气质量到底如何？
PM2.5值能否让市民满意？

对此，市环保局局长蔡玉奇告
诉记者一组最新的数据：

近年来，我市处于城市化快速
发展时期，从 2005 年至 2012 年，
GDP 总量由 1661 亿元提高至 5547
亿元，建成区面积由 262 平方公里
扩大至 373 平方公里，煤炭消费总
量由2112万吨增加至3500万吨，机
动 车 保 有 量 由 98.5 万 辆 增 长 至
210.5万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幅
增长，环境压力日益加大。在今后
一段时期，我市经济总量、能源消
耗、人口数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生
态资源、环境容量和经济快速发展
的矛盾仍将加剧，并将长期存在。

今年年初，我市出现了持续雾
霾天气，主要污染物为 PM2.5。根
据研究分析，形成雾霾天气的三大

主要污染源分别是燃煤、机动车尾
气和扬尘，加之我市冬春季气候干
燥、降水较少及沙尘、静风、逆温等
不利气象条件，导致雾霾天气频繁
发生，大气环境形势日趋严峻。

我市能源结构仍以煤炭消费占
主导地位，原煤消耗达 3500 万吨/
年，占能源消费比重73%，其中燃煤
电厂消耗约 2000 万吨/年，煤炭燃
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
尘，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明显。

我市机动车污染日益严重，全
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 210 万辆，
其中市区达 106.9 万辆。全市黄标
车达 23.8 万辆，其中市区 10 万辆。
占机动车总数11.3%的黄标车，其污
染物排放量占机动车排放总量的
70%左右。

扬尘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又一主
要来源，除自然扬尘外，主要包括建

筑工地扬尘、道路交通扬尘和堆场
扬尘等，目前，全市共有大小建筑工
地 2000 余处，其中大型工地 700 余
处，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较大。

近年来，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以推进污染减排为主线，以环境
综合整治为抓手，通过采取优化产
业结构、调整工业布局、改善能源
结构、实施燃煤锅炉拆改及烟气治
理、扬尘污染控制、机动车尾气治
理、秸秆禁烧等一系列大气污染防
治措施，使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
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由于大
气污染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加
之大气污染由多种因素造成，不仅
需要强化企业和政府的责任，更需
要广大市民同努力、共奋斗，积极
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治的良好
氛围，促进我市大气环境质量的持
续改善。

市民的心声是最大的民生。
为了让那些“蓝天碧水”的希

望早日实现，一场叫作“蓝天”工程
的“战役”在我市打响。

2013 年 4 月 22 日，本报全文刊
登了《郑州市“蓝天”工程白皮书》，
对我市三年的环保工作列出了时
间表，这也成为我市环保史上的一
件大事。

《白皮书》郑重指出：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
艰巨的任务，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郑州市政府发布《“蓝天”工程
白皮书（2013—2015）》，向公众阐明

了未来三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
政策措施，这既是市政府向全社会
的郑重承诺，也是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争取全民参与的具体举措。

郑州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着力推进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将以更加坚定
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
力的措施，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促
进大气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以实
际成效取信于民。

《白皮书》向市民作出了允诺：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全面推进、重点突破
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和属地

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健全政府负责、
部门联动、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统
一监管的工作机制，完善“蓝天”工
程长效机制。实施污染物总量和煤
炭消费总量“双控制”，注重燃煤锅
炉拆除和改造“双推进”，突出电力
行业和水泥行业“双提标”，强化机
动车污染和施工扬尘污染“双防
治”。力争用三年时间，使全市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分别下降8%、30%、10%，PM2.5下降
5%，极端气象条件造成的雾霾天气
得到遏制，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
稳定并有效改善，实现污染物总量
减排与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相统一。

民意：
环境美好是我们的“中原梦”

形势：环保工作势在必行

允诺：“蓝天”工程势如破竹

代表心声

本版统筹 范 强 李金鹏 张 辉
胡凯林 牛章 陈国保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拆改燃煤锅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