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85.9%
安徽“气质”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我省出台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用5年时间把20世纪建的
老旧小区都改造完12月21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美好安徽‘十三五’成就巡礼”

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十九场），省生态环境厅通报了我省“十三五”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情况。 ■ 记者 祝亮

图说图说

12月21日，冬至日。中铁上海局三公司

在肥西人才公寓项目工地开展“两节”送温暖

活动。该公司党委书记张剑峰为奋战在一线

农民工兄弟发放了100多套款式各异的保暖

棉衣。现场穿上棉衣的农民工老梁说：“这棉

衣既暖和又好看，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 翁朝煌 记者 周诚 文/图

“暖冬行动”
温暖一线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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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优良天数超过85%
从大气环境质量来看，截至11月底，全省PM10平均

浓度58.5微克/立方米，较2015年同期下降18.8%，年均

值第一次稳定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14个未达标城市

PM2.5平均浓度为37微克/立方米，较2015年同期下降

28.8%，好于“十三五”考核目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达85.9%，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好水平。

从水环境质量来看，截至11月底，全省106个国考

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84%，好于考核目标9.5个

百分点；无劣Ⅴ类断面。其中，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断面

比例90%，创国家考核以来最好水平。近期，省统计局

专项民意调查显示，全省生态环境满意率首超九成，也

为历年来最高。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
我省把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

带作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一号工程，落实“1515”三道防

线和“禁新建、减存量、关污源、进园区、建新绿、纳统管、

强机制”7项举措；全面实施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大保

护大治理大修复，强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专

项攻坚行动，梳理排查出“23+80+N”共1747个突出问

题，建立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的领导推进

机制和“点对点”“长对长”问题整改责任制。

截至11月底，已完成整改1597个，占比91.4%。突

出沿江干支流生态修复，进一步优化岸线资源配置，努力

将马鞍山等地打造成长三角的“白菜心”。在池州市率先

开展全域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同步实施试点，

在合肥市建立入河排污口“排长制”，提升长江入河排污

口治理能力。大力推进港口码头等污染治理，严格保护

沿江饮用水水源地，落实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

烟花爆竹燃放得到全面控制
蓝天保卫战方面，强化控煤、控气、控尘、控车、控烧

“五控”措施。全省在用141台火电机组全部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正式实施《安徽省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92条在产生产线全部达到排放要求。建成开发区集

中供热项目29个，淘汰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10034台。开展柴油货车攻坚行动，全省范围内的黄标车

全部淘汰，提前实施机动车“国六”标准，编码登记非道路

移动机械6万余台。连续多年超额完成长三角区域秋冬

季污染综合治理攻坚任务。秸秆露天焚烧和烟花爆竹燃

放得到全面控制。

94.4%城市黑臭水体得到整治
碧水保卫战方面，全面落实“水十条”，重点推进城

镇污染、农业农村污染、水源地污染、工业污染、船舶港

口污染治理。深入实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

项行动，全省231条城市黑臭水体，已完成整治218条，

完成率94.4%。全面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设区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比例提升至94.9%，县级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率90.4%，划定“千吨万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1286个。以全省水质国考断面为基础，建

立地表水生态补偿断面121个，基本实现全省主要水体

全覆盖。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63个

县（市、区）依法调整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取消478个无

法律法规依据划定的禁养区。推进乡镇政府驻地及省

级美丽乡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全覆盖，完成4300

个建制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702家企业纳入土壤环境重点监管名单
净土保卫战方面，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突出工

业污染场地治理与修复，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完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即将完成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基本摸清土壤环境家底。

公布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702家，督促落实土壤

污染防治责任。建立疑似污染地块251个、污染地块44

个。组织实施12个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

项目。加强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控制，对纳入全省重金属

全口径清单的422家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持续开展涉镉

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共排查461家相关企

业，列入整治清单的95家企业完成整治任务。建立固体

废物污染防控长效机制，基本完成“清废行动2018”中

1788个问题以及“清废行动2019”中 245个问题的整

改。完成全省“十三五”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减排目标

任务。开展尾矿库摸底排查，完成全省192座尾矿库环

境基础信息核实调查。

星报讯（记者 祝亮）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出台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计划

到2022年，各地形成较完备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制度框架、政策措施和可持续发展工作机制。到

“十四五”末，2000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应

改尽改；有条件的市、县，力争完成2005年底前建

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根据方案，我省将对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

小区进行重点改造，支持提质改造，鼓励提前改

造。重点改造建成于2000年底前、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老旧缺失、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城镇住

宅小区（包括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住宅

小区）。已按照地方有关规定实施基础类改造的小

区，可在改造内容不重复的前提下，对房屋、小区环

境和配套设施等进行改造完善和提升，提高品质。

支持对小区内危险房屋进行治理。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在重点改造小区应改尽改前提下，适当放宽改

造年限，提前对2005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进行

改造。严禁借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之名变相进行房

地产开发。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实施基础设施应改尽

改，完善和提升小区功能。改造市政基础设施，修

缮小区建筑物公共部位，提升人居环境及配套设施

建设水平。挖掘小区、片区内空间资源，整合周边

零星碎片化土地，利用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空置房

屋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在老旧小区内及周边健全

社区养老、托育、医疗、停车场、体育健身、文化、应

急救援站、警务室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周界防护等智

能感知设施，完善家政、助餐、便民市场、便利店等

社会服务设施。

我省将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将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省级安排资金对各市进行补助，市、县人民政府

对改造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国有住房出售收入存

量资金可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市、县通过发行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集改造资金。按照“谁受益、

谁出资”原则，在不同改造内容中明确居民出资责

任和出资形式，鼓励居民个人以捐资、捐物、投劳等

形式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结合改造促进住户

户内改造、装饰装修、家电更新等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