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见，“烟囱时代”
■本报记者 刘淑芳 通讯员 上官小盼

■消失的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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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七十年 丽水“四个一”之“消逝的四个一”

丽水的“好空气”是这样养成的
■本报记者 刘淑芳 通讯员 吴昕昊

前不久，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 2019 年 1-8 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今
年 1-8 月，丽水市区 PM2.5 浓度为 22 微克每立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
降幅达 15.4 个百分比， 排名全省并列第一； 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为
100%，全省排名第一，同比上升 3.3 个百分点。 空气质量排名全国第六
位。

作为浙江的生态大花园、 华东的生态屏障， 生态是丽水最大的优
势。 但是，在上世纪，造纸厂、化工厂、钢铁厂、砖瓦厂在丽水遍地开花，
因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运输结构偏油，丽水一度成为“灰天”
“黑水”的污染典型。 当时浙江省环保系统有句话是“北抓太湖，南抓丽
水”，可见形势之严峻。

为守护一方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丽水一方面实行生态工业发展负
面清单，先后关停多家造纸厂，否决了炉西峡小水电建设、驮滩百亿钢
厂等几百个高污染、高耗能项目。 同时，持续推进产业、能源、运输等结
构调整。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丽水市共淘汰落后
产能涉及企业 109 家、燃煤锅炉 35 台，清理整顿“散乱污”企业（作坊）
204 家，新增新能源公交车 99 辆。

另一方面制定重点产业导向清单，生态农业及精深加工、生态休闲
旅游等成为当地重点培育和引进的鼓励类项目。 绿水青山赋予的生态
潜力，成了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独特资源。

在通过调结构减少大气“污染源”的同时，丽水也从未放松对已有
“污染源”的治理，工业废气治理便首当其冲。 据了解，2018 年丽水深入
实施重点行业、重点工业园区废气和重点领域臭气异味的治理,共完成
了 5 台锅炉清洁排放改造、30 家重点工业企业废气治理、 云和县木制
玩具行业 12 个项目的滚漆加工生产线 VOCs 深化治理和开发区合成
革 DMF 集中精馏一期建设。

此外，丽水还持续推进露天矿山、扬尘整治、秸秆综合利用、烟花爆
竹禁燃以及城镇垃圾废物臭气和餐饮油烟废气异味处理等工作， 全面
防控大气污染。 2018 年，丽水共开工治理 15 家废弃矿山；对全市 451
个在建工地建立动态清单化管理；开展餐饮油烟整治行动，完成第一批
669 家餐饮单位的提标整治任务；严格落实秋冬季秸秆禁烧管控，发现
并处置点火点位 3378 处， 处罚焚烧秸秆行为 217 起， 累计处罚金额
28160 元； 实现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93.62%和全域范围全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

近年来，丽水持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监管执法力度，常态化开展以
涉气违法行为重点打击对象的执法专项行动和交叉检查活动， 为打赢
“蓝天保卫战”保驾护航。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2018 年，丽水共
出动环境执法人员 22580 人次，检查各类企业 4258 家，其中查出涉气
问题案件 217 件，切实形成了打击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记者手记

环保干部江浩的一天
■本报记者 刘淑芳 通讯员 上官小盼

9 月 17 日，对于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监察大队队长江浩而
言，是稀疏平常的一天。

每天上班提前半个小时，梳理这一天乃至一整周的工作计划，按照
轻重缓急将工作排出个先后顺序，这是江浩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

7 时 30 分， 江浩和他的 5 位同事早早就等在开发区管委会的大楼
前，配合来自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的 10 名工作人员对辖区重点企业进行
废气监测。 这项工作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开始，目前已经监测了 60 多根
废气排放口。 这一天，江浩一行来到一家合成革企业。 这家合成革企业有
5 个废气排放口。 他们分批到不同的排放口进行废气监测。 在其中一个排
放口，江浩和省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同爬上 18 米高的地方，省监测中
心的工作人员负责废气采样，江浩则负责拍照、固定证据，还有的工作人
员则同时对生产线工况进行核实，防止企业在监测过程中蒙混过关。

10 时，江浩接到来自 12345 投诉热线的投诉，有居民反映水阁彩
虹城小区附近闻到一股刺鼻的异味。他放下手边监测废气的工作，便带
着两名同事赶赴现场查看臭气源头。 他对彩虹城周边的七八家企业进
行逐一排查，发现其中一家企业的废气处理设施有破损。他马上对企业
进行立案查处，并要求企业立刻进行整改。 自三年前，12345 开通了环
保投诉热线，开发区的居民投诉反映问题的渠道更加畅通了。 “环保离
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 ”江浩说，也正是在群众的监督和共同治理下，开
发区的废气治理问题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从前一天能接到八九个投诉
电话，经过近年来的治理，投诉电话在大幅减少。 ”

13 时，午饭后，江浩立刻开始解决早上的投诉问题。 他安排一名同
事去企业查看设施是否已经运行正常。 同时，他将该企业的负责人约至
办公室做询问笔录，调查事情的前因后果。

14 时 30 分，下午上班后，江浩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环境执法双随机
检查工作中。 双随机检查的第一个随机，是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第二个
随机， 是随机选派环境执法人员。 这项工作是环保部门的例行工作之
一。 一个季度内，49 家重点企业都需要检查一遍。 这一次，江浩带着同
事来到辖区的两家企业，检查内容为企业厂区环境现状，重点检查污染
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污染物排放、危废和固废管理、环评办理等情况。
在其中一家企业，江浩发现部分精馏残桶危弃标签脱落，发现问题后，
江浩要求企业立即重新粘贴。

16 时 30 分，江浩又赶到了园区的一家电镀中心，督促企业加快土
壤和地下水环境检测进度。 近期，开发区管委会发布了《建设项目进退
场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和《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项目进退场
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要求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
每年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以确保环境安全。

22 时，江浩和 4 名同事要对企业进行夜查。 在开发区，很多企业在
夜晚 22 时以后才开始生产，夜晚时间常常也是监管的薄弱时间，为了
检测这些企业的废气排放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开发区环保局从三年前
开始进行夜查和周末查行动，每周至少两次。环保局包括班子成员在内
20 个人分成四组，每个组轮流对重点监测企业进行突击检查。 “正是在
这样严厉的监管下，偷排漏排的现象已鲜有发生了。 ”江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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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然巨响之后，一根高耸的烟囱应声倒落。 去年 7
月， 位于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旭合成革有限公司
拆除了闲置三年的烟囱。 踏上烟囱坍塌的废墟， 新旭
合成革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内心还荡漾着余震。 从 2005
年竖起烟囱，到 2015 年接受园区集中供热让烟囱熄火
停烟，再到现在定向拆除，新旭一路走来，难言轻松，却
也见证了丽水从工业时代迈向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不凡
历程。

2013 年，在全市拉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幕
之时，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启了浩浩荡荡的整治行
动。 从拔除第一根烟囱开始，直至今日，不断升级的标
准、持续加码的力度，在“蓝天保卫战”这场关乎所有开
发区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攻坚战里， 南城蓝天白云的生
态底色正逐渐被擦亮。

伴随着一根又一根的烟囱消失， 丽水经济技术开
发区这个丽水工业的主战场， 也从省级开发区成长为
全市第一家“国字号”开发区。

“这不仅仅是一种结束，更是新生。”新旭合成革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 拆除烟囱的背后， 同样蕴藏着产业
转型升级、生态价值提升等多重机遇。

曾经繁荣的标志
烟囱，曾是产业兴旺的代表，为城市经济发展立下

汗马功劳。
2003 年，正处建设初期的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正

如火如荼地展开招商工作。因为紧邻温州的地域优势，
不少温州合成革企业来此落户。 作为最早进入园区投
资建设的产业之一，通过跨越发展，开发区合成革行业
没几年便成为了全国第二大的合成革产业基地。 发展
最快之时， 合成革及其配套企业总产值从 2004 年的
14 亿元迅速增长到 2012 年的 147 亿元， 占开发区工
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为带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
巨大贡献。

然而， 随着这个产业一同快速发展的还有越来越
多的烟囱， 以及逐渐显现的其他环境保护问题。 由于
传统的合成革采用油性的聚氨酯树脂生产合成革的面
层和基层材料，生产中需要用到 DMF(二甲基甲酰胺)、
甲苯等有毒有害的有机溶剂，在生产过程中极易挥发，
气味刺鼻，造成空气污染。

对烟囱，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辖村庄的老百姓
心情复杂。 老水阁村民顾慧霞说，以前，林立的烟囱曾
是丽水工业繁荣的标志，“只要煤一加，烟囱就冒烟。烟
越大，企业生产就越旺。 ”顾慧霞说，因为工厂多，那时
候许多水阁村民都到厂里上班，并且以此为傲。

但是数十根烟囱冒出的滚滚黑烟， 也让水阁村民
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污染中。 “一直以来大家对水阁
的印象，就是灰尘大、雾蒙蒙，还特别臭。 ”同是水阁村
的村民王琳说， 曾经工业区里的烟囱冒黑烟， 散发臭
气，家里根本不敢开窗。

2010 年，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与丽水市环保局共
同调查研究中，开发区附近的水阁村、龙石村、张村安
置区在下风向时都检测到超限污染。

这个问题曾被浙江列为省“811”环境保护行动第
一批省级督办的 11 个重点环境问题之一，也成为丽水
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

不让烟囱再冒烟
2014 年 2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许，浙江繁盛超纤制品

有限公司总裁孙进琳以自己厂区内的烟囱为背景， 拍了
一张照片作为留念。 一个小时后，这座 35 米高的大烟囱
被实行定向爆破，顷刻间灰飞烟灭，成为开发区拔除的第
一根烟囱。

向烟囱“宣战”，这是丽水经济开发区 2014 年谋定治
污“六场硬战、十项措施”的重点任务之一。 一直以来，由
于供热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在开发区内集聚的 80 余家合
成革、革基布、化工等企业均自建小锅炉燃煤供热。 随着
集中供热、供气改造逐步到位，当时开发区下定决心，提
出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 将园区内 80 余根烟囱全部拔
除。

2014 年 1 月，丽水经济开发区杭丽热电有限公司正
式为开发区首批 11 家企业集中供热，将年节约原煤 12.5
万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2700 多吨。 到了当年年底，33
根烟囱一一消失，开发区烟囱林立、黑烟滚滚的现象大幅
改观。 后来，因为有的企业临近居民区，拆除高大的烟囱
会影响周围的居民生活。于是，有的烟囱就被暂时保留下
来，但是烟囱已不再冒烟。住在工业区旁边的王琳感觉最
明显：“最近这两年，环境和空气明显变好了。不仅没有以
前那么灰蒙蒙的感觉，喉咙也舒服多了。 ”

以“一根烟囱”为抓手，开发区管委会高度重视分散
燃煤锅炉淘汰工作。合成革企业的燃煤锅炉开始淘汰，烟
囱开始被拔除。 截至 2019 年 1 月底，开发区已完成全部
分散燃煤锅炉淘汰。

治气更上一个台阶
烟囱不冒烟只是开发区治气的第一步， 企业生产工

程中排放的“有机废气”才是最大的整治难点。
今年年初，在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个被合成革企

业称为“史上最严”的治气方案———《合成革产业专项整
治提升行动方案》横空出世。

之所以说“最严”，是因为此次行动方案将合成革企
业的废气排放标准在现有国标的基础上，再提升了 50%。

“开发区因盆地的地理条件限制，加上产业集中，即
使所有企业都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由于‘叠加效应’，开
发区还是经常能闻到臭味。”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
局长周伟说，2018 年实施 《丽水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以来，开发区在治理废气、臭气上取得了较大
的成效，“三年前，在开发区，一年里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时
间都能闻到臭味，现在则完全相反。 但是，我们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要消除‘叠加效应’，必须实施顶格的生态标
准、推进最严格的生态治理。 ”

但是，推动“最严”治气并不容易。新旭合成革有限公
司在今年年初率先开展双封闭加新风系统， 实现车间基
本无臭味。 新旭负责人坦言，压力很大。 “虽然大家都说
好，但是丽水在合成革行业治气标准太超前，我们没有多
少先例可循，更没有经验。 而且，改造成本很大。

但想到改造后带来的美好前景，上述负责人说，再困
难也要坚持：“丽水是全国生态第一市， 再严格的治气标
准都不为过。 况且，这次治气行动是动真格的，如果整改
不掉，就关停。 不管增加多少成本，这项工作必须完成。 ”

而开发区的新目标是：“今年年底，要让开发区 90%
的日子闻不到臭味。 到明年年底，要全面消除臭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