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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四川省生态环境
厅、经济和信息化厅、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以及交通运输厅共同
举办例行新闻通报会，通报四
川省打赢蓝天保卫战进展情
况。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总
工程师赵乐晨在会上表示，对
比国家下达四川省目标，“十三
五”大气防治主控因子PM2.5目
标任务完成已基本成定势，也
有望完成优良天数率目标；“十
四五”将协同控制 PM2.5 和臭
氧，将掀起VOCs整治高潮。

来自中央、省、市 19 家新
闻媒体参加通报会，省经信厅
一级调研员许西现、住建厅工
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张波、
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处副处
长唐科、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
处 处 长 昝 学 军 回 答 记 者 提
问。生态环境厅宣教政研处
处长、宣教中心主任曹小佳主
持，相关处（室）、直属单位负
责同志参加通报会。

四个“大幅”看变化
PM2.5目标完成已成定势

国家下达四川省的“十三
五 ”目 标 ：全 省 未 达 标 城 市
PM2.5 较 2015 年下降 18%，全
省优良天数率比 2015 年提高
3.2个百分点。

赵乐晨表示，围绕打赢蓝天
保卫战，全省做了大量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体现在四个“大
幅”。

一是大幅下降，“十三五”主
要污染防治因子 PM2.5 大幅度
下降。截至 8 月 18 日，全省未达
标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4.2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2.3%，
较2015年下降34.5%。

“对比国家下达的目标任
务 ，我 们 今 年 完 成‘ 十 三 五
PM2.5 目标已成定势。”赵乐晨
说，其次是重污染天数大幅度下
降，按照国家要求要比 2015 年
减少四分之一，2019年全省重污
染天数平均只有 0.8 天，截止目
前尚未发生重污染。

二是大幅减少，“十三五”期
间重点抓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的减排，去年二氧化硫比 2015
年下降了21.47%，氮氧化物下降
了14.6%，今年持续下降。

三是大幅提升，去年全省优
良天数率是 89.1%，全省总优良
天数增加了 200 多天。今年 1-8
月全省优良天数率为 89.7%，同
比上升1.7个百分点，较2015年
上升7.7个百分点。

数据反映在“看雪山”，去年
从成都中心城区遥望雪山共 65
次，今年截至目前已有51次。“对
比国家要求，今年完成‘十三五’
优良天数率的目标有希望。”

四是达标城市数大幅上升，
我省最早达标城市仅甘孜、阿
坝、凉山 3 个州，后增加到 6 个，
去年年底达到11个，达标城市过
半。今年7月份，我省遂宁、雅安、
资阳、内江市进入全国空气质量
排名前20。

大气质量改善列为“一号工程”
首次实行倒扣制

发布会透露，全省把成都
平原和川南地区大气环境质量
改善作为全省环境保护“一号
工程”，发挥成都平原 8 市“一
把手”市长、川南、川东北大气
污染防治联席会议作用，统筹
推进区域联防联控。与重庆市
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由川
渝毗邻地区生态环境局领导轮
流带队，开展为期 6 个月的大
气交叉帮扶检查。

从横向来看，生态环境厅
联合多个部门推进大气污染治
理。将 21 市（州）年度目标任务
按月分解，加强常态化管控。联
合财政厅修订《四川省环境空
气质量激励约束考核办法》，省
财政拿出 1.5 亿元对各市（州）
实行奖罚激励，年底完成好的
兑现 500 万，完成不好取消 500
万还倒扣 500 万元用于奖励完
成好的市州。“这是历年来首次

实行倒扣制，奖惩力度加大。”
赵乐晨说。

联合交通厅推进非道路移
动机械扬尘污染防治，不达标工
程机械被淘汰，禁止使用高排放
非道路移动机械。加强柴油货车
污染防治，支持建设固定式机动
车尾气遥感（黑烟抓拍）点位。

联合司法厅修订《四川省机
动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
染防治办法》，增加了对非道路
移动机械编码登记、使用管理、
超标处罚等方面的管理规定，预
计年底出台。

分时段突出重点管控
臭氧防控已取得初步成效

赵乐晨透露，大气污染防治
突出重点行业、重点时段、重点
环节管控。1 月份突出重污染天
气应急，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更新应急管控清单，指导企
业制定完善“一厂一策”方案，把
1.5 万家企业纳入应急管控范
围，把涉及民生保障、绩效考核
达到绿色的纳入豁免范围，避免

“一刀切”。开展为期3个月的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共
检查点位 2257 个，发现问题全
部移交当地政府及时处理，有力
减缓了重污染天气影响。

针对春节期间的烟花爆竹
燃放和4、5月的秸秆露天集中焚
烧，开展专项督查、驻点督查、暗
访检查，未发生因露天焚烧引起
的污染事件；5 月以来突出臭氧
污染防控，目前已取得初步成
效。

“末端治理是治标，源头减
排才是治本。”赵乐晨说，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计划实施以
来，全省狠抓产业结构调整、能
源结构优化、工业治污减排、扬
尘和移动源污染整治等重点工
作，累计完成火电超低排放改
造 600 万千瓦、水泥行业深度
治 理 38 户 ，淘 汰 燃 煤 小 锅 炉
546 台，完成加油站油气回收改
造 4300 个，淘汰老旧车辆 50
余万辆，抽测机动车 673 万辆，
登记备案非道路移动机械 8.3
万台，全面启动钢铁行业超低
排放改造。

协同控制臭氧和PM2.5污染
“十四五”将掀起VOCs治

理高潮

“去年尽管优良天数率达到
了 89.1%，但我省大气环境受气
象因素影响较大，还不敢说已提
前完成目标任务。”赵乐晨说，今
年下半年生态环境厅将紧盯环
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以成都平
原、川南、川东北地区为主战场，
协同控制臭氧和PM2.5污染，坚
决完成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目标任务。

发布会通报了“十四五”大气
污 染 防 治 总 体 思 路 ：在 强 化
PM2.5 污染控制基础上，突出
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优化结
构突出治本，遏制臭氧污染上升
势头，减少超标天数提升蓝天数。

“‘十四五’大气污染治理一
个核心转变是，将从重末端治理
转向重结构调整，分类指导分类
施策”，赵乐晨说，已达标城市努
力巩固优化；尚未达标的要千方
百计达标。

“十四五”规划中体现“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三个原则，具体用六个“推”概
括：一是推新去旧，持续优化产
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二是推
电压煤，调整能源结构，加快电
能替代；三是推铁治车，调整交
通运输结构降低公路运输率，
提升铁路运输率；四是推尘控
秸，推动施工道路扬尘、餐饮油
烟治理和秸秆禁烧，通过城市
化精细化管理推动面源污染治
理；五是推低去高，围绕钢铁，
水泥，玻璃等重点行业，开展超
低排放和深度工业污染治理，
在重点工业区域执行特别排放
限值。六是推有控无，针对臭氧
污染防控推动挥发性有机物

（VOCS）的治理和无组织排放
管控。“‘十四五’将掀起 VOC
治理高潮，通过实施‘十四五’
规划，把纸上的落地落实，让措
施变成蓝天，增强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四川生态环境

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
闻发布会

通报打赢蓝天
保卫战进展情况

甘孜日报讯 8 月 20 日，因盗伐
圆柏4棵，格某、郎某、洛某、白某某4
名被告在我州补植复绿理塘基地补
植20棵旱柳，不仅有力打击了盗伐、
滥伐林木的违法行为，还将“补植复
绿、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引入司法办
案过程。

当天，甘孜中院在我州补植复绿
理塘基地（理塘县藏坝乡）利用车载科
技法庭户外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格某、
郎某、洛某、白某某4名被告环境污染
民事公益诉讼一案。甘孜法检“两长”
同庭履职审理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这也创造了我州司法审判的四个

“首次”。即：法检“两长”首次在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中同庭履职，州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付宝担任审判长，州检察院
检察长廖学东出庭履行职务；首次利
用车载法庭户外庭审直播案件；首次
在我州补植复绿理塘基地当场执行补
植复绿判决；检察机关首次采用户外
多媒体示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 年 3 月
初，甲它（案外人）与被告格某达成木
材买卖协议。被告格某邀请被告郎
某、洛某、白某某等人一起到朗达山
呷科沟国家 2 级公益林地、砍伐了 4
棵圆柏，并锯成 53 件。2017 年 3 月 3
日，甲它在运木材时被群众发现并举
报。3 月 4 日，森林公安扣押木材 53
件。2019年12月29日，被告格某、郎

某、洛某、白某到理塘县森林公安局
自首。

另查明，2020年5月25日，理塘
县林业和草原局出具《关于格某等4
人盗伐林木案件植被恢复的方案》及
情况说明，制定了格某等四人植被恢
复的具体方案。补植地点：我州补植
复绿理塘基地。数量：20棵。苗木：旱
柳为主（一级苗，海拔高度在3800米
以上地区树苗）。代偿费：按照理塘基
本小工费每人每天150元。种苗费预
计每株 80 元、代偿费总计 1600 元。
造林时间：2020 年8月属于雨季，能
够进行苗木补植。成活率：100%。验
收合格后管护期为3年。

法院认为，被告格某、郎某、洛
某、白某某违反森林法规，在国家二
级公益林地盗伐圆柏 4 棵，以牺牲
环境利益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其
行为不仅损害生态环境，亦侵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承担侵权责
任。且理塘县海拔较高，树木生长缓
慢、存活率较低，被告应当采用异
种、异地替代性修复方式修复被其
破坏的生态环境资源。州检察院诉
请格某、郎某、洛某、白某按照理塘
县林业和草原局向 4 名被告出具的

《关于格某等 4 人盗伐林木案件植
被恢复的方案》进行补植复绿，该院
予以支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
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
规定，判处被告格某、郎某、洛某、白
某某按照理塘县林业和草原局出具
的《关于格某等4人盗伐林木案件植
被恢复的方案》，在我州补植复绿理
塘基地补植20棵旱柳，并连续3年进
行管护，确保存活率达100%。如未按
照该方案承担补植复绿责任则按照
该方案缴纳代偿费。

案件审理引来社会各界关注，播
放量达29621次。理塘县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乡（镇）
干部代表、社会群众等100余人旁听
了庭审。“判令 4 名被告人对破坏的
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彰显了人民法院
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用司法力量
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资源的决心和信
心，实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参与旁听的
理塘县政协委员、濯桑乡党委书记扎
西拉姆深有感触地说。

县融媒体中心 叶强平
格绒拉西 文/图

因盗伐圆柏4棵，甘孜中院判令4被告在我州补植
复绿理塘基地补植旱柳20棵，且保证100%存活

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

甘孜日报讯 骄阳似火的八月，
雪山含情草原秀美。8 月 21 日，甘孜
县“征程 70 年·壮丽甘孜梦”中国甘
孜第三届珠牡迎秋节系列活动之一
的“魅力走马·纵情高原”主题走马表
演活动在甘孜镇斯俄村激情上演，将
第三届中国甘孜“珠牡”迎秋节引向
新高潮。

活动现场，彩旗飘飘、莽号声声，
随着一声令响，马蹄声声、欢呼阵阵。
身着绸衫、头扎彩带的康巴汉子，从
草原深处挥舞着双臂纵马而来，挥舞
着长袖如高原上的雄鹰一般展翅翱
翔，时而侧卧时而单腿挂于马鞍时而
手捧哈达，赢来阵阵掌声和观众的高

声喝彩。
“马术是人的技术与马匹本身力

量的结合，需要速度、马的耐力和挽
马技力的结合，而马术表演又以骑手
表现出来的动作姿势、风度、难度而
最具观赏性。”来自绒坝岔片区的村
民扎西罗布告诉笔者。

“以前只是在电视里看过赛马比
赛，今天来到现场感受大不一样，这个
场面太震撼了，非常壮观，让人热血沸
腾。”来自广元的游客李先生连声赞叹。

甘孜县素有“中国藏地走马之乡”
的美誉，相传该县绒坝岔片区的马是
藏族民族英雄格萨尔王的战马的后
代，这里的走马，质地纯良、俏美悍威，

在藏区享有极高的声誉。据活动负责
人介绍，“当天活动设有小走、大跑、马
上竞技、马术表演等传统项目，走马跑
道为1千米，赛马全程8千米，共有来
自该县5个片区的100余匹骏马参加
活动。大跑竞技表演还设置有一、二、
三等奖，奖金分别为10000元、8000
元和6000元。活动旨在推动民族体育
事业发展，弘扬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展示甘孜县独具魅力的人
文景观和民族风情。”经过激烈的角
逐，此次跑马比赛角逐出了冠亚季军
各1名，优秀奖3名。

县融媒体中心 王永霞
白玛翁姆 文/图

魅力走马 纵情高原
甘孜县举办走马表演活动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色达县大力发展家
庭牧场试点示范，通过改变农牧民群众传统观
念，畜牧业不断朝着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
方向发展。

初秋的克果草场牛羊成群，随着现代畜
牧业生产方式的引进，从前漫山遍野放牧的
场景，如今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规
模化的家庭牧场。从过去分散放牧转变成为
集中化的夏秋季弧顶放牧，冬春季圈养模式，
种草养畜不仅减轻了草场压力，同时也减轻
了劳动强度，群众收入明显提高，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

“生态环保多功能可移动棚圈质量优良、使
用方便，还保护了草场。感谢党委政府的关心支
持。”克果乡吉日过娃二村支部书记付热说。

据了解，克果乡吉日过娃二村标准化家庭
牧场试验示范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建设现
代家庭牧场 60 户，其中泥朵镇若撒村 20 户，
克果乡吉日各瓦村 20 户，洛若镇甲修村 20
户。项目安装生态环保多功能性可移动棚圈
60套，具有抗风应力拉杆设计，外形时尚美观
且具有强度高、质量轻、抗雪压、耐腐蚀、安装
便捷、方便移动、自由装配、轻松拆卸、可重复
使用、保温性能强等特点，彻底颠覆了原牧区
砖混建材料的运输成本高、土地资源消耗大、
毁草严重、施工周期长且污染草原生态等不利
于生态保护的诸多弊端。

县融媒体中心 杨高雪 尼公

集约化养殖
产业化发展
色达县牧民用上生态环保

多功能棚圈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新龙县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把生态补偿
工作落到实处，始终把生态转移资金用在环保
事业上，始终把生态产业作为未来发展核心，始
终抓好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着力抓好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了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

近五年来，该县实施退耕还林4900亩、退
牧还草 141.8 万亩、公益林保护 1313.51 万亩、
以每年1万亩的目标完成封山育林5万亩，累计
兑现资金近3.4亿元；累计投入近2亿元，完成
城市污水处理厂、县城管网改造延伸、城市垃圾
填埋场、雅砻江沿岸集镇污水治理、完成雅砻江
防洪堤及沿江绿地景观休闲走廊等15个生态
保护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该县全面整治雅砻江干流、支流砂石
采挖，开展专项执法检查32场次，行政处罚72
万元，收取生态修复保证金140万元，依法关停
2 家临时沙场，积极申报雅砻江沿岸集镇污水
治理项目6个；完成了6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3 个村饮用水源地保护项目。同时，不断
充实完善环保项目库 2019 年申报项目 97 个，
预计投入资金 5.6 亿元，2020 年预申报项目
122个，预计投入资金6亿元。

见习记者 周燕

加大资金投入
守护碧水蓝天

新龙县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截至6月底，新疆伽师县、四川凉山州7个
深度贫困县饮水安全工程陆续完成，我国贫困
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攻克了最后堡垒。水利部副
部长田学斌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
会上说，按照现行标准，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得到全面解决。

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命根
子。贫困地区多分布在山区、黄土高原区等地，
水资源短缺，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缺水、水质不
好，是一些地区群众最迫切的困难、地方发展的
基础性问题。也正因此，解决好农村贫困人口饮
水安全问题，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是一件具
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实施人畜饮水、饮
水解困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到“十二五”末，
基本解决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十三五”期
间，国家启动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全面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2016 年
以来，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提升了 2.56 亿农
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解决了 1710 万贫困人
口饮水安全问题。从没水喝到有水喝，再到喝
好水，这一路向前的时代步伐，时时彰显着人
民至上的初心理念。

随着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决，缺
水地区群众幸福感明显提升，产业发展根基更
加坚实，人们对脱贫致富、迈向新生活的信心也
更加坚定。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农村人口居住
分散、地理条件差异较大、水资源禀赋不均，农
村供水整体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丝毫不能松
劲懈怠。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决，不是
终点，而是一个新起点。要加强对农村供水薄弱
地区和环节的动态监测，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防止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反弹，并探索形成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护运行机制，不断提升
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要让“安全水”“放心水”一
直流淌下去，以行动兑现郑重承诺，让幸福滋润
百姓心田。

让“安全水”“放心水”
滋润群众新生活

图为车载巡回审判现场。

图为活动现场。

◎新华社记者 胡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