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11月 25日 10时，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陕西省生

态环境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张金东，陕西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主任龚

国明，西部机场集团机场建设指挥部安全质量部副总经理高戈，大唐宝鸡热电厂

副总工程师孙东峰出席，介绍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好转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陕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工作处处长

李惠主持。

陕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工作处处长李惠：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大家

出席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今天是“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凝心聚力高质量发展”系列发

布会第八场，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张金东先生，

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主任龚国明先生，西部机场集团机场建设指挥部安

全质量部副总经理高戈女士，大唐宝鸡热电厂副总工程师孙东峰先生，请他们向

大家介绍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有关情况，并回

答记者朋友们关心的问题。首先，请张金东副厅长介绍总体情况。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张金东：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好！首先

感谢各位对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今天发布的内容是：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各项工作要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的殷切嘱

托，突出秦岭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汾渭平原大气治理等重点工作，扎

实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深刻汲取秦岭违建别墅教训，认真抓好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加快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出台助推高质量发展和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 20条措施，严格实施环评审批和监督执法两个“正面清单”，全力支持

服务“六稳”“六保”。“十三五”以来，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好转，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一、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大气环境质量方面，蓝天保卫战实施三年来，全省城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优良天数不断增加，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2019年，全省国考 10市空气综合指

数 3.37，较 2017年下降 10.1%；PM2.5平均浓度 46微克/立方米，较 2017年

下降 6.1%。今年 1-10月，PM2.5浓度 3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9%；优

良天数 253.2天，同比增加 19.5天；重污染天数 5.1天，同比减少 7天。

水环境质量方面，2019年，全省 50个国考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78%，

消除劣Ⅴ类水质，提前达到“十三五”目标要求。今年 1-10月，50个国考断面Ⅰ～

Ⅲ类水质比例为 90%，同比提高 14.5个百分点。渭河干流水质改善明显，今年

入黄潼关吊桥断面水质提升至 II类；汉江、丹江、嘉陵江出境断面稳定保持 II
类，保障了南水北调水质安全；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达标率

100%。

总量减排方面，2019年，我省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量分别较 2015年下降 9.6%、10.5%、19.4%、14.3%，单位 GDP二氧化碳

排放量较 2015年下降 21%，氨氮、二氧化硫和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率提前达到“十三五”目标任务。全省突发环境事件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土壤、

核与辐射环境质量总体安全稳定。

二、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蓝天保卫战方面，全面落实减煤、控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等治霾措

施。牵头推动汾渭平原大气治理联防联控，实现关中区域联动，积极应对重污染

天气，铁腕推进秋冬季治污降霾，全省累计拆改燃煤锅炉 2.2万台 3.1万蒸吨，

关中地区完成散煤治理 320余万户，并提前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累计综

合整治“散乱污”企业 2.7万户，淘汰黄标车、高排放老旧车约 33万辆。全省 30
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改造，超额并提前两年完成国家任务。

碧水保卫战方面，以黄河流域为重点，以落实河长制湖长制为抓手，扎实推

进汉江、丹江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压茬开展渭河流域污染防治三年行动，渭

河干流水质由 2015年的轻度污染提升到优良，实现根本性好转。开展汉丹江流

域水质保护行动，全力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水质安全。启动陕北重要河流水污

染防治，排查黄河干流排污口 1002个，消除 26个城市黑臭水体，划定“千吨万

人”水源地保护区 197个，划定率 100%。

净土保卫战方面，完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土壤污染防治成效综合评估实现 107个县（区）全覆盖。实施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在 13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中县（区）

实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标准，提前完成“十三五”重金属总量减排国

考任务。累计完成农村环境整治村庄 7174个，提前完成国考任务。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创建和“两山”基地创建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全省 8个县荣获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3个县被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三、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一是不断完善法规规章和标准体系。

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和全面加强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决定等重大政策文件，每年印发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工作方案。

“十三五”以来，制修订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条

例等 9部地方法规，发布实施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等地方标准 15项。

二是持续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改革。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驻市（区）生态环境督察机构正式运行。空气、水环境补偿制度不断扩展，制定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及鉴定评估办法，开展损害赔偿 18起。完成我省“三线一

单”编制，年底可落地实施。在全国率先完成“二污普”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核

发登记全覆盖。

三是不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全省目前建成运行城市（含县城）污水处理厂 126
座，日处理规模 530万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到 90%以上；建成运行县城以上



生活垃圾处理场 100座，处理率达到 89.6%，实现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垃圾处理

设施全覆盖。建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利用项目 135个，总能力达到 695.13
万吨/年；全面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建成 217个覆盖所有县（区）的国

控、省控空气质量监测站；在 83条河流和 4座湖库上布设 184个国控、省控水

质监测断面；建成 1163个监测点位组成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建成含 423条

道路、1709个城市区域、74个功能区噪声监测点的声环境质量监测网；建成覆

盖关中各市区的电磁辐射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网络。

四、着力解决突出问题，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一是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反馈的 39个问题，实现省委环保督察全覆盖，一批难点热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二是持续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深刻汲取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题教训，严

格落实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持续开展“绿盾”专项行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围绕关中大气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土壤污染防治、陕北油污泥处置等开展专

项督察、执法和整治。与甘肃等省开展跨境流域风险防范联合执法、联防共治。

三是加强环境安全风险防控。2019年，全省发生并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

件 26起，比 2015年的 58起下降 58.6%。今年 1-10月发生 10起，较去年同

期减少 12起，同比下降 54.5%。全省生态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

布局之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系统观念，突出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动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以上是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陕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工作处处长李惠：感谢张厅长，介绍就到这里。下

面请大家围绕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进行提问。提问的时候，请报一下自己所在

的新闻机构名称。谢谢。

国际在线

您好，我是国际在线记者。近几年，我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蓝天白云越来越

多。请问，在深化结构调整方面，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随着秋冬季的到来，

我们还将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谢谢。

张金东：谢谢你的提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我们强力推进蓝天保卫战，并取得阶段性成效。三年来，我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实现三连降，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西安、咸阳、延安、安康等城市的改

善幅度进入全国重点城市前 20名。



大气污染来自方方面面，重点包括：工业排放、燃煤污染、机动车污染、扬

尘污染，餐饮油烟和油漆等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但由于历史的因素，我省仍存在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交通运输偏

公路、用地结构点大面广等问题，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今年以来，我们突出

重点，持续深化四大结构调整，推进绿色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严控“两高”行业产能，关中地区关闭压减“两高”产能 138
万吨，关停小火电机组 47.5万千瓦；在累计整治 2.7万户“散乱污”企业的基础上，

今年对 1.8万户开展“回头看”，对新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保持动态清零；完成

7个产业集群升级改造，对 162台工业炉窑和 109家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实施治

理。

能源结构调整方面，积极稳妥推进散煤治理，今年关中地区完成改造 81.4
万户，占年度任务的 108%；全省累计拆改燃煤锅炉 5438台，实施燃气锅炉低

氮改造 5801台；今年 31个燃煤集中供热站完成清洁化改造；大力建设风能等

清洁能源，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 1872万千瓦，占电力装机 30.3%。

运输结构调整方面，持续推进“公转铁”,今年全省铁路货运量较 2017年增加

9444万吨；累计淘汰柴油货车和老旧燃气车 14.4万辆，占任务量的 111%；开

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性监测 6632台，完成治理 2377台。

用地结构调整方面，建立施工工地动态管理清单，安装 2360个在线监测系

统和 2348 个视频监控系统；建立红黄绿牌监管制度，全面落实“六个 100%”控
尘要求；对 1194家物料堆场加强扬尘监管，强化秸秆禁烧工作，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率达 91.3%。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切实做好我省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11月

2日，刘国中书记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题研究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11月 6日，省政府召开 2020-2021年秋冬季铁腕治霾推进视频会，

赵一德省长出席会议并部署工作。当前，我们将狠抓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一刻也不放松，一微克也不放弃，尽最大努力改善空气质量，确保蓝天

保卫战圆满收官。

一是全面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对标对表蓝天保卫战和秋冬季攻坚两大目标任

务，紧抓 PM2.5浓度下降、优良天数增加和重污染天数减少三大重点，聚焦燃

煤、机动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重点环节，大力推进散煤治理、“公转

铁”、重污染企业退城搬迁、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柴油货车淘汰治理、扬尘

污染防治等专项整治，建立台账，查漏补缺，确保如期完成国家考核目标任务。

二是扎实开展攻坚执法帮扶行动。统筹调度全省执法督察力量，以重污染天

气应急减排为重点开展执法帮扶，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督导，对排放大户实行定

点监管，做到有应急必出动，有违法必处理，有责任必追究。



三是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加强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及时开展联防联控。

细化减排清单，不搞一刀切，努力削峰降速。加大宣传力度，回应社会关切，为

重污染天气应对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四是科学谋划“十四五”工作。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着眼于提

升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和十四运空气质量保障，坚持系统观念，

科学谋划“十四五”工作，推动多维度协同发力、协同治理、协同减排和协同管控，

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谢谢！

陕西日报

您好，我是陕西日报记者。生态环保督察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抓手，

请问我省在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面进展如何？

取得了哪些成效？谢谢。


龚国明：谢谢你的提问。2018年 11月 3日至 12月 3日，中央对我省第一轮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了“回头看”，统筹安排了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

2019年 5月 13日反馈了意见。根据中央的反馈意见，我省共梳理出 45个整改

问题。截至今年 10月底，45个问题有 39个已完成整改，还有 6个问题正在积

极推进整改。

省委、省政府坚持把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问题整改。一是高位部

署推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后，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专



题研究整改方案，成立以省委书记、省长为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省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省级相关领导同志多次组织召开会议、作出批示、实地调研

督导，推动整改工作持续有序开展。二是精准调度管理。建立台账管理、按月调

度、督查督办、验收销号、舆论宣传、信息公开等整改推进机制。针对反馈问题

逐项列出整改清单、确定责任单位、细化整改措施、明确完成时限，整改一个销

号一个。三是狠抓整改落实。针对未完成问题，各相关牵头部门坚持问题导向，

查找症结，加快推进。省整改办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对接，有效破解整改中遇到

的困难；对已完成的问题，及时验收销号备案，并组织复核；对未完成问题持续

加大督办力度。四是坚持统筹推进。始终将督察整改作为提升我省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的重要举措，坚持把督察整改与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好

三大保卫战等有机融合，秦岭及渭北“旱腰带”生态环境修复、黄河湿地自然保护

区整改、陕北水污染治理、陕南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取得实效。

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力推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各级

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意识明显增

强；有效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将督察整改作为解决生态环境“老大难”
问题的重要抓手，有效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如西安皂河综合治理，安康、西咸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秦岭、渭北“旱腰带”采
石矿山治理，榆林、韩城封闭煤仓建设等均取得明显成效；有序完善了生态环境

保护长效机制，修订出台了《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打基础、

管长远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切实提升了生态环保领域工作作风，

通过督察整改，“部门职责不清、环保单打独斗”“政策不落地、部署不落实”“整改

走形式、检查走过程”“平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等现象得到了扭转，各地各部

门生态环保领域工作作风切实得到转变。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 6个未完成问题整改，主动向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办

公室汇报沟通，并精心报送信息、加强调度管理、做好验收销号，力争年底前基

本完成整改任务。谢谢！

陕西网

您好，我是陕西网记者。陕西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腹地，在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谢谢。

张金东：谢谢你的提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

和污染治理，对污染严重的支流要下大力气推进治理。为此，我们坚决打好碧水

保卫战，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19年我省黄河流域 32个国考断面中

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65.6%，无劣Ⅴ类断面，提前达到“十三五”终期考核要求。

今年 1-10月，黄河流域国考断面Ⅰ～Ⅲ类比例为 84.4%，同比改善 21.9个百分

点。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一是完善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省委将水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体系，并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重要内容，实施年度考核和水环境质量排

名。出台全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规划《实施意见》、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



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实施《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配合省人大常

委会开展“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并推进审议意见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深化流域水

污染补偿制度，将渭河补偿经验扩展至清涧河、北洛河流域。开展全省水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并形成初步成果。生态环境部将渭南、铜川两市纳

入全国 10个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试点市，组织开展陕西省重点流

域“十四五”规划地市水生态环境保护要点编制工作，现根据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意见修改完善。二是精准治理突出环境问题。聚焦清涧河、

石川河等重点河流及水质不达标断面，主动帮扶地方政府“一河一策”实施不达标

断面限期治理，夯实责任，精准整改。开展入河排污口专项排查整治，建立问题

台账，督导地方加快整改。去年，完成 653个城市建成区入河排污口清理整顿

工作。今年全面开展黄河干支流入河排污口专项排查整治，截至目前，黄河干流

共排查出 6类 1002个入河排污口，其中存在问题入河排污口 105个。完成县级

以上地表水型水源地专项执法检查，排查整治环境问题 637个。推进水源地保

护区划定、设标立界等工作，各市均完成备用水源地的划定。开展乡镇“千吨万

人”水源保护区划定与环境问题整治，完成黄河流域 158个“千吨万人”水源地保

护区划定，划定率 100%。联合省住建厅持续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对西安、

铜川、榆林城市黑臭水体攻坚治理挂牌督战，确保长制久清。三是加强环境基础

设施和治污工程建设。会同省级部门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管网建设，

推行“厂-网-河”一体化和专业化运维。目前黄河流域已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 97
个，日处理能力 486万吨。积极争取资金支持，今年中央财政已下达 2020年水

污染防治资金 4.08亿元，重点用于黄河流域污染治理，申报黄河流域水污染防

治项目共计 173个，计划总投资 144.9亿元。

受自然禀赋、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整体脆弱，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我省将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问题

导向，精准施治，科学编制黄河流域保护规划，着力提升城镇水污染防治水平，

不断强化生态环境督察执法，协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生态环境基础。谢谢！

李惠：感谢几位发布人，也感谢今天与会的记者朋友。本场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