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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守护宝鸡蓝
——市生态环境局2021年治污降霾工作纪实

温瑶瑶

2021 年我市共收获 295

个蓝天，同期相比，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增加 13 天；

市 区PM2.5 年 均 浓 度

40μg/m3，同期相比，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4.9%。

这一组新鲜出炉的“成绩

单”，是对我市治污降霾工作

最好见证；这一增一减，是绘

制生态宝鸡的有力画笔。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我

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在汾渭

平原和关中城市中排名第一。

那么，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背后的“成功密码”是什

么？请随笔者一起探析——

295个蓝天创新高

生态环境治理事关千家

万户，同样也是市委、市政府

重点推进的一项“民心工程”。

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

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宝鸡蓝”频频刷爆“朋友圈”，

珍稀鸟类成了摄影师镜头中

的“常客”。

市民为何能频频看到“宝

鸡蓝”？这得益于我市决策

者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其实，宝鸡不光在山水上

做文章，还在治污降霾上寻

“偏方”，透过紧锣密鼓的日程

表，我市治理大气污染的坚定

决心和科学稳慎的工作部署

清晰可见——

2021 年 11 月，我市召开

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

会议暨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推

进会。市委书记惠进才指出，

全市各级要坚持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落实宝鸡市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清单，推动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好转。

11月份，全市秋冬季治污

降霾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市长杨

广亭表示，全市上下要聚焦重

点领域，落实防治措施，扎实

做好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推动

全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市政府分管领导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分析研究大气污染防

治形势，及时印发秋冬季攻坚方

案、散煤和生物质管控方案、扬

尘治理通知等，针对管控等重

点，通过开展暗查暗访、专题会

议部署、现场会议推动等多种方

式，补短板、强弱项。同时，市委

组织部从县区和部门抽调县级

领导、工作人员28人，市生态环

境系统抽调18人，加强铁腕治

霾指挥部办公室人员力量。

一次次重要会议，一项项

周密部署，一场场联合执法行

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齐心协

力攻关，最终受益的是居住在

这里的群众。“2021 年，蓝天

白云极为常见，空气质量好得

都舍不得宅在家。”已在宝鸡

生活了 10 个年头的河南人周

涛，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

是打开手机查看当天的空气

指数。为了进一步增强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2021 年，我

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

盼、所急，坚持源头治理与严

格管控并举，精准施策、强力

推进，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除了蓝

天白云可以感受，精确的数据

更能说明问题。相关数据显

示，我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4.04，同比下降 8.8% ；重污

染天数 6 天，同比减少 2 天；

PM2.5 平均浓度 40μg/m3，

同比下降 14.9% ；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 295 天，同比增加 13

天，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

居汾渭平原和关中城市第一。

精准治理促落实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是

一场持久战。如何打赢这场硬

仗？“当然少不了科学研判、

精准施策。”市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如是说。

2021 年，我市针对不同季

节的主要污染源进行精准管

控，做到系统周全谋划，对标

对表阶段攻坚目标任务，每月

开展一次调度，召开一次点评

会，采取排名通报、下发督办

单、实地督导等方式，促进任

务落实。此外，实施小时预警，

对县区、镇街空气质量指标异

常的及时通知，快速处置。

“我们每天都会召开形势

分析研判会，提出管控措施，检

查督促落实。每周一召开会商研

判会，对一周的空气质量形势分

析，发布预测通知。”市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在此基

础上，根据“一市一策”专家组分

析研判，对污染问题源头进行靶

向治理，推动了全市大气质量指

标的持续向好。

2021 年，市生态环境局以

减煤、控车、抑尘为目标，一场

场大气污染治理行动拉开大

幕。我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 57

万，再加上过境车辆，汽车尾

气污染防治任务重。为此，市

生态环境局采取的手段是内

外兼修。对内，对非道路移动

机械开展了一次摸底调查，并

对其进行编码登记。对外，重

点加强建设施工、工矿企业、

市政交通、物流园区、铁路货

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状

况的监督检查，严查工程机械

超标排放和“冒黑烟”现象。据

统计，全年共抽检非道路移动

机械 653 辆，查处超标排放非

道路移动机械 126 辆。

值得注意的是，煤炭正成

为污染生态环境的重要“元

凶”。我市聚焦秋冬季关键时

段，严肃查处城市建成区焚烧

秸秆、垃圾等行为，对散煤和

生物质管控工作进行常态化

检查。与此同时，还印发了 60

万份《禁止燃烧散煤和生物质

燃料倡议书》和《散煤和生物

质燃烧污染宣传资料》，并利

用走航车监测、激光雷达扫

描、无人机巡查、超级站分析、

源解析、源清单编制、达标规

划制定等方式，对空气质量进

行科学监测分析。

整治工作显成效

一批批整治成果接连实

现，让群众的幸福感不断增

强。笔者在采访中，不少市民

表示我市生态环境部门的做

法可圈可点。

“现在对污染企业各方面

管控得都比较严，黑烟囱、冒

黑烟的现象根本见不到。”

“修个路都盖的是绿色的

网，看不到尘土飞扬。”

群众的满意是对市生态环

境局工作的最好肯定。这些都

得益于该局创新工作机制，从

而让防污治霾工作进一步得到

落实。“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面临新形势、新挑战，生

态环境工作也需要贯彻新发展

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市生

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2021

年，我市实行分类考核排名，在

坚持环境空气质量、城市道路

保洁、重点任务进展等通报排

名的基础上，新增建设施工环

境管理、工程运输车辆专业公

司环境管理考核排名，运用通

报、奖惩、约谈等方式，层层传

导压力，级级夯实责任。“绩效

分级是细化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实行差异化管控的重要

措施。”该负责人说，他们积极

推进重点行业绩效升级，对于

有评级或升级意向的重点企

业，邀请省市专家开展现场帮

扶，查漏补缺，制定提升方案。

2021 年共培育A 级、B 级和

引领性企业 18家，C级企业

22家。年底建成B级企业2家，

2家经评审后正在整改，3家

待省上组织验收。建成C级企

业14家，3家评审后整改。

我市推出的一系列新举

措，让这座城市越来越有品质

和“颜值”。2021 年采暖季前，

全市共完成清洁能源替代 2.3

万户，实现平原地区散煤基本

清零；从源头削减污染物排

放，主动“减污降碳”，我市将

471 户工业企业纳入挥发性有

机物排污单位名录库进行规

范化管理，完成 3 户企业源头

替代、11户企业深度治理……

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的协同

下，超标的燃煤锅炉、扬尘建

筑工地、河道的采砂场等不和

谐的污染源，都被一一实施拆

除治理。

生态环境越来越美，是群

众的殷切期盼。新的一年，市生

态环境局将继续发扬钉钉子

精神，久久为功，用心、用力、用

情打好这场大仗、硬仗，让宝鸡

天更蓝、水更清，生态更美！

最近这几天，麟游县招贤

镇板桥村党支部书记马兴武

一忙完手头的事儿，便赶紧打

开电脑上网课。用他自己的话

说：“终于圆了大学梦。”

目前在麟游县，像马兴武

一样有机会上大学的村干部

共有 127 人，这些都得益于麟

游县实施的深化村干部学历

教育助力乡村振兴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

兴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解决

村级干部文化程度不高、知识

储备不足、履职能力不强等问

题，麟游县委组织部在广泛征

求镇村干部意见和需求、聚焦

村干部队伍短板弱项的基础

上，联合宝鸡开放大学麟游教

学点，在院校对接、课程设置、

组织管理、服务保障等方面下

足功夫，分批次组织动员具有

高中阶段学历或同等学力的

村干部，参加宝鸡开放大学相

关专业的学历提升班。就这

样，马兴武和全县 7 个镇 66

个行政村的 87 名在职村干部

成为宝鸡开放大学麟游教学

点第二批学员，他们将在两年

半时间里参加行政管理、小城

镇建设、电子商务等专业的在

职学习教育。

据介绍，为办好此次学历

提升班，麟游县采取“农学结

合、工学交替”的培养模式，农

闲季节以专业理论教学为主,

农忙季节以生产实践教学为

主, 按季节循环组织教学。通

过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

合，按学期组织课程考评与笔

试，分学期完成学业，让村干

部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

下，利用有限时间进行学习。

在课程设置上，按照“缺什么、

补什么”的原则，设置村级乡

村治理、种养技术应用等实用

课程，让村干部听得懂、学得

会、用得上。      （石宝军）

本报讯 “太好了，没想到

我们这山沟沟里也能像城里

一样装上路灯，以后不用摸黑

走夜路了！”凤县留凤关镇沙

江寺村村民夏高鹏高兴地说。

近日，沙江寺村安装了 70 盏

太阳能路灯，照亮了村民夜间

出行路。

沙江寺村有256户742人，

因为村里没有路灯，村民夜间

出行很不方便，安装路灯成了

村民们的期盼事。2021 年 11

月初，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

以“办实事、解民忧”为出发点，

积极与对口帮扶单位国网凤县

供电公司对接，筹

划路灯亮化项目。

最终确定在该村

组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桥端、拐

角处，以及群众集居区、公共设

施附近安装太阳能路灯。经过

各方努力，日前，沙江寺村 70

盏太阳能路灯全部安装到位。

“崭新的路灯，照亮了村

民们回家的路，更照亮了乡村

振兴之路。”该村党支部书记

陈小军说。   （马蔻 李小玮）

动画大电影《我们的冬奥》发布最新预告及海报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打造的动画大电影

《我们的冬奥》1 月 6 日发

布了《胖大圣借冰器》篇章

海报和预告。

《胖大圣借冰器》篇章

讲述了“太白金星”携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雪容融邀请“大圣”

选派一名选手参与“天宫冰

雪盛会”的故事。“大圣”在

去北海借“冰器”的路上遇

到了头号粉丝“图图”，淘气

的小朋友图图误打误撞成

为了胖大圣的新徒弟，师徒

二人历经艰险共赴盛会。

据悉，中国几代人的童

年经典回忆：葫芦娃、哪吒、

黑猫警长、雪孩子等也将一

同出现在电影中。此次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冬奥

助力，集结厂内创作精英，让

大闹天宫之后的孙悟空焕发

了新的活力，并且与诸多经

典动漫形象一起参与冰雪运

动，感受冰雪魅力，演绎关于

拼搏与爱的新故事。

这将是奥运历史上首

部吉祥物动画大电影，影片

将于2022年2月19日上映。

（据新华社）

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我市举办第 42 场“每周一次党史课”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1 月 6日，我市

举办第 42 场“每周一次党

史课”宣讲报告会，宝鸡文

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

红梅教授作宣讲报告。

王红梅以《学习社会主

义发展史 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题，从

“为什么学习社会主义发展

史”“社会主义五百年和六

个时间段”“几个深层理论

问题思考”三个方面，对社

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坚持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必然性进行了深刻阐释。整

场报告受到了与会党员干

部的好评。

宣讲报告会提出，要

积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对党史学习教育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总

结，把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

务，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持续推进、不断深化，注重

建章立制，结合工作实际

完善常态长效制度机制，

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杜长生，市财政局等部门及

金台区干部代表在主会场

聆听报告，各县区干部代表

在分会场参加学习。  
本报记者 杨曙斌

乡村振兴进行时

凤县留凤关镇沙江寺村：

70盏路灯点亮小山村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28天

村干部线上学习

蓝天白云下的城市风光          郑恒都 摄

麟游县：

87名村官圆了大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