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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全省
生态环境保护“百日攻坚”行动方案》，开展一个
多月以来环境质量改善明显。1月全省平均优
良天数同比增加超过3成。

昨日上午，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召开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百日攻坚”行动新闻发布会，本报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百日攻坚”行动共提出4个
方面、24项重点攻坚任务，以协同降碳减污为总
抓手，提升气、巩固水、治理土、防风险，聚焦冬
春季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力争实现全省前4个月
PM2.5浓度同比改善5%以上，优良水体比例同
比提高5%。

1月全省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77.6% 同比提升32%

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宣传教育处主任吕雪
峰介绍，今年1月份，全省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7.6%，同比增加 32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60μg/m3，同比下降 35.5%；PM10 浓度为 89μg/
m3，同比下降24.6%；臭氧浓度为68μg/m3，同比
下降 15.0%；二氧化硫浓度为 25μg/m3，同比下
降 21.9%；二氧化氮浓度为 37μg/m3，同比下降
14.0%；一氧化碳浓度为2.6mg/m3，同比持平。

全省155个国考断面共监测125个断面，其
中优良水质断面92个，比例为73.6%；劣五类断
面4个，比例为3.2%。全省氨氮、总磷、化学需
氧量平均浓度同比分别改善 37.7%、26.6%和
12.1%。

46家核技术利用问题企业
完成整改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辽宁对石油、钢
铁等重点企业、放射性药品和移动放射源使用
单位进行辐射环境安全隐患现场监督检查，截
至目前共排查核技术利用单位407家，发现问题
企业51家，整改完成46家，5家未整改完成的已
制定整改计划。

同时，全省全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排
查整治，沈阳、大连、鞍山等市针对年排放挥发
性有机污染物 10 吨以上重点企业开展摸排工
作，建立了管理台账并进行动态更新，组织相关
企业编制“一厂一策”深度治理方案，实施“夏病
冬治”；2月以来，累计通报12座超标污水处理
厂，并督促整改。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核实尾矿库 1206 座。
共计排查环境风险隐患36个，治理完成34个；
严控秸秆焚烧，各地按照相关规定对核查属实
的秸秆焚烧火点进行了处理处罚，责任追究39
人次。

今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围绕全省化工园
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与环保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将延伸排查范围，将散落在园区外的“小化
工”企业列入重点排查名单，摸清底数，做到边
查边改，严厉打击非法“小化工”。在延伸排查
深度方面，从企业环保手续到污染防治设施运
行等，都要认真核查，建立“一企一策”，不搞“一

刀切”。

辽宁已启动《碳达峰方案》编制
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创建

中国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对于作
为工业大省的辽宁来说，任务十分艰巨。

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处
副处长李红梅称，目前，辽宁已经开始编制碳达
峰行动方案及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摸清二氧化
碳排放现状、分析排放趋势、研判峰值目标，强
化重大政策和行动，统筹推进能源、工业、建筑、
农业、林业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此外，辽宁还将推动节能降耗减排，积极参
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创
建。其中，法库县经济开发区陶瓷生产企业基
本实现清洁能源替代，每年节约燃煤约30万吨，
是我省首个“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
区”，全国首批20个“试点园区”之一。

对水污染“25+X”
重点断面进行动态管控

今年的百日攻坚行动中，辽宁通过认真梳
理研判“十四五”新增62个断面中水环境污染隐
患，同时结合去年20个重点管控河段尚未稳定
达标的断面，初步确定25个重点断面常态化管
控，另外针对个别月份中出现超标断面，即

“X”，实施动态管理，即时整改。
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李铁民

介绍，2020 年“双 20”行动中确定 20 个重点河
断，去年底水质全部实现达标。

2021年，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辽宁省河流
水质断面考核数量将由“十三五”的 93 个增至
155 个，增幅66.7%；涉及河流范围由53 条河增
至71条，增幅33.9%。

为做好“25+X”重点断面动态管控，辽宁将
建立河流断面水质问题零报告制度，排查污水
处理厂上游入管网企业，开展沿河排查等。

以辽河为试点
启动入河排污口整治

辽宁已完成流域面积 10 平方公里以上
3565条河流入河排放口排查，溯源关联后初步
确定排污口9812个，对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
上河流的1051个重点排污口开展监测，出台《辽
宁省入河排污口规范整治实施指导意见》。

4月底前，辽宁将完成辽河干流及一级支流
主要入河排污口溯源核复工作，启动辽河国家
公园范围内重点排污口规范化建设，通过试点
工作，结合已有排污许可证确定的污染物种类、
数量、去向等信息，逐步构建“受纳水体—排污
口—排污通道—排污单位”全过程监督管理体
系。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辽宁启动生态环境保护“百日攻坚”行动

1月全省平均优良天数同比增3成

对于工业企业，电力成本是企业主要生产
成本之一。电解铝生产、钛加工等有色金属加
工企业，用电支出占到生产成本的四成以上，电
价的高低对工业企业的发展影响很大。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铝沈阳有色加工有
限公司技术质量中心副主任王丽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她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
提交建议，希望降低东北地区工业用电价格，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

王丽表示，目前，东北地区工业用电价格在
全国各地的电价中属于中等水平，低于沿海发
达地区，但高于内蒙古、青海、西藏、山西等地。
以铁合金生产举例：电力成本占生产成本的
30%-40%，当所有电炉都运行时，每年的用电支
出为18亿元，平均用电成本为0.56元/千瓦时。
而内蒙古、青海、西藏、山西等地的同行业企业，
由于区域电价低于东北地区，其用电成本大概
在0.20元/千瓦时左右。

王丽说，轻金属铝、镁、钛的冶炼均为高耗能
生产，不但环保压力较大，而且受工业用电价格
的影响也很大。如电解铝行业，当电价超过0.35
元/千瓦时时，企业的利润空间就会大幅收窄。

“目前，我省电解铝企业的用电价格是0.48
元/千瓦时，高于国内铝厂平均电价 0.10-0.20
元/千瓦时，更高于内蒙古、山西、宁夏、广西等地
同类电解铝企业。这就意味着，与这些地区同类
企业相比，辽宁的电解铝企业生产成本要增加
1500-3000元/吨。”王丽说，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东北地区重工业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影响了东
北地区产业链条的完整，增加了企业的物流成
本，并造成专业技能人才随企业迁移而外流。

王丽在建议中提出，国家相关部门尽快研
究制定调整东北地区能源价格政策。应尽快调
低东北地区工业用电价格，至少应实现东北地
区工业电价与同为老工业基地的山西省等同。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闫柳报道 幼儿
照护技能等级证书考核费用为368元，无人
机驾驶考证费用为533元，宠物护理与美容
考证费用则为初、中级550元，高级530元。

辽宁积极推动培训评价组织与各试
点院校开展证书考核标准费用核定工作，
日前辽宁省公布了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

管理、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无人机驾驶、
幼儿照护、宠物护理与美容、数字化管理
会计、光伏电站运维、邮轮内装工艺、邮轮
运营服务这 9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
费用标准。

截至目前，辽宁累计核定完成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考核费用标准61个。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闫柳报道 大
连市被评为辽宁优秀校园足球改革试验
区，全省 23 位学生被评为校园足球未来
之星。

为促进我省校园足球工作的广泛开
展，经自主申报、各市教育局审核推荐、专
家评审、省教育厅综合评定、公示等程序，
日前，省教育厅公布了辽宁省 2020 年度

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优秀评选活动结果，
共产生优秀足球特色幼儿园 16 所、优秀
足球特色学校 46 所、优秀试点县（区）4
个、优秀满天星训练营2个、优秀足球特
色幼儿园教师 12 人、优秀足球特色幼儿
园园长9人、优秀校园足球教师56人、优
秀校园足球教练员 45 人、优秀特色学校
校长48人、优秀试点县（区）长4人。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沈
抚改革创新示范区计划于2月27日（周六）举
办第二十一届“博揽精英，共筑未来”综合类
人才招聘会暨“心系辽宁、情注家乡”2021年
沈抚示范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为线下综合类人才招聘

会，拟邀请示范区域内企业，为自愿到示
范区发展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就业
岗位，与求职者进行实时面对面沟通。招
聘会具体时间安排及相关情况咨询可通
过关注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管委
会官方微信了解。

辽宁将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与代表委员面对面④

全国人大代表王丽建议：
降低东北地区工业电价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铝沈阳有色加工有限公
司技术质量中心副主任王丽。 受访者供图

新闻速递

周六沈抚示范区为高校毕业生办专场招聘会

辽宁公布幼儿照护等职业技能考证费用

全省23名学生被评为校园足球未来之星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今年2
月，《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
的亮点之一是将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入
燃气服务管理过程，鼓励、支持燃气工程的智能化
应用，比如智能燃气计量表和智能管理系统等。

“十三五”期间，全省城镇燃气行业快速发展，
截至2020年底，全省燃气经营企业已达1360家。
城镇燃气用气人口也从“十三五”初期的2386万人
发展到2466万人，供气总量从20.02亿立方米增
加到40.12亿立方米。燃气的快速发展也使一些
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引发燃气安全事故。

《条例》明确，鼓励、支持燃气工程的智能化应
用，运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智慧燃
气。新建使用燃气的建筑应当在燃气使用终端安
装具有远传功能、流量报警以及泄漏自动切断等

功能的智能燃气计量表。既有建筑的燃气计量表
使用寿命到期应当更换为智能燃气计量表;使用寿
命未到期的，鼓励更换为智能燃气计量表。

在对瓶装燃气智能化管理方面，《条例》规
定，瓶装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瓶装燃气智能管
理系统，对气瓶进行动态溯源，实现气瓶在流通
环节全跟踪管理。瓶装燃气气瓶或者其附属连
接设施应当具备泄漏自动切断功能。

为了规范燃气经营和使用，提高燃气经营
者的服务质量，《条例》还对燃气经营者的责任、
燃气用户的义务作了具体规定；对安装使用燃
气泄漏报警器作出要求，规定餐饮经营者、在室
内公共场所使用燃气的、在符合用气条件的地
下或者半地下建筑物内使用管道燃气的，应当
安装使用燃气泄漏报警器。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辽宁省将把环境管控单元划分为优先保
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
三类，不同单元实施不同管控措施。

近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出
台，争取到到2025年，全省PM2.5平均浓

度为35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85%以上。

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
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
障。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10%。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2021 年寒假之初，大连理工大学“探究

农业电商发展，助力乡村农产振兴”寒假
社会实践团如同往常一样，开启了红色

筑梦之旅。大工学子们奔赴四川省自贡
市，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深入了解农村
电商发展现状，将课堂上的知识充分运
用到实践中去，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大工学子用社会实践活动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辽宁燃气管理引入人工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