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秋冬季， 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的蓝天保卫战该怎么打？ 生
态环境部日前公布的 《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2019-2020年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举措。

这份攻坚方案由生态环境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和
北京 、 天津 、 河北 、 河南 、 山
东、 山西6省市人民政府共同发
布。 记者对攻坚方案中的几大关
键数字进行了梳理。

数字一：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今年

秋冬季PM2.5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4%

方案要求， 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要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 全面完成2019年环境空气质
量改善目标， 协同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 秋冬季期间 （2019年10月
1日至2020年3月31日） PM2.5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4%， 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6%。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 2018-2019年秋冬季， 京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 空 气 质 量 同 比

出现恶化： PM2.5平均浓度同比
上升6.5%， 重污染天数同比增加
36.8% 。 部 分 地 区 散 煤 复 烧 、
“散乱污” 企业反弹、 车用油品
不合格、 重污染天气应对不力等
问题仍然突出。

2020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的目标年、 关键年，
2019-2020年秋冬季攻坚成效直
接影响2020年目标的实现。 方案
提出 ， 据预测 ， 受厄尔尼诺影
响， 2019-2020年秋冬季气象条
件整体偏差， 不利于大气污染物
扩散， 进一步加大了大气污染治
理压力， 必须以更大的力度、 更
实的措施抵消不利气象条件带来
的负面影响。

方案从产业结构 、 能源结
构、 运输结构、 用地结构、 重污
染天气应对、 基础能力建设等方
面作出部署， 要求各地扎实推进
各项任务措施。

数字二：
“2+26” 城市完成散

煤替代524万户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一头连

着蓝天， 一头连着民生。 方案提

出， 根据各地上报情况， 2019年
10月底前 ， 京津冀及周边 “2+
26 ” 城市完成散煤 替 代 524万
户 。 其中， 天津市36.3万户、 河
北省 203.2万户 、 山西省 39.7万
户 、 山东省114.3万户 、 河南省
130.7万户。

各地的清洁取暖改造中， 一
个 “宜” 字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方案要求， 因地制宜， 合理确定
改造技术路线。 坚持宜电则电、
宜气则气 、 宜煤则煤 、 宜热则
热， 积极推广太阳能光热利用和
集中式生物质利用。

为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方案
强调， 按照 “以气定改、 以供定
需， 先立后破、 不立不破” 的原
则， 坚持 “先规划、 先合同、 后
改造”， 在保证温暖过冬的前提
下 ， 集中资源大力推进散煤治
理； 同步推动建筑节能改造， 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 ， 保障工程质
量， 严格安全监管。

如何避免之前出现的能源保
障不充分等问题， 方案提出， 各
地应根据签订的采暖期供气合同
气量以及实际供气供电能力等，
合理确定 “煤改气” “煤改电”

户 数 ， 合 同 签 订 不 到 位 、 基
础 设 施建设不到位 、 安全保障
不到位的情况下， 不新增 “煤改
气” 户数。

方案要求， “煤改电” 要以
可持续 、 取暖效果佳 、 可靠性
高 、 受群众欢迎的技术为主 ，
积极推广集中式电取暖、 蓄热式
电暖器、 空气源热泵等， 不鼓励
取 暖 效 果 差 、 群 众 意 见 大 的
电 热 毯 、 “小太阳 ” 等简易取
暖方式。

数字三：
河北省完成钢铁行业超

低排放改造1亿吨
攻坚方案提出， 2019年12月

底前， 河北省完成钢铁行业超低
排放改造 1亿吨 ， 山西省完成
1500万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我国最
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 今年我国
开始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介绍， 我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 产 国 ，
粗 钢 产 量 约 占 世 界 总 产 量 的
一 半 。 燃 煤 电 厂 实 施 超 低 排

放 以 来 ， 火 电 行 业 污 染 物 排
放量大幅下降 。 2017年钢铁行
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电力
行业， 成为工业部门最大的污染
物排放来源。

同时， 钢铁行业是货物运输
量最大的行业之一， 且主要依靠
公路运输， 运输过程中的氮氧化
物、 颗粒物排放突出， 占钢铁企
业自身排放的20%以上。

因此 ， 以公转铁为代表的
运 输 结 构 调 整 也 是 今 年 秋 冬
季 攻 坚 方 案 的 重 要 内 容 。 方
案 提 出 ， 加 快 推 进 铁 路 专 用
线 建 设 。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
铁 路 专 用 线 重 点 建 设 项 目 共
计30余项 。

在应对重污染天气方面， 方
案提出， 实施差异化应急管理。
对一些重点行业， 明确绩效分级
指标， 确定A、 B、 C级企业， 实
施动态管理。 原则上， A级企业
生产工艺、 污染治理水平、 排放
强度等应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在
重污染期间可不采取减排措施；
B级企业应达到省内标杆水平 ，
适当减少减排措施。

据新华社

13日， 无锡锡山区鹅湖镇一小
吃店发生燃气爆炸， 造成9人死亡，
10人受伤。 该事件敲响了瓶装液化
气使用隐患不可轻忽的警钟。

当前， 各城市中， 瓶装液化气
仍在哪些场合被广泛使用？ 现实中，
瓶装液化气使用流程存在哪些重大
隐患？ 监管与排除相关隐患仍存哪
些难点？ 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第一问：
瓶装液化气仍在城市中哪

些场合被广泛使用？
据专家介绍， 随着各地积极推

进天然气管道建设， 更加安全清洁
的天然气在城市的普及率迅速升高。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在城市中仍有
不少地方在广泛使用瓶装液化气。

各类夜市正广泛使用瓶装液化
气。 记者在沈阳塔湾兴顺国际观光
夜市发现， 400多家小吃商户都在使
用液化气钢瓶烹饪美食。 当地客流
量颇大的彩电塔夜市商户也同样都
使用瓶装液化气。

在南昌， 记者走访紫荆夜市时
注意到， 每个摊位的附近都放着液
化气瓶， 有的摊位还不止一个。

瓶装液化气还随着餐饮商铺大
量进入到人口密集的社区附近。 石
家庄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家楼
下就是一排小吃店， 做菜基本都使
用瓶装液化气。 记者还见到石家庄
方兴路的部分早市和小吃店也在大
量使用瓶装液化气。

一位石家庄市民说， 自从发现
家附近的店家几乎不了解液化气钢
瓶使用安全规范后， 他就一直惴惴
不安想搬家。 一家煎饼店的老板则
告诉记者 ， 有时候收摊带液化气
钢瓶回家时 ， 心里也担心会不会
爆炸， 只能安慰自己 “哪儿就那么
倒霉啊。”

第二问：
当前瓶装液化气使用流程

中存在哪些重大隐患？
记者调查发现， 当前在瓶装液

化气使用流程中存在一些风险隐患。

记者发现 “黑气站 ” 仍存在 ，
有瓶装液化气运输过程也不符合
规范。

调查中， 记者在石家庄某城中
村的街道上看到， 不少装有液化气
钢瓶的电动三轮车正冒雨送货。 这
些人告诉记者 ， 平时订货量不少 ，
配送范围可覆盖石家庄二环。 记者
还在这个城中村内发现了一处作为
“黑气站” 的民房， 里面堆放有大量
“气瓶”。

我国危险品运输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 运输、 装卸瓶装液化气一类
危险品必须由持有相关资格证件的
专业人士， 使用专业运输设备， 取
得专门许可后方可操作。 但记者看
到在沈阳等地的夜市， 有人推着装
有多个液化气钢瓶的手推车游走 ，
“哪个摊没气儿了就给哪个送。” 南
昌某基层燃气管理工作人员介绍 ，
液化气瓶从郊区气库运输到城区服
务点应使用专业的危险品运输车辆，
但目前不少都由普通小货车来运输。

操作不当、 设备老化造成重大
风险。 记者发现， 沈阳、 南昌一些
夜市摊位存在为提高烹饪效率、 节
省摊位空间、 最大程度使用瓶装液
化气而私自改装使用三通接头连接
液化气钢瓶， 且将液化气钢瓶放倒
使用的情况。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 种 设 备 科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说 ，
“用三通接头把两根管接成一根在同
一个瓶内使用， 危险性极高。” 另据
相关专家介绍， 液化气钢瓶一旦平
放， 液体部分将涌至瓶口处， 打开
角阀时冲出的液体很可能迅速汽化，
超过燃具的负荷， 形成爆炸或爆燃，
风险不小。

记者从石家庄方兴路的部分早
市和小吃店了解到， 商家所使用的
“气瓶” 不少已近十年， 对是否经过
检查、 需要检查则语焉不详。

有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前一些城市因液化气引起的火灾
多与容器老化或操作不当有关， 特
别是一旦引发爆炸事故， 将对公共
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查访中记者注意到， 经常使用
瓶装液化气的人员不少对相关安全
知识知之甚少， 甚至一些相关岗位
工作人员也安全意识淡漠。 在南昌
某液化气供应站， 工作人员和送气
员在工作场所吸烟 ， 他们身旁就
是禁烟标志和数十个液化气瓶。 另
外还有一些送气员暴力搬运液化气
钢瓶。

第三问：
监管与排除相关隐患仍存

哪些难点？
为排除瓶装液化气使用风险隐

患， 各地积极采取措施。
在沈阳， 有关部门给钢瓶阀门

装上 “智能芯片”。 据悉这种钢瓶一
旦超期 ， 就会停止灌输 。 在贵州 ，
省级气瓶安全追溯管理公共服务平
台已于7月上线， 初步实现全省气瓶
使用环节的可追溯。

但要彻底排除隐患仍有不少难
点。 南昌某基层燃气管理工作人员
反映，当前基层管理部门每天都会对
餐饮等重点区域的液化气瓶进行安
全检查，但面对市场上数量众多的液
化气钢瓶，检查人员人手不够。且液
化气钢瓶检查专业性要求较高， 部
分基层管理人员业务水平难以胜任。

记者还从河北某地燃气公司负
责人处了解到， 瓶装液化气被一些
商家广泛使用和成本直接相关。 例
如， 近期一个能坐近20桌的餐馆申
请安装天然气 ， 管道费 、 接口费 、
截止阀等设备共花费5万多元， 这对
中小商家来说花费不菲。

另有业内人士透露， 当前升级
安全性能更高的液化气瓶等设备都
是各类经营主体自己出钱， 财政上
并无补助， 且经营主体按规定不能
擅自以成本提高为名涨价， 不少经
营主体缺少升级设备的内在动力。

“当前我国流通使用中的液化气
钢瓶底数不清、 状况不明， 造成对
公共安全隐患不小， 除监管机构强
化监管外， 引导社会经营主体积极
升级设备非常重要。” 一位液化气经
销商对记者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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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瓶装液化气使用隐患调查 新华社电 根据国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发 布 的
《2018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
量安全报告》， 2018年全国
医院平均住院日为9.3天 ，
相比 1992年 16.2天的 “峰
值”， 降幅达42.6%。 其中，
三级医院平均住院日实现
连续5年下降。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
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说 ， 这
一数据指标的变化 ， 显示
出我国通过创新医疗服务
模式， 推进诊疗服务整体
化， 使得医疗服务效率不
断提升。

医院平均住院日 ， 指
的是一定时期内每一出院
者平均住院时间的长短 ，
是评价医疗效益和效率的
综合指标之一， 等于 “出
院 者 占 用 总 床 日 数 ” 与

“出院人数” 之比。
记者了解到 ， 近年来

国家卫健委推动全国医院
优化服务流程 ， 开展日间
手术、 日间化疗 、 日间病
房、 快速康复 、 早期康复
等服务， 减少了医院平均
住院日， 提升了诊疗服务
的效率。

郭燕红说 ， 在医疗服
务效率提升的同时 ， 我国
医疗服务总量 、 医疗质量
水平、 医疗技术能力近年
来也持续提升 ， 医疗卫生
事业呈现 “量质效协同提
升， 技术水平持续进步”。

近5年来， 国家卫健委
连续发布国家医疗服务与
质量安全报告 ， 向全行业
和全社会全面 、 客观展现
我国医疗服务和质量安全
的形势与现状。

我国医疗服务效率不断提升
医院平均住院日指标降至9.3天

新华社电 17日是第
六个国家扶贫日 。 驾驶电
动汽车的你，也能为扶贫做
贡献。国家电网公司17日跨
省采购7000万千瓦时青海
的光伏扶贫电力，全部用于
北京地区充电桩充电。这意
味着， 从17日到今年年底，
北京所有电动汽车将100%
使用西北绿电。

记 者 从 当 天 举 办 的
“智慧车联网+绿电扶贫 ”
公益活动获悉， 这是我国
电动汽车首次大规模使用
“全绿电”， 预计可满足约
200万辆次充电电量。 通过
结算返现方式， 电动车主
每充一度电将比平时便宜
两分钱。

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
理韩君表示， 这次活动真
正实现 “新能源车充新能
源电”， 不仅降低了车主充

电成本， 引导人们更多使
用绿电， 助力贫困地区经
济发展； 而且还通过对电
动 汽 车 充 电 负 荷 的 智 能
引导和控制， 提升了电网
的运行效率和新能源消纳
能力。

近年来 ， 国家电网公
司广泛开展扶贫行动 ， 仅
青海的扶贫电站建设就惠
及10多万贫困人口 。 此次
依托智慧车联网平台和北
京电力交易中心进行扶贫
绿电跨省交易， 一辆辆电
动汽车首次和一家家贫困
户直接 “连接 ” 起来 ， 实
现了电动汽车对清洁电力
的定向消纳。

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预测， 随着电动汽车的发
展 ， 到2025年 ， 我国电动
汽车消纳新能源电量的能
力可达到近300亿千瓦时。

我国电动汽车首次大规模使用“全绿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