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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治霾““先锋队先锋队””从廊坊出发从廊坊出发

当大部分百姓还不清楚“雾霾”为何物时，他们已经开始了对“治霾”
的关注。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甚至海外各地，其中不少人是环保部
名单上的顶级“治霾”专家。

让老百姓呼吸上洁净的空气——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相聚在
一起，并选定京津之间的廊坊为试点，展开一场系统性治理大气污染的率
先实践，依靠科学向污染宣战。

他们是由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发起成立的 PM2.5 特别防治
小组 （以下简称“专家组”），2014 年与廊坊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以提供第三方管理服务的方式，支持廊坊实现空气质量的持续
改善。

经过几年的探索，专家组的治霾“廊坊模式”已作为范例逐步向全国
推广。治霾“先锋队”，从廊坊出发！

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熟悉“雾霾”这个新名
词，是从2013年开始的。那一年,中国遭遇史
上最严重雾霾天气。人们开始通过测量每立
方米的微细颗粒物(PM2.5)浓度，来评定空气
质量的好坏。

那一年，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甘中学博
士，国家特聘专家、南开大学教授毛洪钧等发
起成立PM2.5特别防治小组。“希望从基层环
境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地方科学
技术支撑不足、地方与区域环境关系不明、部
门间综合协调困难、环保与局部利益冲突等
方面的传统环境管理问题，全方位引进专家
及第三方管理服务团队，以城市为基本元素，
通过多年在海外工作的专家们的协同合作，
改善空气质量。”毛洪钧表示。

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中国气象局雾－霾
监测预报创新团队首席、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龚山陵此前旅居加拿大近20年，在加拿大环
境部操盘该国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的开发。得
知祖国正被重重雾霾所困扰，他毅然放弃国
外优厚的待遇回国加入专家组的治霾团队。

“我单独一个人在气象局只能做气象，而
专家组是集合了所有跟空气质量相关的专
家，多学科人才交叉合作，对区域雾霾形成的
要素进行综合分析，这种真正系统化的治霾
平台在过去是没有过的。”龚山陵介绍，他们
的团队凝结了国内外的先进治霾经验，开发
出一个空气质量智能实时管控平台。

而这个管控平台落地的第一站，就是廊
坊。廊坊市政府给 17 名国家级专家发聘书，
长期支持廊坊治霾工作，专家组共60多名工
作人员常驻廊坊全程指导，率先探索专家“坐
诊”“巡诊”、精准治霾新模式。

“这个平台加载着大数据分析、环境观测、
排放数据、预报应急响应、减排效果评估等诸
多模块，是一个完整的计算机平台。通过在廊
坊的应用实践，反馈出的数据使这个平台的功
能不断完善、升华。可以说，廊坊是一个模型和

样本。”龚山陵说。
“为什么要治理燃煤？燃煤究竟对雾霾有

多大影响？科学治霾需要有数据支撑。”廊坊
市大气办副主任、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李春
元在电脑上打开“廊坊市空气质量实时管控
平台”，实时变化的大气源解析饼状数据图清
楚地显示出每一项污染源的占比。“专家组对
廊坊地理条件、周边环境、污染物排放情况等
进行了完整的评估。就像人得了病以后，医生
要对他号脉，找到病根在哪里，然后才能开
方、用药。”李春元说。

在平台上，能够看到全国所有污染点的数
据，同时段完整的气象数据，排放清单数据。综
合分析这些数据，可以预报和评估廊坊未来的
污染状况。同时，廊坊及周边几百公里范围内，
都被细划为一个个网格，专家组通过模型和传
感器精确追踪污染来源，从而采取相应的管控
措施，避免“一刀切”。

2016 年以前，廊坊空气质量长期徘徊在
全国74个重点城市倒排前十名里。如何帮助
廊坊退出“倒排前十”，是摆在专家组面前的
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在大数据平台之上，把
所有‘前十’的竞争城市全都列出来，逐个分
析。看廊坊不同月份、季节、年份哪个指标是
优、哪个指标是差，哪项因素对污染的贡献
大。然后把这些减排任务具体分解到各区

（市、县），以及县、乡、村三级网格。”专家组执
行团队负责人王奇锋介绍。

有了专家的精确分析，一个看上去很笼统
的指标具象化了。任务分配到人，时间细化到
周——专家组精准治霾的科学计划,落地为廊
坊每周大气污染防治调度会“挂图作战”的主

攻目标。从2015年上半年开始，每周五下午，
廊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会在市环保局主
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视频调度会，根据专家组
为各县（市、区）、市直部门分解出的任务“路线
图”，“挂图”询问进度、逐一排队，督促后进者当
场做出检查和整改承诺。

每一次污染过程对专家组都是新的考
验。“每次污染过程的起因不一样，不同风向、
温度、湿度，形成的变化都不一样。所以应对
的管控措施也不能一样。”王奇锋说。一次污
染过程中，他们通过空气滤膜采样发现“锌离
子”含量高，分析后发现是重型车辆刹车片摩
擦产生的粉末。于是，他们开始建议加强对过
境大车的管控，并收到良好效果。

依托空气质量智能实时管控平台，廊坊市
建起空气质量指挥调度中心，通过前端部署百
套污染源在线监控、12套国（省）控环境质量在
线监测、300套分布式传感器监测、10余架无
人机区域遥测、8套机动车路网遥测、1套立体
超级站，实时收集各类数据并回传至指挥调度
中心。专家组实时分析预测并提出工作建议，
实现了防范在先、控源到企、追源到点、施策到
时，为精准科学治霾提供有力支撑。

在应对2016年底连续7轮和2017年初连
续9轮的重污染天气过程中，通过有效发挥空
气质量实时管控平台的综合效能，廊坊实现了

“削峰减频”、污染降级，做到了2016年全年和
2017年前8个月“无爆表日”。“‘专家引路、精
准治理’是廊坊科学治霾的一个重要方面，再
加上‘党政同责、以上率下，污企退城、产业转
型’，这共同构成了廊坊‘科学、协同、铁腕治霾’
经验的完整表达。”李春元说。

专家引路、治理融合，树立科学治霾的廊坊样本

绿色廊坊绿色廊坊，，天蓝水清天蓝水清。。

开车上街巡查污染源，第一时间发现
问题，是专家组每天必做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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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锋博士，中午吃尖椒豆皮还是尖椒炒

肉？”8月23日中午12时，廊坊市环保局六楼
“专家组”办公室里，同事问在电脑前盯着看
空气质量数据的王奇锋。

“随便！”王奇锋头也不抬地说。他对自
己的午餐从不关心，一份外卖盖饭填饱肚子
即可。“我从早到晚都要守在这里，数据一小
时一更新，有情况及时沟通解决。这叫‘小时
保天’，每个小时的污染状况都要精准应对。”
王奇锋说。

这样的工作情形，在专家组是常态。人
们都知道，廊坊市环保局办公室的灯经常彻
夜不熄。在那里加班的不仅有局内员工，还
有专家组团队。

环保工程博士王奇锋的爱人就是廊坊文
安人，而他来廊坊工作却不是为了团圆。相
反，他的妻儿都生活在他的老家杭州。因为
工作忙，王奇锋一年回家不超过七八次，4 岁
的 儿 子 逢 人 都 会 说 ：“ 爸 爸 加 班 去 了 ，治
PM2.5。”“空气指数不好的时候，不敢回。赶
上连续的好天，才能回。”他说。

在杭州，王奇锋家住在钱塘江边，那里空
气清新，出门还能看到天鹅。而过去在廊坊，
雾霾常常围城，他与同事租住在单元楼里，属
于自己的空间只有15平方米，每天工作十几
个小时。

王奇锋选择留下来，而且一干就是三年，

是为守住一份环保情怀。“捍卫蓝天、治理污
染，每个人都不能袖手旁观。我希望让我所
学的理论真正落地，用自己的知识和努力，为
一座城市带来改变！”他说，专家组的每一位
专家，都怀揣这样一个真诚的梦想。

专家组团队的起源是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这些专家或定居国外，或在各自的单位担
当骨干，或经营着自己的企业，年收入都在几
十万元以上。而加入这个团队后，这些平日
里的“大忙人”几乎牺牲所有休息时间，为廊
坊治霾献策出力。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启动
时，主要专家都需要在现场会商，调度会经常
要开到后半夜，有的高龄老专家困倦地坐在
椅子上就打起了盹儿。

专家组在廊坊的工作刚起步时，经费没
有到位。60多名专家自掏腰包集资700多万
元维持团队运转，还自发捐出总价值2000万
元的仪器设备。他们不舍得买好的“膜采样”
机器，只能买相对便宜的手动采样机。每一
次空气污染过程里，他们要24小时不间断做

“膜采样”，而手动采样膜需要一个小时就人
工换上一张膜，工作人员就整夜不能睡觉。
直至现在，专家组的核心专家们一分工资没
有拿过，除了给招用的30多名工作人员发工
资，团队的经费都用做更新设备、购买仪器。

“项目刚启动时，专家们往来廊坊都是自
己掏路费，自费吃住，从不给团队添负担。这

些外来的专家能够为改善廊坊的空气如此无
私奉献，让我们廊坊人非常感动！”李春元介
绍，好几次王奇锋由于久未回家和妻子闹别
扭，都是他在中间当“和事佬”。有一次，龚山
陵博士旅居加拿大的妻子回国看他，正赶上
廊坊污染严重，龚博士在专家组开会直到第
二天凌晨4时，和妻子竟没吃上一顿饭。

每天清晨6时，专家组的部分人员就已进
入工作状态。他们整理分析当天的空气质量
数据，早7时要把当天的污染防控建议发到廊
坊市政府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群里。“我们大
气污染防治有若干个工作群，24 小时都很活
跃。发现污染源就在群里及时上传相关信息，
相关部门就会及时进行处理。重污染天气过
程前，一般做到早预报、早响应、出准招、早防
控。”监测治理部经理杨朴介绍。

专家组与廊坊的牵手，绝非偶然。“我们
一直坚守在廊坊，出于一种感动！感动于廊
坊干群上下对科学的尊重，对治霾工作的支
持理解！”王奇锋介绍，廊坊市委书记、市长几
乎每天必亲自打电话和他沟通情况，还经常
嘘寒问暖、关心他的个人生活；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坚持周周调度、“挂图作战”，重污染
天气时昼夜调度、值守一线；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遇到治霾难题主动向专家们询问举措，老
百姓渐渐开始多乘公交少开车⋯⋯

付出总会有回报。在专家组与廊坊市同

心 治
霾 的 辛 勤
努力下，2016 年，廊坊 PM2.5 年均浓度同比
下降 22.4%，在京津冀 13 个国控城市中排列
第一名，成为河北省首个退出全国74个重点
城市“倒排前十”的城市。今年上半年，历经9
轮极端天气考验，廊坊持续退出“倒排前十”。

通过在廊坊的成功实践和孵化，专家组
已将专家团队发展至200余人，将治霾战场延
伸到全国4个省（市）、30余个市（县、区），“廊
坊经验”为各地科学治霾、协同治霾提供了典
型示范样本。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
预警中心主任王晓利说：“廊坊市签约专家组
全程引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成了‘政府+
公众’‘传感器+大数据’‘互联网+生态环保’、
技术指导与效果考评相结合的大气污染治理
新模式，把科学管理和科学治污无缝对接融
为一体，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

几年来，专家组申请获得了“环境监测无
人机专利”“空气质量智能管控平台软件著作
权”等十几项国家专利，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杂

志发表了 10 多篇治霾学术论文，先后研
发出专门用于监测管理的无人机、传感
器、监测仪。他们还走进社区宣传“治
霾”，并与廊坊市有关人员一道，把在实践
中总结出的治霾好办法用小说的形式记
录下来，创作出版了《战霾三部曲》，销量目
前达到15万册。

对于眼前的成绩，“千人计划”专家联谊
会副会长、专家组组长甘中学并不满足：“在
科学治霾方面，仍然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比如，大气污染物不仅包括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VOCs，还有生物氨等多种
污染物。在一个空间里，这些污染物到底怎
样相互作用、相互反馈，这些将是解决雾霾问
题的关键所在。”

专家们在实践中总结出共识：解决雾霾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根
本转变。为此，今年5月，专家组在廊坊建立
起由市政府资助的廊坊智慧环保产业研究
院，一方面对当前的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提
出科学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为廊坊等地
未来产业转型谋划更广阔的绿色发展思路。

据悉，该研究院集合了国家环境能源领
域顶尖专家的研究力量，面向全国开展大气
污染、水治理、土壤修复咨询工作，重点研究
环境基础理论、环境大数据运用、智能环保装
备设计、节能环保新能源等前沿应用。这支
治霾“先锋队”的成员们期望，他们的科学研
究成果在廊坊真正落地实现产业化，让绿色
梦想在廊坊开花结果。

((文文//卢艳丽卢艳丽、、李娟李娟、、樊博樊博 图图//樊博樊博、、金志超金志超))

力保蓝天、倾情奉献，让绿色发展梦想扎根廊坊

今年以来，廊坊经历了9轮极端天气过程，
但上半年全市空气质量持续退出全国74个重
点城市倒排前十。“廊坊周边有的城市一直排
在倒排前十名里，在大雾静稳天气下，有的还
时常临近爆表。而廊坊的污染最高值，近两年
已经很难见到‘严重’。难道雾霾会绕着廊坊
走？”南开大学治霾博士、专家组成员冯银厂
说，大气污染治理是个系统工程，廊坊有针对
性的治理和严格科学的管控是成功的关键。

廊坊低谷多雾，最怕潮湿桑拿天气，不利
于污染物扩散；地处京津之间，是重要的交通
过渡区，重型卡车对环境影响很大；建成区面
积小，高频使用的“油改气”车辆是氮氧化物
排放的重头⋯⋯“治霾要真正实现‘一城一
策’，就得靠踏踏实实的调研。这些特殊的市
情，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可想不出，全是大家用
脚‘走’出来的。”李春元介绍，每天的环保现
场巡查，不仅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专家
们也是场场必到。

2014年初，廊坊的工地扬尘管理基本还

是空白。专家们戴着头盔踏遍每一个工地，梳
理出所有问题报给市里相关部门，共同商量
对策。“在专家组的指导下，廊坊的建筑工地
扬尘管理逐步走向精细化，目前全市 118 个
在建工地都安装了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和视频
监控系统，在手机上就可以实时观测到工地
的现场状况和扬尘指数。”廊坊市建设工程安
全监督站站长董海涛告诉笔者，工作中他们
发现，治理扬尘对空气改善的作用很大。

在排查污染源过程中，专家们发现竟有
市民在城中村里租民房养猪、养羊，从而产生
氨的排放，使空气中颗粒物数值上升；餐饮店
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却不常清理，导致净化
难以收效，必须定期检查清理情况；村民点燃
型煤需要劈柴等，仍会产生烟气，专家们搬去
一台装有治理设施的炉子，集中点燃煤料往
村民家里送⋯⋯用这些“笨招”，专家们解决
了不少实实在在的问题。

“昨天还是大晴天，市里启动了一级应急
响应，我们开始还都不理解。但到了第二天，

竟阴霾密布，眼看着周边爆表出现了严重污
染，而我们这里是重度和中度污染，事实面前
我服气了！”日前，廊坊市广阳区委书记周春
生说，按专家组的意见，该区头一天涉气涉烟
企业停限产的“笨招”见效了。

将治霾功力用在平时。在专家组的建议
下，从 2016 年 7 月下旬开始，廊坊市在市县
主城区开展“月清百污”专项攻坚行动，每月
确定 100 个污染源清单，开展一次专项攻坚
行动，推进城区重点管控区污染源治理工作，
深度改善空气质量。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排查
处理了9000多个污染源。

“如果不去实地看，很多看似科学的建议
是不接地气的。”王奇锋说，在今年的城中村
拆迁中，有专家起初建议“边拆房边洒水”来
抑尘。可实际操作中发现，边拆边洒脚下会和
成泥，挖掘机陷在其中开不动。最后他想了个
招儿：每天先把需要拆除的部位喷上水再拆，
扬尘就少了。

建筑工地上的裸土要求苫盖，而苫盖网价

格贵且几乎用一次就作废，一个工地苫盖一次
的成本平均要30万元。“有没有更切合实际的
方法呢？”王奇锋冥思苦想，最终建议建筑企业
在工地上种草，20元钱一斤的草种撒遍工地不
过十几万元，固土效果好，还一劳永逸。

空气中相对湿度如果超过 75%，颗粒物
就会突增——这样的科
学统计是怎么得出的呢？
专家组找了一栋 10 层的
楼房，地面上有人用水枪
一直往高空喷水，楼上每
层站一个人，拿着湿度仪
器测量，把每个不同高度
的数值都统计出来再做
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专家组秘书长胡海
鸽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
如 今 却 成 为 一 个“ 廊 坊
通”。三年来，为了调

研污染源，他们把廊坊域内的大街小巷几乎
走遍。每条小街巷的名称、哪里有著名的小
吃，他都知道。“之前警方捣毁的几个制作地
沟油的点就是我们走访时发现的。由于我们
经常转悠，连街上的小偷都少了！”胡海鸽笑
言。

一城一策、“笨招”巧用，让系统治污决策落地见效

廊坊市环保局六楼的专家组团队办公室廊坊市环保局六楼的专家组团队办公室，，每天夜里都是灯火通明每天夜里都是灯火通明。。

PMPM22..55 特别防治小组对特别防治小组对
市区污染源现场督导检查市区污染源现场督导检查。。

在廊坊市政府的支持下在廊坊市政府的支持下，，专家组于今年专家组于今年 55
月建立起智慧环境生态产业研究院月建立起智慧环境生态产业研究院，，面向全国面向全国
开展大气污染开展大气污染、、水治理水治理、、土壤修复等咨询工作土壤修复等咨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