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
量，是群众所盼、民生所系。京津冀
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是三大率
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十年来，
京津冀三地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蓝天白云从“稀客”变成

“常客”。
“2013年1月，京津冀区域连

续出现 5 次重污染过程，最严重
的一次，PM2.5浓度日均值达460
微克/立方米，受到社会各界高度
关注。”2 月 19 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大气环境领域首席科学家柴
发合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京津冀区域能源消耗需求量
迅猛增长，导致了一些环境污染
问题爆发。

为解决以PM2.5污染为特征
的区域性突出大气环境问题，2013
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
条”），提出到2017年，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区域PM2.5浓度分别下
降25%、20%、15%左右。

“在原环境保护部的协调下，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协作小组 2013 年 10 月成立。”柴
发合介绍，2015 年，三地环保部
门正式签署《京津冀区域环境保
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明确
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
点，以联合立法、统一规划等十方
面为突破口，联防联控，共同改善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三地联防联控力度空前，2017
年，京津冀区域PM2.5平均浓度比
2013年下降39.6%，超额完成“大气
十条”提出的阶段性目标，有力推
动了产业、能源和交通运输等重点
领域结构优化。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
点，为实现精准治污，2017年4月26日，国务院第170次常务
会议决定实施京津冀及周边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
目，提升大气污染治理科学化和精准化水平。“在200多家科
研院所和单位协同攻关下，基本确认了京津冀大气污染的‘病
根’。”柴发合说，当时提出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的协同治理仍
要进一步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同时推进晋冀鲁豫交界地区的
产业结构升级，重点强化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减排。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柴发合注意到，在协
同发展“一张图”总体布局下，三地从产业结构调整到清洁
能源替代，从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到区域联防联控，从科技
支撑到精准施策，全面发力蓝天保卫战。

“实践证明，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符合大气污染传输扩
散、区域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抓住了问题要害，十分有效。”在
柴发合看来，京津冀创造了国际大气污染治理的中国范式。

柴发合表示，十年来，虽然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成
效明显，但排放总量依然较大，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他
说：“2023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了蓝天保卫战的新目标，三地还
需继续努力。”

柴发合认为，要持续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同频
共振，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
深度、拓展广度，将结构调整、末端治理、强化监管等措施落
到实处，久久为功。

“把污染总量减下来是实现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
必由之路。”柴发合说，要打赢蓝天保卫战，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蓝天获得感，三地还需突出标本兼治，共同减排，降低整
个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尽可能减轻传输影响。同时强化科
技支撑，提高环境管理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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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区域协同立法是深入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的一种立法形式。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区域协同立法如何破局？

2020年1月，京津冀三省市人大率先从机动车污染防治上破题，分别通过了同一文本的机动

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京津冀首部全面协同法规诞生，将三地机动车污染联防联治纳

入法治化轨道。

如今，京津冀协同立法已驶入快车道，不断织密织牢法规网络，构建起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

▼2019 年 2 月 16 日，廊坊市
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在大气

污染物跨界传输评价超级
站，对形成污染的主要

要 素 进 行 数 据 采集。
（本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整理整理//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马朝丽马朝丽 从无到有，填补相关法规缺失
空白

2 月 19 日，在邯郸市永年区内一处建
筑工地上，邯郸市生态环境局永年分局局
长张建召正组织对工地内非道路移动机械
开展例行检查。

走近一台挖掘机，张建召首先确认了
挖掘机的标牌信息，随后使用便携式不透
光烟度计对该挖掘机的尾气污染物进行检
测，仔细判断其尾气排放是否达标。

“随后一段时间，我们还将对辖区内所
有工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检查。”张建
召说。

像这样的例行检查放在几年前，很难
办到。张建召说，此前辖区内有多少台非道
路移动机械、分别是什么类型、什么排放阶
段都摸不准确，进行全面监管更是难上
加难。

非道路移动机械主要指用于非道路上
的、装配有发动机的移动机械和可运输作
业设备，包括挖掘机、装载机、叉车等工程
机械，以及工业钻探设备、港口码头地勤设
备等。

一段时间里，由于缺乏强制登记管理，
京津冀三地非道路移动机械无牌照、无底
数、无人管，“任性”排放给大气污染防治带
来不少挑战。

如何破解监管难题，遏制“任性”排放？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京津
冀三省市人大不断探索建立协同立法机
制，并在2019年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列为京津冀重点协同
立法项目。

“立足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功能定
位，条例强化了与北京、天津污染防治的区
域协同，提出探索共建信息共享、新车抽查
抽检、非道路移动机械登记管理制度等，填
补了全国和我省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空
白。”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张培
林介绍。

依据条例，协同监管、联合执法成为破
解跨区域环境治理难题的重要抓手。

针对共同面临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排放污染问题，条例实施后，京津冀三
省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天津市、河
北省廊坊市、北京市开展首次联合执法检

查。京津冀三省市生态环境部门也加大
对重点路口和主要道路重型柴油车的

人工检查力度，并逐步建立起生态环

境联建联防联治常态化机制。
在强有力的法治推动下，我省持续倒

逼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重型
货车保有量结构也不断优化。截至2023年
底，全省已编码登记国三排放标准非道路
移动机械 15.5 万台、国四排放标准非道路
移动机械 0.78 万台、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
械1.3万台，全省新能源重型货车保有量已
突破2万辆。

与此同时，我省空气质量也不断取得
突破：2022年，全省所有设区市首次全年退
出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后十”；2023年，
全省设区市空气质量“退后十”成果得到
巩固。

合作共赢，打破“一亩三分地”
思维定式

今年的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
推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
立法。

2 月 18 日，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
人员就相关立法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讨
论，此前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防治条例制定出台的亲历者——省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二处副处长柴丽飞也在
其中。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区’之一，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十周年之际着手推进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立法，责任重大。”
柴丽飞认为，多年的协同立法经历，为大家

做好本次立法工作增添了不少信心。
协同立法，合作是关键，需打破“一亩

三分地”思维定式。
2014 年，三省市人大商定采取三方轮

流召集的方式，召开京津冀人大立法协同
工作机制会议，到 2023 年已经召开了 10
次，在确定协同立法项目、协调立法重大利
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何让京津冀协同立法从立项、起草
到修改、通过各环节，同心同向、步调一致？
三省市人大还先后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工作
制度，确保协同立法工作更加有规可循。其
中，《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办法》对需
协同的重点领域、内容、原则、方式、机制、
程序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更具操作性的
要求。

“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防治条例立法过程中，我们与京津两市
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全程沟通和完整对接，
仅法工委联席会议就举行了11次，在立法
宗旨、规范内容、法律责任等方面谋求共
识、相互补益、实施联动。”柴丽飞说。

一个文本，三家通过。从京津冀三省市
人大分别出台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不难看出，与此前只是
在相关章节等方面互通有无不同，该条例
最大程度地推进了内容协同和文本协同。

与此同时，条例也切实考虑到三地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行政执法能力建设等因
素，对共建新车抽检抽查协同机制等内容
进行了合理调整，尽最大努力求取协同立
法“最大公约数”。

“如今，三省市人大在制定各自的立法
规划和立法计划之前，会分别向其他两家
人大征求意见。在相关法规设立协同专章
或协同条目时，三省市人大也会根据情况
开展协商座谈。”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
任刘汉春介绍，就立法项目开展广泛而紧
密的交流，已经成为京津冀三省市人大的
共识。

纵深拓展，构建环境保护法治
体系

在京津冀首部全面协同法规的保障
下，三地百姓享受到了更多的蓝天白云。但

协同立法带来的不仅仅是蓝天白云。
利用春节长假，长期在江苏工作的保

定市民解先生特意去白洋淀逛了逛，“听说
白洋淀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前不久又
发现了好几种野生鸟类，几年没回来没想
到变化这么大。”

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是雄安新区建设
发展的永恒课题。为修复好、保护好白洋
淀，2021年2月我省出台《白洋淀生态环境
治理和保护条例》，一体推进补水、清淤、治
污、防洪、排涝等治理工程。

“白洋淀所处的大清河流域跨越山西、
河北、北京、天津四省市，对白洋淀生态环
境治理和保护开展协同立法，并非易事。”
刘汉春坦言。

充分吸取原有协同立法经验，省人大
常委会积极探索“河北为主、京津晋三省市
支持”的立法模式，加强与京津晋密切协
同，并针对内源污染等防治痛点难点作出
规定，积极探索生态清淤、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治理新路径，协力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法治护航下，白洋淀实现华丽转身：淀
区水质稳定保持Ⅲ类，野生鸟类的种类和
数量增加，重现淀水清澈、鸥鸟翔集的美丽
画卷。

协同出题目，立法做文章，携手治污
染。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与京津人大立法
协同，努力构建起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法
治体系。

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对区域土壤
污染防治协作工作作出规定，建立健全与
京津等地定期会商、联动执法、信息共享等
机制；

修订水污染防治条例，专设区域水污
染防治协作一章，规定了建立水污染防治
上下游联动协作和管理机制等；

出台河湖保护和治理条例，对三地联
席会商、信息共享和联防共治机制进行规
范，实现由单一河道治理向流域之治、生态
之治转变……

持续向纵深拓展，不断织密织牢法规
网络，京津冀三地已形成涉及大气、水、土
壤、自然生态等各方面的生态环境
领域法规体系。

京津冀协同防治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

一个文本三家通过，首部全面协同法规的前世今生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为修复好、保护好白洋淀，2021年2月我省出台《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这是2023年4月28日拍摄的雄安新区白洋淀。
（本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