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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最美一抹“陕西蓝”。昨天，西安天空雨后放晴，白云朵朵。如此蓝天白云，这已经成为陕西之常态。
最清一汪渭河水。放眼渭河，河水水质明显改善，许多区段大面积变清，蜿蜒的堤防，青翠的绿树，秀美的河道，宛如一条斑斓的丝带串起了

整个关中平原。
保护好天蓝、地绿、水净的生态家园，让陕西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五年来，一条青山绿水、江山如画之路，蔚然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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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一抹“陕西蓝”
最清一汪渭河水

每天出门前，王青都会打开手机，查一下空气质量指
数。9月29日上午，屏幕上显示，空气质量指数75，良。这
个习惯，是她从2013年开始养成的。

王青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我们校区在秦岭山下，宿
舍里就能看见山，每天都在大氧吧吸氧。”王青对三秦都市
报记者说。

到现在王青还记得2013年的那个冬天。“一大早起
来，宿舍看不见山了，雾蒙蒙的。”出了门王青发现，这个

“雾”和平时不一样。
那一年，“PM2.5”、“PM10”、“雾霾”等词汇以一种极其

霸道的方式进入公众的认知之中。王青下了一个可以随
时查阅空气质量指数的手机软件，那时候，PM2.5指数突
破600、700成了常态。

2013年11月29日，《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表决
通过，成为全国第一个出台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的省
份。这部条例也在陕西地方立法中创下了当年立项、当年
审议、当年出台的纪录。此后，以《铁腕治霾“1+9”行动方
案》的出台为标志，雾霾治理成为陕西省环保工作的“头号
工程”。

45岁的郑亚民是西京学院的一名锅炉工，在岗 15
年。

他指着身上雪白的白大褂说：“从今年3月份学校拆
了最后2台燃煤锅炉，并搬到新锅炉房以后，我就穿上了
白大褂。瞧瞧，穿了一个礼拜的白大褂依旧白生生的。
这要放在以前，白大褂是不敢上身的。”

燃煤，被认为是造成空气质量污染的主要元凶之一。
谈及现在的工作环境，郑亚民开心地说：“燃煤锅炉

变成了燃气锅炉，再也不用上煤、清理煤渣了，除了干净
之外，劳动强度也小了。”

“往小了说，工人的工作环境好了，2.5万师生的工作
和学习环境改善了；往大了说，我们也为西安的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作了一点点贡献。”对学校燃煤锅炉的拆除，西
京学院综合保障班组长张可实也有话说。

根据环保部门的核算，拆除这2台40蒸吨锅炉，要削
减煤炭年使用量约9000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22.4
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约26吨，减少烟尘排放约205吨。

西京学院是今年西安市燃煤锅炉拆改的单位之一。
他们从最初的观望、不理解到支持拆除，验证了陕西省
委、省政府对燃煤锅炉拆改的重视和决心；也从侧面反映
了全省铁腕治霾的毅力和耐心。

从2014年起，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年度目标
责任考核中，大幅度提高了生态环保指标权重，
生态环保分值由12分提升到25分，其中雾霾治
理由3分增加到8分，特别增加了雾霾治理超额
完成任务加分项目，同时取消了GDP超额完成任
务加分项目。

在大气治理中，陕西省围绕煤、尘、车等重点
环节，集中力量，攻坚克难。2013年以来，省财政
安排“以奖代补”资金 8.1亿元，拆除燃煤锅炉
3713台，共计12435蒸吨，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
27.6万辆……

王青如今在一家位于高新区的环保企业上
班，自行车+地铁成了她日常的主要出行方式。

“虽然到了冬季，还是会有雾霾天，但是和2013
年相比，污染指数明显下降了，‘爆表’出现的频
率越来越低了。”

今年8月8日，西安空气优良，市民纷纷在朋友
圈晒出大西安的蓝天白云，王青也不例外，她配的
文字是“像棉花糖，像一颗心……”“可以说，我们每
一个人既是空气污染的受害者，也是空气污染的制
造者，因此，治污降霾需要大家从我做起，人人动手，
共同努力。”

空气污染不再经常性“爆表”3

“渭水银河清，横天流不息”是诗仙李白对渭
河美景的描述。

作为一名“老西安”，张栋老人对渭河既爱又
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工作原因，他被调到
了咸阳五中（现在的咸阳育才中学）。学校离渭
河边距离不远，他却很少去，因为很荒凉。“我们
最担心的就是渭河涨水。因为一旦涨水，就没办
法过河，也就不能回家了。”后来，学校响应国家

“抓农业、以粮为纲”号召，每个班都被分得一块
渭河周围的滩地，大概有两个教室那么大。“那时
候渭河的水还是清澈的，能看见鱼虾。”

随着历史的变迁，渭河成为关中唯一的污水

承纳和排泄通道。由于工业污染结构性特点突
出、生活污水处理达标率低、农业面源污染加剧
以及生态基流不足等原因，渭河遭受了严重的污
染。

针对此，陕西省政府先后提出了两轮“渭河
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方案”。从沿渭城市涉水工
业企业“退城入区”，到严格水质断面考核标准；
从兴建污水处理厂到淘汰落后企业；从专项执法
到现场督查；从“生态罚单”到“治渭”被纳入政绩
考核……

张栋见证了渭河从不敢靠近的污水河，到绿
色浸染让人们流连忘返的建设过程。

市民见证渭河巨变4

家住宝鸡市区的市民李美成，现在每天早上
都会到金陵河河堤散步：“原本满河滩垃圾的‘臭
水沟’，现在变成了大花园，金陵河的变化真是太
大了。”

金陵河作为渭河一级支流，它的变化只是渭
河城区段变化的一个缩影。以宝鸡市为例，近年
来，在支流入渭口，其规划建设千河、茵香河、金
陵河等生态湿地十多处，在渭河市区段和支流入
渭口，先后建成了金渭湖、金陵湖、清姜湖等人工
水面。让渭河城区段成为镶嵌在宝鸡市中心的
一条“绿色腰带”。

今年是渭河新三年治理的最后一年。上半

年，渭河干流水质轻度污染，水质已经达到了历
史最好状态。化学需氧量、氨氮平均浓度与2016
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3.6%、26.5%。

路漫漫其修远兮，生态文明的征程从来就不
是一条坦途。

三秦大地勇挑绿色重担、奋力前行，一个水
清天蓝、美丽宜居的陕西将为“生态文明”作出生
动注解。 本报记者石喻涵

市民在浐灞生态区雁鸣湖休闲公园晨练 本报记者陈飞波摄 西安街头美景 本报记者陈飞波摄

大气污染防治立法 陕西率全国之先1

淘汰小煤炉 共绘“陕西蓝”2

“绿色腰带”飘起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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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一抹“陕西蓝”
最清一汪渭河水

每天出门前，王青都会打开手机，查一下空气质量指
数。9月29日上午，屏幕上显示，空气质量指数75，良。这
个习惯，是她从2013年开始养成的。

王青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我们校区在秦岭山下，宿
舍里就能看见山，每天都在大氧吧吸氧。”王青对三秦都市
报记者说。

到现在王青还记得2013年的那个冬天。“一大早起
来，宿舍看不见山了，雾蒙蒙的。”出了门王青发现，这个

“雾”和平时不一样。
那一年，“PM2.5”、“PM10”、“雾霾”等词汇以一种极其

霸道的方式进入公众的认知之中。王青下了一个可以随
时查阅空气质量指数的手机软件，那时候，PM2.5指数突
破600、700成了常态。

2013年11月29日，《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表决
通过，成为全国第一个出台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的省
份。这部条例也在陕西地方立法中创下了当年立项、当年
审议、当年出台的纪录。此后，以《铁腕治霾“1+9”行动方
案》的出台为标志，雾霾治理成为陕西省环保工作的“头号
工程”。

45岁的郑亚民是西京学院的一名锅炉工，在岗 15
年。

他指着身上雪白的白大褂说：“从今年3月份学校拆
了最后2台燃煤锅炉，并搬到新锅炉房以后，我就穿上了
白大褂。瞧瞧，穿了一个礼拜的白大褂依旧白生生的。
这要放在以前，白大褂是不敢上身的。”

燃煤，被认为是造成空气质量污染的主要元凶之一。
谈及现在的工作环境，郑亚民开心地说：“燃煤锅炉

变成了燃气锅炉，再也不用上煤、清理煤渣了，除了干净
之外，劳动强度也小了。”

“往小了说，工人的工作环境好了，2.5万师生的工作
和学习环境改善了；往大了说，我们也为西安的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作了一点点贡献。”对学校燃煤锅炉的拆除，西
京学院综合保障班组长张可实也有话说。

根据环保部门的核算，拆除这2台40蒸吨锅炉，要削
减煤炭年使用量约9000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22.4
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约26吨，减少烟尘排放约205吨。

西京学院是今年西安市燃煤锅炉拆改的单位之一。
他们从最初的观望、不理解到支持拆除，验证了陕西省
委、省政府对燃煤锅炉拆改的重视和决心；也从侧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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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起，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年度目标
责任考核中，大幅度提高了生态环保指标权重，
生态环保分值由12分提升到25分，其中雾霾治
理由3分增加到8分，特别增加了雾霾治理超额
完成任务加分项目，同时取消了GDP超额完成任
务加分项目。

在大气治理中，陕西省围绕煤、尘、车等重点
环节，集中力量，攻坚克难。2013年以来，省财政
安排“以奖代补”资金 8.1亿元，拆除燃煤锅炉
3713台，共计12435蒸吨，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
27.6万辆……

王青如今在一家位于高新区的环保企业上
班，自行车+地铁成了她日常的主要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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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越来越低了。”

今年8月8日，西安空气优良，市民纷纷在朋友
圈晒出大西安的蓝天白云，王青也不例外，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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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城区段变化的一个缩影。以宝鸡市为例，近年
来，在支流入渭口，其规划建设千河、茵香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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