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地方超额完
成任务、 扭转恶化趋
势，个别地方未达目标

２０１６年地方两会上， １０余个
省份明确提出降低ＰＭ２．５浓度 、
削减污染物排放以及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等指标。 一年过去， 部分
省市亮出了治理成果。

记者梳理发现 ， 过去一年
中， 一些省市超额完成大气污染
治理任务。 北京市２０１６年大气细
颗粒物浓度下降目标为５％左右。
北京市２０１７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
数据表明， ２０１６年北京ＰＭ２．５年
均浓度为每立方米７３微克， 同比
下降９．９％。

河 北 省 ２０１６年 把 ＰＭ２．５浓
度 下 降 目 标 定 为 ６％以 上 。 该
省 今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披 露 ，
河北去年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
９．１％。

在部分地区， ２０１３年 “大气
十条” 提出的目标任务在去年得
到提前落实。 上海去年ＰＭ２．５年
均浓度为 ４５微克 ／立方米 ， 较
２０１５年下降８微克 ／立方米， 同比
下降１５．１％。 ２０１３年以来累计降
幅２７．４％， 提前一年实现下降２０％
的阶段性目标。

一些省市虽未制定具体目
标 ， 但在去年基本达到治理预
期。 在 “重拳治理大气污染” 的
河南省， ２０１６年ＰＭ１０、 ＰＭ２．５浓
度比上年分别下降５．２％、 ８．８％。

也有省份在报告中直陈问
题 。 山西省明确指出 ， 阳泉 、
长治 、 晋中 、 太原 、 晋城 、 临
汾、 朔州、 运城八市未完成城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年 度
任务。

记者梳理各地报告发现， 各
省市为了实现治理目标， 纷纷打
出改造关停燃煤锅炉、 治理城乡
散煤、 压减煤炭消费和焦炭产能
等组合拳。 一些地方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斩断雾霾来源。 北京市发
展改革委主任卢彦介绍， 近三年
来， 北京市累计关停退出制造业
企业１３４１家 ， 提前完成５年退出
１２００家企业的任务。

多地提今年治霾
“小目标” 达到降幅
目标难度不小

记者梳理各省市政府工作报
告 发 现 ， 一 些 地 方 列 出 今 年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降幅目标。 北京
市提出， ２０１７年ＰＭ２．５年均浓度
目标为６０微克 ／立方米 ， 同比下
降 １８％左右 ， 为此北京将投入
１８２．２亿元。

河北省今年计划实现ＰＭ２．５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６％以上的目
标， 同时要完善大气污染防治顶
层设计、 持续开展动态污染源解
析等， 并计划全年削减煤炭消费
６００万吨以上， 压减焦炭产能７２０
万吨。 河北还提出支持新风系统
等空气净化设备进校园。

吉林省提出， 地级以上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７５％以上； 陕西提出， 力争关中
地区ＰＭ２．５浓度降低３％以上。

一些省市虽未在报告中提出
明确治理目标， 但从报告中的表
述来看， 治霾力度同样很大。

天津提出， 关停淘汰落后企
业１００家，ＰＭ２．５年均浓度降幅好
于去年，完成国家“大气十条”目
标任务；河南省提出，要全面完成
国家空气质量改善终期考核目标
任务，确保ＰＭ１０、ＰＭ２．５浓度稳定
下降。山西提出，加大环境污染治
理力度；加大控煤、治污、管车、降
尘力度，加快推进集中供热，完成
国家下达的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
任务； 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
响应和联动机制。

业内人士指出， 虽然近两年
一些地方列出了年度目标， 但达
到降幅目标的难度不小。 以北京
为例， 秋冬季节雾霾频发、 月度
表现不稳定对防治目标实现带来
了严峻考验。

统计显示 ，２０１６年前９个月 ，
北京ＰＭ２．５浓度为 ６２微克 ／立方
米，一度逼近“大气十条”提出的
到２０１７年达到６０微克 ／立方米的
目标， 但受发生在第四季度的雾
霾影响， 北京ＰＭ２．５年均浓度被
拉升，达到每立方米７３微克。

实现阶段性目标
需做哪些努力？

南开大学国家环境保护城市
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
主任冯银厂表示， 目前各地推行
的措施是有针对性的， 抓住了现
在大气污染的重点。

一些地方的代表委员表示 ，
政府强力治霾确实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是离根本性改善、 离百姓
呼吸洁净空气的期待还有较大差
距。 一些代表委员和专家建议，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努
力， 逐步解决霾患。

———应进行精细化治理。 北
京市政协委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
长常纪文认为， 应建立季度空气
质量目标考核机制， 依据精细化
考核的结果， 建立市级党委政府
对区级党委政府的约谈问责机
制， 让治霾措施治标又治本。

天津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表
示，目前减排措施只是治标，要治
本必须围绕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调整以及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持
续提升，开展长期的艰苦工作。

———合力治霾 ， 多层次联
动。 “进入冬季， 京津冀５５％左
右的污染源来自供暖的散煤， 如
果京津冀不能联动， 某一地取得
的治霾成效就会很快被蚕食或覆
盖。”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说。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省市提
出了区域内地市联动的措施。 陕
西提出 ， 加强空气质量预测预
警， 构建 “大西安” 和关中各市
联动一体的应急响应体系， 积极
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吉林
提出， 抓好 “长吉平＋１” 四城共
治大气污染专项行动。

———强化执法监督。 北京市
提出， ２０１７年将组建环保警察队
伍， 强化环境监管执法， 着力解
决 “最后一公里 ” 的执行力问
题。 冯银厂等专家认为， 目前治
理大气污染急需在各项措施基础
上建立长效机制， 形成常态化执
法监督。 据新华社

不少地方超额完
成任务、 扭转恶化趋
势，个别地方未达目标

２０１６年地方两会上， １０余个
省份明确提出降低ＰＭ２．５浓度 、
削减污染物排放以及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等指标。 一年过去， 部分
省市亮出了治理成果。

记者梳理发现 ， 过去一年
中， 一些省市超额完成大气污染
治理任务。 北京市２０１６年大气细
颗粒物浓度下降目标为５％左右。
北京市２０１７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
数据表明， ２０１６年北京ＰＭ２．５年
均浓度为每立方米７３微克， 同比
下降９．９％。

河 北 省 ２０１６年 把 ＰＭ２．５浓
度 下 降 目 标 定 为 ６％以 上 。 该
省 今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披 露 ，
河北去年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
９．１％。

在部分地区， ２０１３年 “大气
十条” 提出的目标任务在去年得
到提前落实。 上海去年ＰＭ２．５年
均浓度为 ４５微克 ／立方米 ， 较
２０１５年下降８微克 ／立方米， 同比
下降１５．１％。 ２０１３年以来累计降
幅２７．４％， 提前一年实现下降２０％
的阶段性目标。

一些省市虽未制定具体目
标 ， 但在去年基本达到治理预
期。 在 “重拳治理大气污染” 的
河南省， ２０１６年ＰＭ１０、 ＰＭ２．５浓
度比上年分别下降５．２％、 ８．８％。

也有省份在报告中直陈问
题 。 山西省明确指出 ， 阳泉 、
长治 、 晋中 、 太原 、 晋城 、 临
汾、 朔州、 运城八市未完成城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年 度
任务。

记者梳理各地报告发现， 各
省市为了实现治理目标， 纷纷打
出改造关停燃煤锅炉、 治理城乡
散煤、 压减煤炭消费和焦炭产能
等组合拳。 一些地方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斩断雾霾来源。 北京市发
展改革委主任卢彦介绍， 近三年
来， 北京市累计关停退出制造业
企业１３４１家 ， 提前完成５年退出
１２００家企业的任务。

多地提今年治霾
“小目标” 达到降幅
目标难度不小

记者梳理各省市政府工作报
告 发 现 ， 一 些 地 方 列 出 今 年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降幅目标。 北京
市提出， ２０１７年ＰＭ２．５年均浓度
目标为６０微克 ／立方米 ， 同比下
降 １８％左右 ， 为此北京将投入
１８２．２亿元。

河北省今年计划实现ＰＭ２．５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６％以上的目
标， 同时要完善大气污染防治顶
层设计、 持续开展动态污染源解
析等， 并计划全年削减煤炭消费
６００万吨以上， 压减焦炭产能７２０
万吨。 河北还提出支持新风系统
等空气净化设备进校园。

吉林省提出， 地级以上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７５％以上； 陕西提出， 力争关中
地区ＰＭ２．５浓度降低３％以上。

一些省市虽未在报告中提出
明确治理目标， 但从报告中的表
述来看， 治霾力度同样很大。

天津提出， 关停淘汰落后企
业１００家，ＰＭ２．５年均浓度降幅好
于去年，完成国家“大气十条”目
标任务；河南省提出，要全面完成
国家空气质量改善终期考核目标
任务，确保ＰＭ１０、ＰＭ２．５浓度稳定
下降。山西提出，加大环境污染治
理力度；加大控煤、治污、管车、降
尘力度，加快推进集中供热，完成
国家下达的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
任务； 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
响应和联动机制。

业内人士指出， 虽然近两年
一些地方列出了年度目标， 但达
到降幅目标的难度不小。 以北京
为例， 秋冬季节雾霾频发、 月度
表现不稳定对防治目标实现带来
了严峻考验。

统计显示 ，２０１６年前９个月 ，
北京ＰＭ２．５浓度为 ６２微克 ／立方
米，一度逼近“大气十条”提出的
到２０１７年达到６０微克 ／立方米的
目标， 但受发生在第四季度的雾
霾影响， 北京ＰＭ２．５年均浓度被
拉升，达到每立方米７３微克。

实现阶段性目标
需做哪些努力？

南开大学国家环境保护城市
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
主任冯银厂表示， 目前各地推行
的措施是有针对性的， 抓住了现
在大气污染的重点。

一些地方的代表委员表示 ，
政府强力治霾确实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是离根本性改善、 离百姓
呼吸洁净空气的期待还有较大差
距。 一些代表委员和专家建议，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努
力， 逐步解决霾患。

———应进行精细化治理。 北
京市政协委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
长常纪文认为， 应建立季度空气
质量目标考核机制， 依据精细化
考核的结果， 建立市级党委政府
对区级党委政府的约谈问责机
制， 让治霾措施治标又治本。

天津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表
示，目前减排措施只是治标，要治
本必须围绕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调整以及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持
续提升，开展长期的艰苦工作。

———合力治霾 ， 多层次联
动。 “进入冬季， 京津冀５５％左
右的污染源来自供暖的散煤， 如
果京津冀不能联动， 某一地取得
的治霾成效就会很快被蚕食或覆
盖。”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说。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省市提
出了区域内地市联动的措施。 陕
西提出 ， 加强空气质量预测预
警， 构建 “大西安” 和关中各市
联动一体的应急响应体系， 积极
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吉林
提出， 抓好 “长吉平＋１” 四城共
治大气污染专项行动。

———强化执法监督。 北京市
提出， ２０１７年将组建环保警察队
伍， 强化环境监管执法， 着力解
决 “最后一公里 ” 的执行力问
题。 冯银厂等专家认为， 目前治
理大气污染急需在各项措施基础
上建立长效机制， 形成常态化执
法监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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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治霾“小目标”
还差哪几步？

近日， 地方两会密集召开。 记者梳理发现， 在
已经公布的２０余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均涉及大
气环境治理的相关表述。 去年初各地提出的防治目
标是否实现？ 实现今年大气污染防治目标有哪些问
题需要解决？

大气治理成高频词

不少地方超额完
成任务、 扭转恶化趋
势，个别地方未达目标

２０１６年地方两会上， １０余个
省份明确提出降低ＰＭ２．５浓度 、
削减污染物排放以及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等指标。 一年过去， 部分
省市亮出了治理成果。

记者梳理发现 ， 过去一年
中， 一些省市超额完成大气污染
治理任务。 北京市２０１６年大气细
颗粒物浓度下降目标为５％左右。
北京市２０１７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
数据表明， ２０１６年北京ＰＭ２．５年
均浓度为每立方米７３微克， 同比
下降９．９％。

河 北 省 ２０１６年 把 ＰＭ２．５浓
度 下 降 目 标 定 为 ６％以 上 。 该
省 今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披 露 ，
河北去年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
９．１％。

在部分地区， ２０１３年 “大气
十条” 提出的目标任务在去年得
到提前落实。 上海去年ＰＭ２．５年
均浓度为 ４５微克 ／立方米 ， 较
２０１５年下降８微克 ／立方米， 同比
下降１５．１％。 ２０１３年以来累计降
幅２７．４％， 提前一年实现下降２０％
的阶段性目标。

一些省市虽未制定具体目
标 ， 但在去年基本达到治理预
期。 在 “重拳治理大气污染” 的
河南省， ２０１６年ＰＭ１０、 ＰＭ２．５浓
度比上年分别下降５．２％、 ８．８％。

也有省份在报告中直陈问
题 。 山西省明确指出 ， 阳泉 、
长治 、 晋中 、 太原 、 晋城 、 临
汾、 朔州、 运城八市未完成城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年 度
任务。

记者梳理各地报告发现， 各
省市为了实现治理目标， 纷纷打
出改造关停燃煤锅炉、 治理城乡
散煤、 压减煤炭消费和焦炭产能
等组合拳。 一些地方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斩断雾霾来源。 北京市发
展改革委主任卢彦介绍， 近三年
来， 北京市累计关停退出制造业
企业１３４１家 ， 提前完成５年退出
１２００家企业的任务。

多地提今年治霾
“小目标” 达到降幅
目标难度不小

记者梳理各省市政府工作报
告 发 现 ， 一 些 地 方 列 出 今 年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降幅目标。 北京
市提出， ２０１７年ＰＭ２．５年均浓度
目标为６０微克 ／立方米 ， 同比下
降 １８％左右 ， 为此北京将投入
１８２．２亿元。

河北省今年计划实现ＰＭ２．５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６％以上的目
标， 同时要完善大气污染防治顶
层设计、 持续开展动态污染源解
析等， 并计划全年削减煤炭消费
６００万吨以上， 压减焦炭产能７２０
万吨。 河北还提出支持新风系统
等空气净化设备进校园。

吉林省提出， 地级以上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７５％以上； 陕西提出， 力争关中
地区ＰＭ２．５浓度降低３％以上。

一些省市虽未在报告中提出
明确治理目标， 但从报告中的表
述来看， 治霾力度同样很大。

天津提出， 关停淘汰落后企
业１００家，ＰＭ２．５年均浓度降幅好
于去年，完成国家“大气十条”目
标任务；河南省提出，要全面完成
国家空气质量改善终期考核目标
任务，确保ＰＭ１０、ＰＭ２．５浓度稳定
下降。山西提出，加大环境污染治
理力度；加大控煤、治污、管车、降
尘力度，加快推进集中供热，完成
国家下达的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
任务； 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
响应和联动机制。

业内人士指出， 虽然近两年
一些地方列出了年度目标， 但达
到降幅目标的难度不小。 以北京
为例， 秋冬季节雾霾频发、 月度
表现不稳定对防治目标实现带来
了严峻考验。

统计显示 ，２０１６年前９个月 ，
北京ＰＭ２．５浓度为 ６２微克 ／立方
米，一度逼近“大气十条”提出的
到２０１７年达到６０微克 ／立方米的
目标， 但受发生在第四季度的雾
霾影响， 北京ＰＭ２．５年均浓度被
拉升，达到每立方米７３微克。

实现阶段性目标
需做哪些努力？

南开大学国家环境保护城市
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
主任冯银厂表示， 目前各地推行
的措施是有针对性的， 抓住了现
在大气污染的重点。

一些地方的代表委员表示 ，
政府强力治霾确实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是离根本性改善、 离百姓
呼吸洁净空气的期待还有较大差
距。 一些代表委员和专家建议，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努
力， 逐步解决霾患。

———应进行精细化治理。 北
京市政协委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
长常纪文认为， 应建立季度空气
质量目标考核机制， 依据精细化
考核的结果， 建立市级党委政府
对区级党委政府的约谈问责机
制， 让治霾措施治标又治本。

天津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表
示，目前减排措施只是治标，要治
本必须围绕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调整以及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持
续提升，开展长期的艰苦工作。

———合力治霾 ， 多层次联
动。 “进入冬季， 京津冀５５％左
右的污染源来自供暖的散煤， 如
果京津冀不能联动， 某一地取得
的治霾成效就会很快被蚕食或覆
盖。”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说。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省市提
出了区域内地市联动的措施。 陕
西提出 ， 加强空气质量预测预
警， 构建 “大西安” 和关中各市
联动一体的应急响应体系， 积极
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吉林
提出， 抓好 “长吉平＋１” 四城共
治大气污染专项行动。

———强化执法监督。 北京市
提出， ２０１７年将组建环保警察队
伍， 强化环境监管执法， 着力解
决 “最后一公里 ” 的执行力问
题。 冯银厂等专家认为， 目前治
理大气污染急需在各项措施基础
上建立长效机制， 形成常态化执
法监督。 据新华社

不少地方超额完
成任务、 扭转恶化趋
势，个别地方未达目标

２０１６年地方两会上， １０余个
省份明确提出降低ＰＭ２．５浓度 、
削减污染物排放以及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等指标。 一年过去， 部分
省市亮出了治理成果。

记者梳理发现 ， 过去一年
中， 一些省市超额完成大气污染
治理任务。 北京市２０１６年大气细
颗粒物浓度下降目标为５％左右。
北京市２０１７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
数据表明， ２０１６年北京ＰＭ２．５年
均浓度为每立方米７３微克， 同比
下降９．９％。

河 北 省 ２０１６年 把 ＰＭ２．５浓
度 下 降 目 标 定 为 ６％以 上 。 该
省 今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披 露 ，
河北去年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
９．１％。

在部分地区， ２０１３年 “大气
十条” 提出的目标任务在去年得
到提前落实。 上海去年ＰＭ２．５年
均浓度为 ４５微克 ／立方米 ， 较
２０１５年下降８微克 ／立方米， 同比
下降１５．１％。 ２０１３年以来累计降
幅２７．４％， 提前一年实现下降２０％
的阶段性目标。

一些省市虽未制定具体目
标 ， 但在去年基本达到治理预
期。 在 “重拳治理大气污染” 的
河南省， ２０１６年ＰＭ１０、 ＰＭ２．５浓
度比上年分别下降５．２％、 ８．８％。

也有省份在报告中直陈问
题 。 山西省明确指出 ， 阳泉 、
长治 、 晋中 、 太原 、 晋城 、 临
汾、 朔州、 运城八市未完成城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年 度
任务。

记者梳理各地报告发现， 各
省市为了实现治理目标， 纷纷打
出改造关停燃煤锅炉、 治理城乡
散煤、 压减煤炭消费和焦炭产能
等组合拳。 一些地方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斩断雾霾来源。 北京市发
展改革委主任卢彦介绍， 近三年
来， 北京市累计关停退出制造业
企业１３４１家 ， 提前完成５年退出
１２００家企业的任务。

多地提今年治霾
“小目标” 达到降幅
目标难度不小

记者梳理各省市政府工作报
告 发 现 ， 一 些 地 方 列 出 今 年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降幅目标。 北京
市提出， ２０１７年ＰＭ２．５年均浓度
目标为６０微克 ／立方米 ， 同比下
降 １８％左右 ， 为此北京将投入
１８２．２亿元。

河北省今年计划实现ＰＭ２．５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６％以上的目
标， 同时要完善大气污染防治顶
层设计、 持续开展动态污染源解
析等， 并计划全年削减煤炭消费
６００万吨以上， 压减焦炭产能７２０
万吨。 河北还提出支持新风系统
等空气净化设备进校园。

吉林省提出， 地级以上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７５％以上； 陕西提出， 力争关中
地区ＰＭ２．５浓度降低３％以上。

一些省市虽未在报告中提出
明确治理目标， 但从报告中的表
述来看， 治霾力度同样很大。

天津提出， 关停淘汰落后企
业１００家，ＰＭ２．５年均浓度降幅好
于去年，完成国家“大气十条”目
标任务；河南省提出，要全面完成
国家空气质量改善终期考核目标
任务，确保ＰＭ１０、ＰＭ２．５浓度稳定
下降。山西提出，加大环境污染治
理力度；加大控煤、治污、管车、降
尘力度，加快推进集中供热，完成
国家下达的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
任务； 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
响应和联动机制。

业内人士指出， 虽然近两年
一些地方列出了年度目标， 但达
到降幅目标的难度不小。 以北京
为例， 秋冬季节雾霾频发、 月度
表现不稳定对防治目标实现带来
了严峻考验。

统计显示 ，２０１６年前９个月 ，
北京ＰＭ２．５浓度为 ６２微克 ／立方
米，一度逼近“大气十条”提出的
到２０１７年达到６０微克 ／立方米的
目标， 但受发生在第四季度的雾
霾影响， 北京ＰＭ２．５年均浓度被
拉升，达到每立方米７３微克。

实现阶段性目标
需做哪些努力？

南开大学国家环境保护城市
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
主任冯银厂表示， 目前各地推行
的措施是有针对性的， 抓住了现
在大气污染的重点。

一些地方的代表委员表示 ，
政府强力治霾确实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是离根本性改善、 离百姓
呼吸洁净空气的期待还有较大差
距。 一些代表委员和专家建议，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努
力， 逐步解决霾患。

———应进行精细化治理。 北
京市政协委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
长常纪文认为， 应建立季度空气
质量目标考核机制， 依据精细化
考核的结果， 建立市级党委政府
对区级党委政府的约谈问责机
制， 让治霾措施治标又治本。

天津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表
示，目前减排措施只是治标，要治
本必须围绕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调整以及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持
续提升，开展长期的艰苦工作。

———合力治霾 ， 多层次联
动。 “进入冬季， 京津冀５５％左
右的污染源来自供暖的散煤， 如
果京津冀不能联动， 某一地取得
的治霾成效就会很快被蚕食或覆
盖。”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说。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省市提
出了区域内地市联动的措施。 陕
西提出 ， 加强空气质量预测预
警， 构建 “大西安” 和关中各市
联动一体的应急响应体系， 积极
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吉林
提出， 抓好 “长吉平＋１” 四城共
治大气污染专项行动。

———强化执法监督。 北京市
提出， ２０１７年将组建环保警察队
伍， 强化环境监管执法， 着力解
决 “最后一公里 ” 的执行力问
题。 冯银厂等专家认为， 目前治
理大气污染急需在各项措施基础
上建立长效机制， 形成常态化执
法监督。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记者２３日从工信
部获悉， 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对互
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开展清理
规范， 依法查处互联网数据中心
（ＩＤＣ） 业务 、 互联网接入服务
（ＩＳＰ） 业 务 和 内 容 分 发 网 络
（ＣＤＮ） 业务市场存在的无证经
营、超范围经营、“层层转租”等违
法行为，活动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１日。

工信部提出， 将切实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加强经营许可和接
入资源的管理， 强化网络信息安
全管理， 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

序。 要求各通信管理局对本辖区
内提供 ＩＤＣ、 ＩＳＰ、 ＣＤＮ业务的
企业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 ， 工信部提
出， 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 不
得自行建立或租用专线 （含虚拟
专用网络ＶＰＮ） 等其他信道开展
跨境经营活动。 基础电信企业向
用户出租的国际专线， 应集中建
立用户档案， 向用户明确使用用
途仅供其内部办公专用， 不得用
于连接境内外的数据中心或业务
平台开展电信业务经营活动。

工信部

对网络接入服务市场清理规范

民政部

约四成农村贫困人口乃因病致贫
新华社电 “据我们在脱贫

攻坚中的统计和基层调研发现，
因病致贫占现在农村贫困人口，
就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４０％左
右。 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说
明因病致贫是脱贫攻坚中最难啃
的一块硬骨头。” 民政部社会救
助司司长刘喜堂２３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有关
情况政策吹风会上如是说。

去年６月， 卫生计生委牵头、
民政部及其他１４个部委参与， 共
同制定了 《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
程的指导意见》， 对保障农村贫
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防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作
出了全面部署。

据刘喜堂介绍， 民政部门负
责的医疗救助处于国家医疗保障

体系的末端， 重点是保障低收入
困难群众能够享有基本的医疗卫
生服务。去年以来，民政部一方面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医
疗救助补助资金的投入，２０１６年，
中央财政补助的医疗救助资金达
到１５５亿元， 比上年增加１４亿元，
增幅达到１０％；另一方面，民政部
督促省级财政加大投入，２０１６年，
省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投入和上
年相比增加了３１％。

刘喜堂表示， 今年民政部已
会同财政部预拨了２０１７年的医疗
救助补助资金 ８１．７亿元 。 下一
步， 民政部门将进一步完善医疗
救助制度， 把医疗救助作为兜底
保障、 兜底脱贫的一项重要工作
来抓， 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多帮扶
救助。

新华社电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国家医疗器
械质量公告指出， 在对天然胶乳
橡胶避孕套等５个品种８１批 （台）
的产品进行的质量监督抽验中，
有４个品种４批 （台） 产品不符合
标准规定。

公告指出， 西安灭菌消毒设
备制造公司生产的１台射频控温
热凝器， 输入功率不符合标准规
定； 奉化市康家乐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生产的１批次一次性使用手
术衣， 阻微生物穿透、 湿态不符
合标准规定； 青岛伦敦杜蕾斯有
限公司生产的１批次天然胶乳橡
胶避孕套， 未经老化爆破体积和
爆破压力不符合标准规定； 天津
市佳士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

的１台电子血压计， 标识不符合
标准规定。

食药监总局要求企业所在地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相关
规定，对相关企业进行调查处理。
相关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应对不符
合标准规定产品、 不符合标准规
定项目进行风险评估， 根据医疗
器械缺陷的严重程度确定召回级
别，主动召回并公开召回信息。

食药监总局强调， 企业所在
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对企业召
回情况进行监督， 未组织召回的
应责令召回； 如发现不符合标准
规定医疗器械产品对人体造成伤
害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
健康的， 可以采取暂停生产、进
口、经营、使用的紧急控制措施。

食药监总局

４批医疗产品不符合标准

新华社电 2017年1月23日 ，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
贿、 滥用职权、 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案一审公开宣判， 对被告人苏
荣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
徒刑七年；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决定执行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苏荣当
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 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 2002年至2014
年， 被告人苏荣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为他人在企业经营、 职务晋
升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本人

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单位和
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亿
余元 ； 滥用职权 ， 致使公共财
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 苏荣对共计折合人民币8027
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苏荣已构成受贿罪、 滥用
职权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均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 鉴于
苏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
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 ； 认罪悔
罪， 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具有
法定、 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依法
可对其从轻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
述判决。

苏荣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