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 2025 年，全市
PM2.5 浓度和全年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率达到省下达的指
标任务要求，城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 100%，城市污水收
集率达到 70%，森林
覆盖率达到 18%……
日前，沈阳发布“十四
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提出了上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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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发布“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城 镇 污 泥、生 活 垃 圾
100%无害化处理

到 2025 年，PM2.5 浓度和全年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省下达的指标任务要求。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以上。县级以
上城市建成区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城镇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100%，城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城市生活垃圾
回收利用率达到36%。森林覆盖率达到18%，森
林保有量由 2020年的 272万亩增加到 348万亩

（含四旁树折合面积）；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21.75 万亩。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总量较
2020年下降 10%，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城市
污水收集率达到70%。

建成区锅炉全部实现超低
排放

在提升空气质量方面，沈阳将深化燃煤锅
炉减排，全面推进全市燃煤锅炉提标改造，到
2025年，全市建成区内在用燃煤锅炉全部实现
超低排放，对无法实现达标排放的锅炉实施并
网或转变供热方式等保障工程。加大柴油货
车监督抽测执法力度，年柴油货车监督抽测率
达到 60%以上。积极推进国三等老旧货车注

销和取消老旧营运货车营运资质。利用智能
技术提升扬尘精细化管控能力，建立运输公司
环境保护信用评价机制，全面提升运输车辆扬
尘控制管理水平。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及禁烧
工作，“十四五”期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不低
于90%。

提高水质 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率达到90%以上

在提高水质方面，沈阳将科学规划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有序推进沈阳南部污水处理
厂三期等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至2025年，全市
建成区污水收集率达到70%以上，全市工业水重
复利用率达到90%以上；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
率达到25%。

加快完成蒲河上游建成区、北沙河沿线等
区域污水管线工程建设，打通断头及瓶颈节
点。以养息牧河、北沙河等为重点，实施全流
域综合治理工程，综合实施功能人工湿地、多
级生态滤床、水生态微生物修复、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村屯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等工程。

完善分类后垃圾的暂存、
运输、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处
置体系

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建立以城市为
基础，不断向农村延伸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分
类后垃圾的暂存、运输、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处
置体系。至 2025年，全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到98%以上。

加强全过程管理，推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保障北部建筑垃圾处理厂稳定运行，加快推进南
部、西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项目建设，积极
推动各地区建设符合标准的弃土消纳场，尽快形
成与实际需求相匹配的利用处置能力。推动区、
县（市）建设至少一个装修（建筑）垃圾中转站，对
装修建筑垃圾严格履行“先集中、后分拣、再消
纳”的处置程序，实现有效管控。加快推进农村
城乡环卫一体化和市场化，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和就地处理试点，提高分类收运能力，做好非
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后续管理，加大农村垃圾治
理和分类宣传力度。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刚刚过去的 2021年，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
首次达到国家标准，创历史最好水平。优良天
数达321天，较2015年增加47天，PM2.5平均浓
度同比改善10.3%。

辽宁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辽宁全省先后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挥发性
有机物等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截至2021年底，
全省查处案件3317件，同比增加27.1%；移送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133 起，同比增加 20.1%。
强化执法的同时，创新执法模式，充分利用在线
监测与区域走航监测等手段，精准锁定污染源；
大范围推行异地交叉执法，加强司法联动，对重
点案件实施省级直查直办、公开曝光；重污染时
段，对涉气企业开展驻厂监督、重点巡查集中强
化执法。

在大气治理项目库建设方面，辽宁省按照
工程化、项目化、清单化谋划大气治理重点工程
200个。2021年争取中央大气专项资金 8.64亿
元，同比增加1134%，为重点领域治理提供有力
保障。全省完成散煤治理 9.3 万户；淘汰锅炉
3000 蒸吨；推进 34 家钢铁企业 112 个超低排放
改造工程；清理“散、乱、污”企业 368 家；对 300
家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开展走航监测与执法检
查；淘汰国三及以下标准高排车辆1.8万辆。对
全省21个大气重污染区实施“百日攻坚”行动，
强化“一区一案、一源一策”，实施综合治理措施
200 余项，重污染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改善
10.0%。

2021 年，辽宁完成省级空气质量预警平台

升级改造，预报时长由7天延长至10天，并建成
葫芦岛、锦州市颗粒物组分站并联网；完善重污
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对1.2万家重点企业实施
绩效分级管理，细化 3 万条生产工序减排措

施。尽管在 2021 年秋冬季发生了三轮污染过
程，但通过省市联动，提前削峰保良，污染减排
成效显著，全省未出现重污染天。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去年好天儿321天 达历史最好水平
辽宁空气质量首次实现全面达标

2021年，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首次达到国家标准，创历史最好水平。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妻子留下一封诀别书后失联两个小时，丈
夫心急火燎赶到派出所求助。

民警迅速出动搜寻，终于在冰冻的河面中
央找到了轻生女子。此时，女子已在冰面躺了4
个小时，身体严重失温。民警脱下自己上衣垫
在女子身下成功营救。昨日，记者向当地警方
了解到，女子已经脱离危险，身体状况良好。

“我妻子可能要自杀！”2022 年 1 月 5 日晚
10时许，一名神色慌张的中年男子来到凌河公
安分局菊园派出所求助，进门就情绪激动地说
出了一句话，让接警民警也吓一跳。

接下来，男子说妻子留下遗书诀别欲自杀，
并且已经失联两个小时，情况十分危险，希望民

警帮忙寻找。
人命关天，派出所民警立即出发与男子前

去寻找，同时向锦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报告，请
求协助确定轻生女子所在位置，并请求支援。
经过紧急研判，民警锁定轻生女子大概位置为
东湖公园滨河路与南广路周边。

搜寻民警立即驱车抵达目标位置。因地区
远离市区，光线十分昏暗，搜寻组当即决定每两
人一组，分区段沿河徒步寻找。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随时准备抢救。

经过近两个小时沿河搜寻，终于在百股大
桥一侧的河中央发现了轻生女子，民警赶紧奔
向小凌河中心解救轻生女子。

此时该轻生女子已经躺在冰面四小时之
久，身体失温严重，生命垂危，意识模糊。因为
脚下的冰层并没有冻实，走在上面发出嘎吱嘎
吱的声音。

民警将上衣脱下，垫在女子身下，用拖拽方
式将其转移到岸边。将女子抬上岸后，赶紧用
大衣将其裹住恢复体温。

在120到达之前，一直耐心进行劝解工作，
尽一切可能挽救轻生女子生命。

1 月 12 日，记者向锦州警方了解到。因救
援及时，该女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身体状况良
好。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社会组织减轻企业负担 5794 万余
元、千余名在校孤儿大学生每学年享受
1万元助学金、发放4.3亿元冬季取暖救
助金、19.65万名老年人享受高龄津贴待
遇……上述信息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省
民政厅 2022 年全省民政工作视频会议
上了解到的。

会议指出，2021年，我省基本民生保
障基础不断巩固。城市、农村低保平均标
准分别达到 705 元/月、6107 元/年，增幅
4.9%、9.9%；城市、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
平均标准分别达到1160元/月、737元/月，
增幅8.2%和10%；孤儿集中、分散供养保
障人均标准分别达到2048元/月、1629元/
月，增幅6.6%、11%。

过去一年来，全省 9536 名民政干
部走访 91.9万户困难家庭，发现并解决
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1527 件；开
展婚姻登记“跨省通办”1719对；社会组
织减轻企业负担 5794 万余元；全省地
名信息库更新完善乡村地名 6000 余
条；1020名在校孤儿大学生每学年享受
1 万元助学金；试点建设示范型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 20 个和乡镇（街道）社
工站 190 个；清理城乡社区挂牌 12.5 万
个。

同时，我省还全面落实取暖救助政
策，为 74.26 万户发放 4.3 亿元冬季取暖
救助金。全省保障低保对象 99.54 万
人，累计发放保障金 46.78 亿元。发放
城乡临时救助金 0.82亿元，实施困难群
众临时救助 13.89万人次。省、市、县三
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全面建
立，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全面开通，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生活保障实现全覆盖。
19.65 万名老年人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2.92 万名困难高龄老年人享受养老服
务补贴待遇，1.32 万名困难失能老年人
享受护理补贴待遇。全省社会工作人
才 5.4 万余人，实名注册志愿者 694 万
人。

2022年，全省民政系统将重点做好
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多层
次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儿童福利保障和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持续推进城乡社区
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着力提升社会事
务服务水平等工作。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轻生女躺冰面4个小时身体失温 民警裹大衣营救

辽宁去年为74万余户
发放4.3亿取暖救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