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日上午，首
台双源无轨电车悬挂喜庆的
大红色条幅，缓缓驶出农业路
西三环公交场站，郑州双源无
轨电车B2区间开通试运营。

“大辫子”公交 1979 开
通，2010年退出舞台，阔别11
年后，“大辫子”以纯电动能源
的崭新形象回归，零污染、零
排放，成为城市环保攻坚的
“形象大使”。

郑州，因交通而立，因交
通而兴。

“米”字形高铁、空中丝
路、高速路网，如一条条强劲
的大动脉，通联全国，连接世
界；公交、快速公交系统纵横
交错线网覆盖，“环形+米字”
的地铁勾连城市的东南西北。

碧水蓝天、交通畅达，是
这座城市给予千万郑州市民
最美好的馈赠。随着公共交
通体系提档升级和发展完善，
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
提升，“绿城”也有了更深层次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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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环保守护蓝天白云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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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交通提升出行品质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战龙 文 马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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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大脑”，倒逼工业高质量发展

在深化工业污染治理中，“最强大脑”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时间为轴，我们可以清
晰地看到工业治污的发展历程。

2017年，在全市燃煤电厂全部完成超低
排放改造的基础上，全面推进非电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

2018年，开展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确
定了SCR和德国洪堡脱硝技术的治理路线，在
全国率先建成了首条普通水泥和特种水泥
SCR脱硝示范工程，受到国家大气联合攻关小
组专家的高度肯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2019年，市工信局接棒全面推进工业企
业深度治理工作，邀请清华大学专家对我市企
业有组织排放标准、无组织排放实施细则、“一
企一策”方案制定进行了详细讲解和全面指
导。为确保治理效果，由各区县（市）工信和环
保部门、第三方机构专家联合核查，当年全市
共999家企业通过深度治理核查并进行公示。

2020年，市工信局以钢铁、水泥、耐材等
排污企业为重点，持续推进工业企业深度治理
工作，1084家企业通过三方联合核查，全市水
泥、耐材等行业已基本实现超低排放。

“以政策为引领，引导传统企业向新兴产
业转型，倒逼落后企业转型发展。”郑州市工
信局的赵剑伟说，先后制定实施了《郑州市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郑州市智能
化、绿色化、工业技术“三大改造”攻坚专案》
《郑州市推进“亩均论英雄”综合评价实施意
见》《郑州市工业企业分类综合评价实施办
法》，实施差别化用地、用能、用水及环保、财
政等政策支持。

在这背后，信息技术功不可没，截至目前，
已经完成 527 家涉气在线监控系统建设、
1870家视频监控系统建设、2422家智能用电
监管系统建设，初步实现了重点工业企业环保
监管“三网合一”。

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体系构建齐飞，
新兴产业培育和科学精准管控并进的工业体
系逐渐清晰。

拆迁工地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如城市肌体上的一块伤疤，径直裸露在人们眼前，从工地
驶出的车辆掀起几米高的尘土，瞬间遮断了行人的视线。

2014年，郑州启动工地扬尘治理，胡学武作为第一批被抽调人员，对这样的场景司空见
惯。每天，他和同事背着相机，一个工地接一个工地督导取证，“干干净净出去，灰头土脸回
来，衣服、鞋子上的土，厚厚一层”，有时，还会遇到不明身份者拿着铁锹、棍子在后面追赶。

现在，一屏在手，随意点入一家工地，工地“身份信息”、是否存在黄土裸露、违规施工等
问题，就可以在线查看一键知晓。

回望郑州蓝天白云攻坚战，信息化技术无疑是环保管控的“最强大脑”，它通过前端监
控设备和后端AI智算为精细化环保管控措施出台“出谋划策”，探寻城市发展和环保的最佳
平衡点。

行走在郑州，拔地而起的高楼，四
通八达的路网，让我们不禁喟叹国家中
心城市郑州发展的加速度。在感受郑
州日新月异变化的同时，3000 多个在
建工地成了城市发展无法绕开的必考
题，如何解答，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

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
的关系，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
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
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2019 年伊始，郑州试水“智慧工
地”管理，借助信息化的力量寻找发展
与环保的平衡点，助力“一刀切式”粗放
管理向精细化管理提档升级。

郑州首先在9个工地试点安装扬尘
污染防控管理系统，通过前端设备采集

工地扬尘的相关数据，进行后台综合分
析，对在建工地进行“颜色分级”管理。

“通过前端视频监控设备，智能识别
工地是否存在黄土裸露、违规施工和工
人是否佩戴安全帽等。”郑州市控尘办执
法协调处一名工作人员说，为工地评优
提供技术数据参考，根据分析结果评定
出绿蓝黑黄 4个等级，绿色工地可以在
管控期间部分施工，黑色禁止施工。

如果把 2019年的智慧工地建设称
作1.0版，那么 2020年则是迭代升级的
2.0 版本，“前端设备没有变化，主要是
后台软件更新换代，后台 AI智能数据
分析替代原有的人工分析，数据分析更
加快速精准。”负责系统开发维护的金
琥科技的张真豪介绍。

在手机或电脑终端打开系统页面，
用颜色区分的工地信息清晰明了，随意
点开一个，工地的基本信息、实时监控
和案件详情一览无余。

“这些数据汇集到郑州市大数据局
的城市大脑，与环保、公安等部门的数
据实现数据共享，为郑州市环保管控措
施出台提供数据支撑。”郑州市控尘办
执法协调处一名工作人员说。

截至目前，全市 1300 多家在建工
地安装了智慧工地系统，2020年，409
家工地被评为绿色工地。下一步，郑州
将继续深入推行智慧工地管理系统，按
照相关标准，将符合条件的工地全部纳
入智慧工地管理系统，为护航郑州蓝天
白云注入“智慧支撑”。

货车，历来是交警重点管控对象之
一，碧水蓝天攻坚战对货车时间和空间
的管控提出了更加精细化的要求。

“对货车的管控，全国各地交警部
门普遍采取了核发纸质货车通行证的
做法。但是，纸质货车通行证因其自身
的缺陷，导致货车闯禁行等交通违法行
为居高不下，货车管控已成为全国各地
交警部门的管理难点。”郑州市交警支
队秩序科副科长高鹏说。

如何精准把握环保限行政策，在对
禁限行货车实施精准管控的同时，保障
城市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正常运输？郑
州市交警支队给出的答案是，用创新思
维引领科技应用，用智慧应用破解管理
难题。

2019年 7月 31日，经过 4个月的潜

心研究，郑州市交警支队自主研发的
“大气污染防控禁限行车辆电子通行证
系统”开始试运行。

电子通行证与纸质通行证相比，优
势明显。比如，通过“十关联”，达到“十
禁行”“一优化”——多部门数据关联，
实现需要临时管控的货车禁行，自动规
划和优化通行路线。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可以实现
差异化管控。”高鹏说，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期间，按照市攻坚办的管控通知，
对已经申领电子通行证需停运的货车，
实现“一键冻结”；待管控结束后，再实
现“一键恢复”。

高鹏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自 11 月
22 日 17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Ⅱ级响应
后，郑州交警支队通过电子通行证管理

系统，停止办理混凝土运输车、建筑物
料运输车驶入绕城高速——北四环围
合区域内的电子通行证。

仅此一项，市区内高频行驶柴油货
车减少约13%。

2020 年，郑州交警支队通过外地
号牌柴油货车分时段禁行、非刚需车
辆（渣土车、砂石运输车、混凝土运输
车、建筑物料运输车）禁行、柴油货车
单双号限行和国三柴油货车禁行等
措 施 ，中 心 城 区 日 减 少 柴 油 货 车 约
32%。

“从运行效果来看，电子通行证既
落实了‘放管服’便民利民要求，又实现
了货车通行证‘指尖办’和‘秒办’，有效
地破解了货车管控和环保管控的难
题。”高鹏说。

如今，一辆辆崭新的公交车穿梭在
郑州的大街小巷，奏响着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进行曲，增强着千万郑州市民的自
豪感和幸福感。

从无轨电车、燃油车、油电、汽电混
合动力车，到如今的纯电动车，公交车的
变迁浓缩了这座城市的发展，见证了郑
州在时代大潮中的中流击水。

新能源公交车的投放，车辆行驶更
平稳了，噪声更小了，车厢环境更舒适
了，市民乘坐公交车的体验不断升级。

行走在郑州街头，公交专用道、公交
场站、公交港湾、公交电子站牌等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城市慢行系统和
街道景观如诗如画。

生态廊道里，335公里的人行步道、
353公里的自行车道、213个公交港湾，
这一组组数字，充分描绘了

“公交进港湾、行人

在两边、休闲在林间”的城市景观效果。
地铁开通以后，从 2017 年 1月起，

郑州公交相继开通了 59余条社区接驳
巴士线路，覆盖 70多个地铁站点，这些

“S”打头的线路，连接社区和地铁口，以
“门到门”的线路设计和服务理念，解决
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

截至目前，郑州市城区地面公交线
路数量达 347条，线路总长 4785 公里。
郑州轨道交通计划 2023年底运营里程
突破 400公里，“十四五”末运营和在建
里程突破800公里。

一个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为骨干，
常规公交为主体，慢行交通为延伸的一
体化城市公共交通系统风姿尽显。

地铁+公交，市民出行更绿色更便捷

一个平常的周末，杜芳走进新开通的地铁 3号线，
简洁明亮的候车区，人性化的客流导引，智能电子动态
地图，让她真切地感受到地铁的智能和便捷。不一会
儿，车辆抵达二七广场，杜芳和闺蜜开始了吃饭、逛街、
看电影的周末时光。

2013 年 12月 28日，郑州地铁 1号线一期芳华初
绽，26.2公里，贯通郑州的新城旧区，书写了郑州地铁
的开篇序言。

2020年 12月 26日，郑州地铁 3、4号线一期“双箭
齐发”。全市地铁里程达到206.3公里，通联东南西北，
开启了绿城地铁网络化的时代新章。

“根据大数据手段分析预测，2021年郑州地铁线
网日客运量常态化达到183万人次。”郑州地铁运营分
公司副总经理李江涛说。

地铁，缩小了城市放大了生活。公交，丰富了市民的
出行选择。公共交通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着生活在这个

城市的每一个人。

“推行公共交通系统优先发展是城市交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降低能源消
耗、改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2 年，交通运输部正式启动国家“公交都市”
创建工作。郑州成功入选第一批 15个“公交都市”创
建城市。2018 年，被授予“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
称号。

公交都市示范城市的创建，让千万郑州市民切实
感受到了郑州公共交通的新气象新面貌。

截至目前，郑州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机动化分担
率达到 60%以上，公共交通站点 500 米覆盖率达到
100%——标志着公共交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不断增
强，越来越多的市民把公共交通作为出行首选。

预计到2022年，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将达
到 65%以上，全面实现“域外枢纽、域内畅通”的目标。
绿色、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将为这座城市崛起，注
入绿色动能。

时间回拨至2015年，交通运输部评
审通过了《郑州市创建绿色交通城市实
施方案（2015—2017年）》，郑州入选交
通运输部绿色交通试点城市，成为全国
10个试点城市之一。

根据批复的实施方案，郑州绿色交通
城市项目分为5大项共37个具体项目。

——第一项为绿色能源应用类项
目，重点支持天然气车、混合动力汽车和
纯电动汽车项目；

——第二项为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项目，重点支持绿色照明技术和
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第三项为智慧交通建设项目，
重点支持智能化运营管理系统项目；

——第四项为绿色维修和管理项
目，重点支持绿色维修技术应用推广线
网优化管理项目；

——第五项为绿色交通能力建设类

项目，重点支持标准体系建设和模型开
发等项目。

“37个绿色交通城市建设试点项目
高分通过国家验收。”郑州市交通运输局
科技信息处处长段胜勇介绍，最为突出
的亮点就是新能源公交车，新能源和清
洁能源公交车占比100%。

经过对各个项目产生的节能减排
量、替代燃油量进行核算，建设项目综合
核算，每年实现节能量 4万吨左右标准
煤，替代燃油量 1.5万吨左右标准油，减
少 13万吨左右二氧化碳排放，“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郑州交通领域有了
最为生动的实践。

数据或许更加直观。
郑州公交车辆总数6316台，其中插

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2572台，纯电动公
交车 3521 台，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223
台，新能源公交车辆比例达到100%。

智慧工地，守护郑州蓝天白云

电子通行证，规范货车“行为”

试点绿色交通城市，做绿色低碳先行者

美好出行，市民选择更多元

去年年底开通的郑州地铁4号线

郑东新区的无人驾驶智能公交郑东新区的无人驾驶智能公交

行驶在农业路上的“大辫子”公交

郑州市攻坚办供图

截至目前，全市1300多家在建工地安装了智慧工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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