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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强化

政府环境责任，根据环境保护部工作部署，我中
心联合河南省环保厅于 7 月至 9 月，对平顶山市
大气和水环境治理工作开展了综合督查，形成了

综合督查报告。经报请环境保护部同意，现书面
反馈。

请你市认真做好整改工作，有关整改方案在

20个工作日内报送环境保护部，同时抄报河南省
政府。

附件：平顶山市大气和水环境治理综合督

查报告
环境保护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

2015年10月21日

关于反馈平顶山市大气和水环境治理综合督查有关情况的函

根据环境保护部工作部署，7-9月，我中心联
合河南省环保厅对平顶山市大气和水环境治理
工作开展了综合督查。调阅了平顶山市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相关资料；走访了市直相关部门及
有关单位；组织了无人机航拍和监控平台数据分
析；通过暗访摸底、明察核实方式，现场检查了有
关环境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区、治污减排项目、重
点企业，以及工地、煤场、料堆等环保运行监管情
况。督查期间，督查组公布了综合督查有关安
排，联系电话和邮箱，对收到的环境信访举报线
索进行了部分核实。在此基础上，结合日常督查
掌握的情况，对平顶山市环境保护，特别是大气
和水环境治理工作进行了综合分析。有关情况
如下：

一、大气和水环境治理取得积极
进展

平顶山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在大力推进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的同
时，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全市大气和水环境治
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一）强化工作机制和政策措施。平顶山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市政府与各
县（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签订了环保目标责任
书，成立了以市长为主任，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
成员的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组建了由市长任指
挥长的蓝天工程指挥部。全市先后出台了水环
境生态补偿办法、蓝天工程行动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印发了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和污染减排实施
方案，将目标和任务分解到相关部门和县（市、
区）政府。2015 年以来，全市召开各类环保工作
会议16次，研究部署推进重点环保工作；在《平顶
山日报》开辟“治理大气污染，守护鹰城蓝天”专
栏，报道蓝天工程进展情况，通报各县（市、区）空
气质量状况；决定于 9 月-12 月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改善空气质量攻坚战，明确十个方面30项具体
措施；做到“谋事先谋人”，强化了环保领导班子
建设，初步营造了深化环境治理的工作氛围。

（二）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十二五”以
来，累计关停“五小”企业600余家，淘汰落后焦化
产能 344 万吨，炼（铸）铁产能 30 万吨，水泥产能
160万吨；大力推进污染企业“退城进园”，位于城
区的平煤神马机械制造公司南厂区、神马飞行化
工公司、神马橡胶轮胎公司、神马氯碱股份公司
等9家企业已完成搬迁。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围绕焦炭—焦油—焦油深加工、盐—烧碱
—PVC树脂—化学建材、苯—己内酰胺—尼龙工
程塑料方向，促进煤化工、盐化工和尼龙化工融
合发展，尼龙 66盐、工程塑料产能已位居亚洲第
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预计2015年全市装
备制造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400亿元，生物医
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35亿元，新材料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实现300亿元。2014年，全市能源、化
工、冶金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占到规模以上工
业的 25.8%、9.5%、9.2%，比2010年下降5.6、5.0和
2.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8.4%，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同比下降 5.2%，单位
GDP能耗下降12.5%。

（三）大力推进治污减排工作。2014年以来，
列入河南省蓝天工程计划的5家电力企业及4家
企业的大型供热锅炉完成脱硫、脱硝、除尘治理，
6条水泥生产线完成脱硝治理，舞钢公司、中加公
司 3条烧结机生产线完成脱硫治理；累计完成拆
改 36 台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投资 5.4 亿元建
成平姚地下输煤通道，年输煤约400万吨，减少大
量煤尘污染。2014 年，全市实际淘汰黄标车
1.443万辆，超额完成省定指标任务；2015年黄标
车淘汰任务已提前完成。投资 40多亿元高标准
治理湛河污染，完成治理污水排放企业112家，关
停、搬迁 41 家，改造旱厕 6558 座，规范垃圾处理
点1255个，铺设截污管道18.6公里。2014年全市
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
分别比 2010 年减少 11.12%、13.74%、12.19%和
8.49%；2015年，全市列入国家和省重点减排项目
24个，截至目前已完成23个。

（四）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平顶山
市先后实施了生态廊道网络提升工程、“百千万”
农田防护林体系提升工程、城镇社区绿化美化工
程，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1.2%，城市绿化覆盖率
达到 43.1%，2013 年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8800万元实施农村环
境连片整治，成功创建4个国家级生态乡镇、4个
国家级生态村、26 个省级生态乡镇和 351 个省、
市级生态村。加强白龟湖综合整治，通过实施休
渔制度、开展增殖放流、加强隔离防护、对入库河
流上游地区实施生态补偿等措施，保障了生态环
境和水质安全。高度重视矿山环境治理工作，通
过实施《平顶山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和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先后完成矿山
环境治理项目37个；矸石山生态恢复及综合利用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连续七年矿区煤矸石总量实
现负增长；矿山公园建设取得初步进展，并发挥
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五）环境监管执法得到加强。2014年以来，
组织开展了建设项目、重点污染源、环境风险源、
生态环境等专项环境执法检查，累计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 210 起，罚款金额 1808.2 万元。新环保法
实施以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6 起，罚款金额
344.6 万元。今年 7 月因大气污染严重被省环保
厅约谈后，市政府成立9个督查组，开展经常化、
制度化、专业化督促检查，截至9月底，已累计下
发督查通报 23 期，查处违法违规问题 341 起，对

有关企业、县区政府进行了约谈，并对治理工作
不力的领导实施责任追究。

二、督查发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
虽然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

展，但从全市环境质量现状来看，问题依然突出，
形势不容乐观。通过这次督查，我们感到以下几
方面情况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产业结构布局日益成为环境治理瓶颈
平顶山市“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煤炭资源

丰富，历史上形成了以能源、资源为主导的产业
体系；加之因矿建城，产城一体，随着城市的发
展，产业结构布局日益成为环境治理的瓶颈。近
年来，平顶山市虽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但 2014 年全市三次产业比重为 10.2∶57.9∶31.9，
第二产业比重仍然明显偏高。在第二产业中，能
源、炼焦、化工、冶金、建材等高耗能行业占据主
导地位。2014 年，全市煤炭产量 3384.2 万吨，火
电装机 535.3 万千瓦，能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焦炭产量 451.85 万吨，同比增长 4.2%；钢
材产量 287.2 万吨，同比增加 27.7%；水泥产量
879.8万吨，砖产量170.1亿块，建材行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6.6%；化工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4.0
亿元。上述高耗能行业 2014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375.1 亿元，增长 6.7%，约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
63.6%。

高耗能产业集中，导致全市能源消费居高不
下。2014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为1169.6万吨标
准煤，单位国土面积能耗量排名河南省第三，仅
次于郑州和安阳；单位 GDP 能耗 0.843 吨标准
煤/万元，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能源消费
结构中，一方面，煤炭消费占据主导地位，2014年
实际消费原煤1368.3万吨，占到整个能源消费的
83.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煤炭、炼
焦、化工、建材、冶金、电力等行业成为能耗消费
主体，2015年上半年累计消耗405.7万吨标准煤，
占到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的91.4%。正是以煤
炭为主导、以耗能产业为主体的能源消费特点，
导致全市污染排放问题十分突出，据测算，在不
考虑无组织排放情况下，2014年全市二氧化硫排
放量 8.7 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 6.4 万吨，烟粉尘
排放量 9.7 万吨，三者单位国土面积排放强度均
位列河南省前列，给大气环境治理带来巨大困
难。

平顶山市产业布局问题也十分突出，全市污
染源四面围城，使大气环境形势雪上加霜。主城
区西北、东北分布有4家燃煤电厂，每年燃煤量约
250万吨，其中平东热电2014年燃煤123万吨，距
离市中心仅1.3公里；坑口电厂、四矿矸石电厂和
十二矿矸石电厂距离中心城区均不到8公里。主
城区西部不足 5 公里处，有姚电公司 6 台火电机
组，总装机240万千瓦，2014年燃煤445万吨。主
城区东部分布有河南尼龙化工公司，年燃煤约55
万吨；东南部有三和电厂4台75吨/时锅炉和2台
2.5万千瓦发电机组，年燃煤11万吨。此外，平顶
山市城区北环路一线还有每年 4000万吨原煤生
产及 3500万吨原煤洗选能力，大量煤炭在生产、
洗选、运输、堆存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污染，对全市
大气环境质量影响也十分突出。根据大气环境
监测数据，平顶山市城区SO2、NO2、PM2.5、PM10浓
度均值明显高于周边县（市）水平，反映出产业围
城布局的问题，需要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

（二）压力传导和责任落实尚不到位
通过走访调研和资料调阅感到，平顶山市虽

然按照国家及河南省有关要求制定了蓝天工程、
碧水工程等环境治理方案，加强了重点环保工作
的推进，并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但环保压
力尚未有效传导到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环保责
任尚未得到有效落实，“上热下冷”情况仍然比较
普遍。

一是基层政府工作落实不力。一些县（市、
区）政府“弹性”应对环保任务，上面有督促则做
一做，没督促就放一放，导致许多环保目标不能
按期完成。比如，按照碧水工程要求，有关县

（市、区）政府应在 2015 年期间建成 19 个水污染
防治重点项目，但截至6月底，按期完成环保验收
的仅1个，其余普遍滞后于方案规划进度，至今仍
有 5 个项目未动工，1 个项目因资金问题停工。
目前看，碧水工程方案确定的到2015年底基本消
除建成区污水直排的目标无法实现。又如，蓝天
工程方案明确要求，各县（市、区）需于今年6月底
前，依法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但至今仍有鲁
山县、郏县、叶县、石龙区四个县（区）未完成此项
工作。

二是有关部门责任落实不到位。蓝天工程
方案要求于今年 8 月底前，完成全市 12 台 20 蒸
吨/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在线监测设施安装并实现
与环保部门联网，但截至目前仅完成6台；要求于
今年 10月底前，完成全市 148家加油站及 1家油
库油气回收改造及验收工作，但至今仅完成74家
油气回收改造工作，验收工作尚未开展。在能源
结构调整和煤炭总量、质量管控方面，虽然蓝天
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但相关部门既未出台具体
政策，也未落实具体措施，减少煤炭消费、加强煤
质管控、推进工业控煤等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状
态；有关散煤污染治理措施均未启动。

三是部门协同机制尚不完善。在机动车燃
料油品管控方面，工商、商务、质检部门尚未建立
联合常态化监管机制，日常监管较为薄弱，油品
质量不容乐观，2014 年专项行动抽检成品油 52
批次，8批次不合格，占比15.3%；这次督查抽查舞

钢市、宝丰县、汝州市，同样发现部分油品不合格
问题，个别批次样品硫份超标高达 8倍。环保部
门与公安机关等部门的联动机制有待完善，截至
7月底全市仍未实现环境违法案件移交移送。住
建、交管、公路等部门配合不畅，许多环节责任不
清，疏于监管，导致工地、道路扬尘司空见惯，以
及无抑尘措施的重载运输车辆在主城区及周边
随意穿行，污染情况比较严重。

另外，我们督查还感到，由于受经济下行影
响，全市稳增长压力极为突出，重增长、轻环保的
倾向有所抬头。一些县（市、区）在主要领导的带
动下，环保部门不仅环境准入把控有所弱化，而
且承担起招商引资任务。如舞钢市和鲁山县环
保局均被要求每年完成5000万元招商定额任务，
给当地环保部门工作带来被动。目前，平顶山市
正在全力争取姚孟第二电厂新建 2×100万千瓦
火电项目，该项目落地后，将增加约 500万吨/年
的燃煤消耗，如不采取有效的燃煤管控和总量置
换措施，今后节能减排矛盾会更加突出。

（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账较多
督查发现，平顶山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历史欠账较多，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发展与
保护的需要。

城市集中供热与清洁能源利用滞后。全市
建成区现有平东热电厂、三和电厂和平煤集团九
矿坑口电厂三个热源，供热能力 860吨/小时，集
中供热面积 421.5 万平方米，约占城区建筑面积
1561万平方米的四分之一。全市各县（市）中（含
汝州市），仅有叶县具备少量集中供热（集中供热
率仅为 0.6%），其余县（市）集中供热仍属空白。
除集中供热严重不足外，全市清洁能源使用也较
为落后。尽管已形成“西一线”“西二线”双气源
保障格局，但由于管网不配套等原因，全市 2014
年天然气使用量仅有 3.54 亿立方米，汝州、宝丰
等县（市）至今尚未使用天然气，舞钢市天然气使
用量仅1.3万立方米。

污水集中处理工作有待加强。目前平顶山市
共有11家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47万吨/日

（其中 17 万吨/日处理能力仍在执行一级 B 标
准），实际处理水量约 40万吨/日。督查发现，一
是市区污水处理能力不平衡。中心城区有4家污
水处理厂、33万吨/日的处理能力，污水收集处置
率较高；但石龙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独立，尚未
实现污水集中收集处理，全区 6万人生活污水直
排环境。二是县（市）污水集中处理不足。宝丰、
叶县、鲁山、郏县、舞钢五县（市）现有污水处理能
力 14 万吨/日，日处理污水约 12 万吨，污水收集
处理率总体不足60%；特别是舞钢市常住人口约
30万，目前生活污水收集处理量仅约2万吨/日，
超过60%的生活污水直排环境；汝州市污水收集
处理率也仅为 50%左右。三是污水管网不完
善。舞钢市现有的城区污水处理厂已满负荷运
转，超过5000立方米/日的污水溢流排放；已建成
的产业聚集区污水处理厂拥有 2万吨/日的处理
能力，但因管网不配套，进水严重不足，无法稳定
运行。叶县城区、郏县老城区、鲁山县城区因雨
污分流不到位，雨季时有生活污水混合雨水溢流
直排环境。此外，全市仅有市区两座污水厂的污
泥实现了无害化处理，其余污泥仍送垃圾场简单
填埋；全市中水回用尚不足 400万吨/年，回用率
仅为3%，远低于河南省“十二五”中水回用率30%
的要求。

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欠账较多。全市现有生
活垃圾填埋场6座，设计库容730万立方米，当前
剩余库容 280 万立方米，日处理垃圾 1600 吨（约
3000立方米）。其中，舞钢、宝丰垃圾填埋场目前
剩余库容仅为15%左右，特别是宝丰县垃圾填埋
场，按照当前垃圾填埋速度，能够使用时间不足
一年。全市虽然已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厂作为接
续项目，但目前尚未启动，后续矛盾可能加大。

垃圾渗滤液处理问题更为突出。市区垃圾
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装置设计能力120吨/日，督查
发现设备未验收，无法正常运行，且雨季渗滤液
产生量常常达到 200～300 吨/日，远超实际处理
能力；宝丰县及石龙区垃圾填埋场尚无渗滤液处
理设施，鲁山县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生化处理设施
运行不正常，现行渗滤液运输至污水处理厂处理
或回喷填埋场，存在环境隐患；叶县垃圾填埋场
渗滤液处理设施因反渗透装置出现故障而停运；
汝州市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装置工艺前段无
生化工序，仅靠沉降后膜处理工艺，既难以保障
处理效果，也将影响装置的正常运行。

产业集聚区环保基础设施落后。平顶山市
共有9个产业集聚区，2014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91.7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的 46.4%，
是全市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但督查发现，全市
产业集聚区环保基础设施明显不足，如郏县产业
集聚区乔庄污水处理厂长期处于调试状态，无法
稳定运行；叶县、鲁山、石龙区产业集聚区均未建
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除平顶山市高新技术产
业集聚区外，其他产业集聚区均没有建设集中供
热设施。

另外，9 个产业集聚区中有 4 个未完成规划
环评。其中平顶山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实现
产值已过 200亿，但规划环评仍处于专家论证阶
段；鲁山县产业集聚区2008年被河南省确定为省
级产业集聚区，至今尚未完成规划环评编制；石
龙区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由最初5.1平方公里逐
步扩张至36平方公里，但规划环评一直未进行相
应调整。

（四）水环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平顶山市地处淮河流域沙颍河、洪汝河水系

上游，境内有沙河、北汝河、澧河等主要河流，以
及灰河、将相河、大浪河、净肠河、湛河、八里河等
中小河流。从近年来环境监测数据看，因地处上
游，沙河、北汝河基本达到地表水Ⅲ类水体，水质
相对较好；澧河、灰河、将相河、大浪河、净肠河等
河流虽然分别按Ⅲ类、Ⅳ类地表水标准进行考
核，但水质变化较大；湛河、八里河污染较重，基
本维持劣Ⅴ类水体。平顶山市水环境保护还面
临以下问题：

一是水环境达标情况堪忧。由于受降雨量
和排放量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全市纳入考核的
断面水质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地表水责
任目标考核断面水质全年达标率47.2％，比2013
年下降39个百分点。其中，沙河舞阳马湾断面达
标率66.7％，化学需氧量超标率25.0％，氨氮超标
率 8.3％；澧河叶舞公路桥断面达标率 33.3％，氨
氮超标率33.3％，总磷超标率25.0％，挥发酚超标
率16.7％；八里河舞钢石庄桥断面达标率41.7％，
化学需氧量超标率33.3％，氨氮超标率33.3％，总
磷超标率 16.7％。2015年 1-8月，地表水责任目
标考核断面达标率54.2%，低于省定80%的目标，
名列全省第15位。其中，澧河叶舞公路桥断面高
锰酸盐指数超标，达标率62.5%；八里河舞钢石庄
桥断面COD、氨氮、总磷超标，达标率为0。

二是部分河流污染突出。平顶山市人均水
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由于上游
来水减少，加之截污、治污不到位，部分穿城河流
污染十分严重，群众意见较大。比如，湛河是平
顶山市城区主要河流，自西向东横穿市区，城区
河段长约32公里。因管网不配套，平煤神马集团
七矿、四矿、十二矿、天宏焦化公司和卫东区豆制
品加工厂等企业废水排入河道，近20个村庄和居
民小区生活污水直排环境。据测算，每天排入湛
河的污水量约为 7.5 万吨，成为影响湛河水质的
主要原因。督查还发现，叶县湛河部分河段存在
畜禽养殖废水、废物污染问题，河道倾倒大量建
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水体黑臭。又如，八里河起
源于舞钢市，全长30余公里，除雨季外，全年其他
时段近无生态流量。该河流经人口密集的朱兰
生活区、垭口生活区、铁山乡、八台镇、枣林镇部
分村庄，加之沿途还有大量畜禽养殖企业，大量
生活污水和养殖废水直排河道，水体严重污染，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纳污河。

三是地下水污染不容忽视。近年来，全市地
下水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在2013年监测的7个
井位中，仅有2个井位达到Ⅲ类水质，5个井位水
质较差，其中张村、胡杨楼、姚孟村三处为Ⅴ类水
质；在 2014 年监测的 6 个井位中，仅有二矿水厂
水质监测为Ⅲ类水质，其余点位均为Ⅳ类和Ⅴ
类，首要污染物是总大肠菌群，占比约80%。

（五）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水平仍待提高
平顶山市耗能产业较为集中，近年来虽然加

大了针对性的治理力度，但有关行业污染治理水
平仍然偏低。

焦化行业是平顶山市及汝州市传统优势行
业，共有大型焦化企业9家，焦化产能超过500万
吨/年。根据《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171-2012）》，从2015年1月1日起，焦化行
业实施新的排放限值，SO2排放标准从100mg/m3

收紧至 50 mg/m3，颗粒物排放标准从 50 mg/m3

收紧至 30 mg/m3。但督查发现，平顶山及汝州
市所有焦化企业均无法稳定达标，且多数企业甚
至无法稳定达到老标准的排放限值要求。如东
鑫焦化焦炉烟囱排放黑烟突出，今年 7 月 SO2排
放月均值 135mg/m3，最大日均值 271 mg/m3；粉
尘浓度月均值 112 mg/m3，超标严重。京宝焦化
今年6月 SO2排放月均值212mg/m3，超标问题突
出；汝丰焦化出焦时大量黑烟逸散，无组织排放
明显。

钢铁行业主要有中加钢铁、舞阳钢铁以及相
关铁矿石采选企业，烧结产能465万吨，炼铁产能
240万吨。督查发现，中加钢铁有限公司烧结机、
高炉等排放口烟气拖尾严重；石灰竖炉炉顶未安
装除尘设施，烟尘排放明显；周边区域存在明显
的粉尘无组织排放。舞阳钢铁下属新希望钢铁
公司高炉出铁口无组织排放明显。安钢集团舞
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烟囱存在冒黑烟现象，生产
车间及厂区粉尘无组织排放明显。

陶瓷及制砖行业也是平顶山市的传统产
业。全市有各类陶瓷企业 140多家，现场检查发
现，人和建材、奥莱得瓷业、洁石建材（陶瓷）、华
泰陶瓷等企业烟囱烟尘排放明显，粉尘无组织排
放突出；华丽美陶瓷公司、威德邦瓷业车间烟尘
逸散明显。此外，平顶山市以煤矸石为原料生产
黏土砖的企业多达百家，但规模普遍偏小，多数
无配套环保设施，现场检查的叶县柄震新型墙体
材料有限公司、兴华建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永
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均为小型砖厂，未建设废气
治理设施，厂区内煤矸石、黏土等物料露天堆放，
无抑尘措施，扬尘污染明显。

（六）部分区域环境污染情况较为突出
平顶山城区北环路沿线一带近 40平方公里

的区域内集中分布有平煤神马集团下属 12个大
型矿场，9个选煤厂，以及平煤集团坑口电厂、四
矿矸石电厂、十二矿矸石电厂等燃煤企业，区域
内污染源高度集中，加之大量配套煤场、料场、
渣场沿线分布，物流密集，往来重型载货汽车川
流不息，堆场粉尘和道路扬尘严重。该区域自
西向东贯穿人口密集的新华区、卫东区，众多新
建居民小区以及原有村庄与矿场、料场、企业间
杂分布，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影响明显；加之地
处城区上风向，对全市空气质量影响也不容忽

视。
石龙区位于平顶山城区西北方向，距主城区

约 30公里，区域面积 37.9平方公里，是平顶山城
区的一块“飞地”。该区域焦化、煤化工企业密
集，全市现有焦化产能约一半集中于此，排放强
度大，污染集中，煤烟型污染特征明显。根据大
气环境监测数据，2014年石龙区大气环境中SO2

浓度均值为 103μg/m3，是市区浓度均值的 1.84
倍，是市辖 5 县（市）浓度均值的 2.58 倍；2015 年
1-7月，石龙区 SO2浓度均值为 70μg /m3, 仍是
市区均值的 1.23 倍，是市辖 5 县（市）均值的 1.84
倍。PM10等其他指标也相对较高，2014年全年和
2015年 1-7月，PM10浓度均值分别高出市辖 5县

（市）均值0.51倍和0.15倍。
舞钢市集中了平顶山市全部钢铁产能，以及

超过500万吨的铁矿石采选产能。区域内除钢铁
企业排放外，铁矿石采选、运输所带来的环境污
染同样突出。舞钢市铁矿以露天开采为主，安钢
集团舞阳矿业公司铁山铁矿区开采规模为215万
t/a，涵盖了铁古坑、铁山庙露天采场及东、西排土
场、罗寺沟尾矿库，规划占地总面积 124 km2，其
中铁古坑矿区开采20多年，已形成了长1070米、
宽 400～500米的开采带，生态尚未恢复，周边环
境恶劣；废渣堆放于铁山庙山顶周围，堆积标高
约 160 米，堆积量约 1750 万 m3，且距舞阳城区仅
约 1公里，对市区大气环境影响不容忽视。舞钢
中加矿业位于舞钢市西北方向 8公里处，矿山生
产规模 300 万 t/a，矿区规划面积达 280 km2。督
查发现，该矿区道路积尘严重，区域环境恶劣，选
矿厂料堆高出地面近十米，防风抑尘措施不足，
对周边环境影响明显。

另外，部分产业聚集区污染问题也较突出。
督查发现，鲁山县产业聚集区的有色汇源有限公
司，烟囱冒黑烟，上半年存在超标排放问题，筒仓
无组织排放明显；郏县陶瓷园区、铸造园区多家
企业烟尘排放异常；汝州产业集聚区神马集团汝
州电化有限公司、神火新材料等企业周边大量料
渣堆存于道路两侧，抑尘措施不足，扬尘污染明
显。

（七）大气面源污染问题比较突出
工地抑尘管理不到位。督查发现，多数施工

工地管理不到位，抑尘措施不足，扬尘问题突
出。如，市区天安煤业四矿矿山修复工程施工作
业未采取抑尘措施，扬尘严重；湛河河道治理工
程施工管理不善，未采取有效抑尘措施，施工扬
尘及道路扬尘严重。叶县G311公路沿线多处开
放式道路施工，无遮挡、洒水等抑尘措施，道路扬
尘明显；叶邑镇 S103道路施工无抑尘措施，渣土
车未苫盖，道路扬尘严重。舞钢市小刘庄城中村
改造项目工地无围挡、无车辆冲洗装置；湖滨大
道道路施工开放式作业，扬尘严重。

道路扬尘多见。督查发现，市区及各县（市）
多条道路扬尘突出，湛河区姚孟电厂附近载重车
辆大多未苫盖，车辆往来密集，道路扬尘严重；
S231省道王集乡段、G311国道鲁山县下汤镇段、
郏县神前陶瓷园区段、宝丰县产业集聚区段道路
扬尘突出；叶县 G311、S234、S103、S330等多条国
道、省道路边存在多处沙场，大量沙土露天堆存
道路两侧，加之部分运输车辆存在遗撒，道路扬
尘严重；舞钢市新希望公司与中加矿业公司之间
铁矿石运输道路未硬化，道路积尘较多，车辆驶
过扬尘严重。

堆场扬尘管控薄弱。市区北环路常红汽修
公司东侧无名洗煤厂大量原料露天堆放，无抑尘
措施；姚孟电厂煤场附近中立商砼料场未苫盖，
存在扬尘问题。宝丰县洁石煤化集团对面砂石
厂土堆料堆无抑尘措施，扬尘问题突出；没梁庙
村北煤场无苫盖，无有效抑尘措施。汝州市天瑞
煤焦化北侧煤场无抑尘措施，露天作业，场地积
尘严重，扬尘突出。叶县工业路两侧大量细砂、
煤灰露天堆存，吴泰砼业大量物料露天堆放，无
抑尘措施，存在扬尘污染。

焚烧污染时有发生。市区及周边各县（市）
垃圾焚烧火点屡见不鲜。暗访发现，平顶山市西
高速收费站旁存在焚烧树叶垃圾现象。郏县
S238 青龙湖社区北侧有垃圾焚烧现象。宝丰县
产业集聚区旭原集团院内人为点火焚烧处理垃
圾废料，现场冒出大量黑烟，污染严重。叶县外
环路及部分乡镇公路两侧发现多处露天焚烧树
叶、垃圾点位；廉村乡沙渡口村露天焚烧垃圾。
舞钢市矿八路沿线以及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内多
处点位露天焚烧树叶或垃圾。

（八）大气环境质量形势严峻
2014年，全市大气环境中SO2、NO2、PM10、PM2.5、

CO、O3 年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56μg/m3、46μg /m3、
142μg/m3、88μg/m3、1.10 mg/m3 和 93μg/m3，
除 NO2、PM10年均浓度同比略有改善外，其他指
标均不降反升。其中，SO2大幅升高 43.6%；SO2、
NO2、PM10、PM2.5浓度均值分别高出河南省平均
水平 19%、15%、7.6%和 7.3%；全年达标天数在全
省18个省辖市中排名倒数第七，综合污染指数排
名倒数第六。

2015 年 1-8 月，全市大气环境中 SO2、NO2、
PM10、PM2.5、CO、O3 浓度均值分别为 54μg/m3、
42μg/m3、152μg/m3、94μg/m3、1.0 mg/m3 和
116μg/m3，与2014年同比，NO2、CO浓度均值有
所降低；但 SO2、PM10、PM2.5、O3 指标则分别上升
5.9%、4.1%、3.3%和 13.7%，大气环境质量呈现恶
化趋势。达标天数仅有67天，达标率27.6%，位列
河南省各省辖市倒数第一，成为全省大气污染最
严重城市之一。

（下转第四版）

附件：

平顶山市大气和水环境治理综合督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