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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空气污染金点子

星报讯（记者 祝亮） 日前，省政协召开加强

大气污染防治对口协商会，而此次协商会主要针对

的议题就是如何解决合肥市大气污染防治。

公共场所加装空气净化器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超

额死亡人数达11.1万人，超额门诊数达22万人次，

超额急诊数达430万人次，其中公共场所室内空气

污染的危害更为巨大。尤其是人流量大、活动频繁

的车站候车室、医院就诊室、学校、大型超市、健身

房等公共场所。

农工党安徽省委建议公共场所（车站候车室、医

院候诊室、学校、大型超市等）加装空气净化器，同时

加强对空气净化器市场的规范管理，出台促进扶持

省内空气净化企业发展的政策，使其成为我省新的

经济增长点。同时在公共场所宣传禁烟，制定并落

实建筑装饰装修材料质量管理规范。

把烧烤摊点引入地下

省政协委员、省人防办主任黄亚洲建议可通过

开放地下环境实现治理大气污染。

他认为，发展地下交通，不但可以有效治理汽

车尾气，还能缓解交通压力。以美国的波士顿中央

大道改造工程为例，不但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还

减少了12%污染气体排放，并提供了近1平方公里

的土地用于城市绿地和公共设施建设。

另外，就是将高污染经营摊点引入地下，有利

于生活油烟集中净化处理。目前，北上广等发达城

市，通过在城市中心广场和人员密集地区开发地下

空间，将产生大量油烟污染的饮食摊点引入地下。

不但实现了油烟污染的净化处理，该区域内的卫生

环境也大为改观。

造“口袋公园”，让植物吸收污染物

“口袋公园”就是居民身边常见的各种小型绿

地、小公园、街心花园、社区小型运动场等，利用植

物吸收大气污染物的能力来减少雾霾。

省城乡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江叶青说：“我们要倡

导自然的植物种植设计理念，反对高成本、高养护、

弱化生态功能的设计。”

烧烤摊点
能否引入地下？
省政协委员为防治大气污染支招

记者 祝亮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日益增
多，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希望可以解决这
个难题。于是，城市“风走廊”（或称城
市通风廊道）一时间成为时髦的热词。
合肥市方面也提出要在该市“三环三
廊”生态廊道规划建设基础上，加强城
市风道的规划研究，使生态景观廊道和
城市风道有机统一，共同抵御雾霾。但
殊不知，合肥其实一直就有天然的“通
风口”规划，但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
不断遭到破坏。省政协委员、合工大教
授吴椒军就对南淝河、巢湖北岸等“通
风口”不断遭到破坏感到痛心和惋惜。

一问：合肥空气质量在全国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朱余：2013年合肥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49.9%，重度污染天数36天、严重污染天数6天。

pm10和pm2.5年平均浓度分别超过国家标准0.64

倍和1.51倍。与全国74个重点城市和长三角城市

比较显示，合肥市空气质量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二问：合肥空气污染物主要都是什么？

朱余：按照污染物种类分布，颗粒物污染最重，

其次为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合肥市 pm2.5 占

pm10的76.5%，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的比值，说明合

肥市空气颗粒物中以细颗粒物污染为主。

三问：合肥市各区域污染情况有无差别？

朱余：合肥市区大气污染按区域分布，由重到

轻分别为东部地区，中部和北部地区、南部地区及

西部地区。按季节分布，冬季最重，春季次之，夏季

和秋季较好。

四问：合肥市空气质量何时可以改善？

朱余：合肥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拐点还未出现。

根据历年数据综合分析，合肥市空气质量仍处于下

降通道，特别是颗粒物浓度持续上升。pm10由

2012年的107微克/立方米上升到2013年的115

微克/立方米。

（数据来源：省环境及南侧中心站副站长朱余）

“合肥其实一直就有天然通风口规划”
省政协委员痛心“前辈”城市规划遭破坏

“烧秸秆罚200元，可操作性差、力度小”
省政协委员吐槽，秸秆禁烧责任风险不能都让基层干部承担

四问合肥空气质量现状

“前辈”建议南淝河沿岸杜绝高层

合肥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就是基于对自

然规律的尊重，考虑到合肥属于亚

热带季风气候，夏季东南风频率较

高，冬季盛行西北风，故将南淝河沿

岸西侧低洼地区（东至南淝河、西到

马鞍山路、北临屯溪路）定位为城市

的“东南引风口”，作为实现空气自

净能力的交互场所，性质定为不宜

建设用地。

吴椒军说，前辈规划师们就建

议南淝河沿岸要多做绿化、少建房

屋，坚决杜绝高层建筑。但如今因为

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的加快，这样

尊重自然规律的城市规划却遭到破

坏。“此外，巢湖北岸及南淝河、十五

里河两侧大部分地带也是合肥市通

风口，但如今规划‘红线’的突破已经

对自然规律造成破坏。”

吴椒军认为，打通“城市风道”，

正是减轻雾霾危害不可或缺的外部

条件。但如今城市高楼密集，且多呈

环状发展，导致雾霾长时间停留，打

通“城市风道”已刻不容缓。

通风廊道完全可行，还能降温

省政协委员、省气象局局长于

波也从其专业角度分析了城市通风

廊道的可行性。“从理论上讲，在污染

物不变的情况下，建设城市通风廊

道，让城外新鲜空气流通进来，把城

内空气里的污染物吹出去，达到驱雾

散霾，改善微气候环境的目的是完全

可能的；同时还可以带走城市中的热

量，缓解热岛效应。”

于波表示，规划城市通风廊道，需

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技术的可行性

和经济的合理性，切忌陷入形象工程，

甚至借机圈地的误区。“在城市生态规

划中，不应有过多伦理的、社会学的约

束，建一些形象工程，而应着重于功能

性的考虑，能够真正促进生态文明和

改善民生；应从城市与自然和谐相处

出发，在摸清城市风力资源时空分布

及其变化的前提下，让通风廊道主动

适应风力资源环境；一旦城市规划不

尽合理，违背了自然规律，也会造成城

市风力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所以在鼓

励和支持风力资源合理利用的同时，

也要进行有效地保护和修复。”

合肥市空气质量
仍处于下降通道

记者 祝亮

我省是传统农业大省，农作物种植面积大，每年夏收季节农作物需要抢收抢种，农作
物秸秆焚烧问题时有发生，已成为空气污染、形成雾霾天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秸秆禁烧
也被列为各地的重点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秸秆禁烧的强制性和可操作性遭到省政协
委员们的集体吐槽……

观点：基层干部易产生消极情绪

人物：武桂琴

职务：省政协委员、蒙城县政协副主席

声音：现行的秸秆禁烧办法不具有可持续

操作性。一些基层干部明知采取高压政策、强

制手段推行农作物秸秆全面禁烧的工作不具有

可持续操作性，但又不得不去做，容易产生消极

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影响政府政策的号召力和

公信力。

观点：责任风险不能都让基层干部承担

人物：王永定

职务：省政协委员、肥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声音：现行的秸秆禁烧存在责任主体认定不

合理。现行的秸秆禁烧工作，实际上是由基层乡

镇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风险，而农民

焚烧一处秸秆仅罚款200元。

在禁烧工作放松后，农民往往将转移出来的

秸秆又一把火烧掉，因此有群众戏称“什么禁烧，

最终叫烧尽”。

观点：200元的罚款可操作性差、力度小

人物：龚艳玲

职务：省政协委员、亳州市政协副主席

声音：目前，秸秆禁烧法律法

规不健全，执法缺乏有效性。

《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

对露天焚烧者情节严重的

可处 200 元以下罚款，实

践证明该规定过于简单、

可操作性差、力度过小。

观点：只是不再公开、集中烧了

人物：李学良

职务：省政协委员、合工大教授

声音：目前秸秆禁烧工作，需要全天候的巡

查，基层管理人员压力巨大。据在农村的调查

发现，尽管督管力度很大，部分秸秆仍会在后期

和晚上被焚烧。要想实现秸秆高效转化，把禁

烧行为变为农民的自觉行动，从根本上解决秸

秆焚烧问题，需要利用经济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