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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拟立法加强重污染天气防治
政府部门应每年组织开展大气污染成因分析、制定防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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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呈波动起伏

近年来，我省持续增强大气污染防治力度，环境空
气质量取得明显改善，但治理成效还不够稳固，离国家
标准还有差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刘群表示，2022年，我
省优良天数平均比率低于国家考核目标1.7个百分点，
PM2.5浓度排全国第22位。

从2018�年至2022年全省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85.4%、83.7%、91.7%、91%、87.6%）来看，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总体呈波动起伏状态。2022年， 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6%，同比下降了3.4个百分
点；PM2.5浓度虽为历史低值，但仍比全国平均值高出
5微克/立方米。

我省已出台《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何还要
针对重污染天气出台专门的规定？

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本华
表示，上位法虽然确立了重污染天气应对监测预警和信
息发布机制，提出了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响应的基本要
求，但对重污染天气防治未作相应规定，我省重污染天
气防治缺乏针对性强的法治保障。

【亮点】加强大气污染成因分析和针对性治理

记者注意到，《规定（草案）》突出“小快灵”特点，重
点针对大气污染监测不实时、监测造假、成因分析不经
常、应急不响应及工业源、移动源污染防治等重点问题
进行了规范，为重污染天气防治提供了制度安排。

如， 针对我省大气污染成因分析工作未全面铺开，
具体实施和保障机制缺乏法律依据的问题，《规定（草案）》
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对大气污染的成因分析和
针对性治理；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和未完成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
据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每年组织开展大气污染成
因分析。

针对重污染天气防治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规定（草
案）》对重污染天气防治方案、监测预报、应急响应作出规
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根据大气污染
成因分析成果，制定并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防治方案，向
社会公开，并定期进行评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当将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禁止或者限制大气
污染物排放的要求纳入排污许可特殊时段管理。

《规定（草案）》还对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治理，非

道路移动机械、机动车污染排放控制等作出规定，要求
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应当进行基本信息、污
染控制技术信息、排放检验信息等信息编码登记。

【建议】坚持抓好空气质量实时监测工作

审议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坚持抓好空
气质量实时监测工作， 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实时监测
数据分析、预报和应急响应机制。要创新行业科技管理
机制，加快构建“天空地网”综合监测体系。推广应用遥
感、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组建湖南调查
监测技术联盟，加强关键技术突破与创新，提升生态环
境监测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此外，大气污染成因分析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也是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的主要依据。 大气污染成因分
析包括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气象观测、大气污染源排放
调查、主要污染物来源解析等内容，应当精准分析大气
污染防治的主控因子和可控因子。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要加强对分析单位的质量考核， 考核结果纳入环保信
用评价管理， 对出具报告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单位
设置相应的处罚措施。

长沙蓝天白云。 顾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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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重污染天气，湖南一直在行动。11月27日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湖南省重污染天气防治若干规定（草案）》。这意味着，我
省将为重污染天气防治立法，用法治力量守护“湖南蓝”。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辉

重污染天气是指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大于
201，即空气质量达到5级（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过

程的大气污染。 重污染天气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一
个重污染天PM2.5的平均浓度约为优良天的4倍，也严重
影响我省全年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完成。

今年8月，省政府办公厅公布《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
“守护蓝天”攻坚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提出我
省空气质量改善目标：2023年， 完成国家空气质量指标，
长沙PM2.5浓度力争在37微克/立方米以内；2024年，提

前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空气质量目标，长
沙PM2.5浓度在36微克/立方米以内；2025

年， 全省PM2.5浓度在32微克/立方
米以内，基本消除重污染
天气。

2025年全省
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三湘都市报11月27日讯 今日下午，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
《湖南省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建设运行管理
若干规定（草案）》，我省将通过立法规范城
市生活污水管网建设运行管理， 杜绝污水
管网错接混接漏接和雨污合流现象。

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调研发
现，我省污水管网错接混接漏接、雨污合流
现象普遍。 通过立法规范城市生活污水管
网建设运行管理十分必要紧迫。

《规定（草案）》共13条，主要规定了城
市生活污水管网的规划、建设、运行、维护
和管理以及生活污水处理厂的运行、 维护
等内容。

在充分考虑我省各地差异情况下，对
雨污分流作了明确规定： 城区应当实行雨
污分流， 旧城应当逐步进行分流改造；新
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依法编制排水工
程设计方案， 配套建设的排水设施应当符
合雨污分流要求； 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工程
竣工验收前应当进行内窥检测， 新建居住
小区、 公共建筑排水未规范接入市政排水
管网、 未进行竣工验收以及竣工验收不合
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针对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底数不清、管
理主体不明和责任不清、 接入管理混乱等
问题，《规定（草案）》明确了不同类型管网
的管理主体以及管理责任， 鼓励同一生活
污水处理厂排水分区内的市政污水管网委
托同一个单位统一实施专业化维护运营。
为了彻底摸清管网现状， 要求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组织对现有小区污水管网和市政污
水管网开展全面排查并进行整改。

针对一些地方生活污水处理厂进水污
染物浓度不够、 处理效能不高等问题，《规
定（草案）》规定新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当
实行厂网一体化、专业化运行维护，现有生
活污水处理厂暂未实行厂网一体化、 专业
化运行维护的，应当逐步实行，排水主管部
门应当推行生活污水处理绩效付费管理制
度，将生活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污
染物消减量和污泥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纳
入考核范围。 ■全媒体记者 李成辉

我省拟立法规范
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建设运行管理
排水系统未规范接入
新建小区不得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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