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省政府印发《安徽省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行动方案》，从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加

快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等9个方面提出治理

措施，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到2025年，

全省地级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控制

在35微克/立方米以内，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比率降至0.2%以下。皖北六市力争PM2.5控

制在37.7微克/立方米以下。合肥、淮北、亳州、

宿州、蚌埠、阜阳、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

湖11市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重点区域。

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布局上，我省将严格

环境准入，优化调整重点行业结构，开展传统

产业集群升级改造，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

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鼓励钢铁行业龙头企

业实施兼并重组，到2025年，短流程炼钢产量

占比达15%。开展石灰岩、陶瓷等涉气产业集

群排查及分类治理，实施拉单挂账式管理，依

法淘汰关停一批、搬迁入园一批、就地改造一

批。大力推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双招双

引”，在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治理、超低

排放等领域支持培育一批技术水平高、市场竞

争力强的龙头企业。

在加快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该方

案明确，深入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倍增工

程，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到2025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5%以上，电能占

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30%左右。推动煤炭

消费减量替代，在保障能源安全供应的前提

下，继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重点削减非

电力用煤，到2025年，重点区域煤炭消费量较

2020年下降5%左右。对30万千瓦以上热电

联产机组供热半径30公里范围内燃煤锅炉和

落后燃煤小热电机组（含自备电厂）进行关停

整合。

在重点行业领域污染物减排上，我省将加

强VOCs综合治理，鼓励储罐使用低泄漏的呼

吸阀、紧急泄压阀，汽车罐车推广使用密封式

快速接头。严格控制生产和使用高VOCs含

量涂料、油墨等建设项目。高质量推进钢铁、

水泥等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5年，全省钢铁冶炼企业、燃煤锅炉全面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

该方案就空气质量达标管理和联防联控、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能力建设等方面提出新要

求：健全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完善“省—市—

县”重污染天气应对三级预案体系，统一规范

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响应、解除工作流程。

加密皖北六市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加快构建皖

北大气环境智慧监管数字化治理体系。开展

VOCs排放污染治理、低温脱硝、氨逃逸精准调

控等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研发。

（罗晓宇 马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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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安徽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发布

7月17日上午10时，在淮北市杜集区龙

山路与青年路交叉口，两台水泵开足马力抢

排积水，路面积水被抽至沟渠，流向岱河。

“不怕有险情，就怕没发现。”淮北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谢征告诉记者，他

们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加强巡查值守，针

对性备齐砂石料、挖掘机、排水泵车等抢险物

资、设备，确保有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和排除。

随后，谢征一行驱车前往青年路东段查

看，确认两处路段积水位置后，立即安排工作

人员拍照上传至微信工作群，又电话联系淮

北市住建部门，协调排水泵车前来开展排涝

作业。

记者在龙山路、青年路两侧看到，除部分

低洼路段有积水外，农田里并无多少积水，玉

米、大豆等农作物长势良好。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淮北市人民中路与

龙昌路交叉口附近看到，受短时强降雨影响，

该道路人行道积满了雨水，市政部门组织人

员及时打开井盖，全力以赴排涝除险。同时

调来的1台排水泵车，也在进行抽水排涝。

“我们从凌晨3点就开始排水了，用的是

直径120厘米的管子，现在积水缓和多了。”

淮北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工作人员刘建华告诉

记者，随着积水不断减少，过往车辆行人能够

安全有序通行。

进入主汛期以来，淮北市进一步强化底

线思维，压紧压实责任，持续奋战一线，打好

汛期主动仗，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了解到，7月16日18时，淮北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

各级各部门立即进入防汛战时状态，防汛责

任人下沉一线、靠前指挥，防汛包保行政责任

人赴包保地区组织、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7月17日6时，淮北市气象台发布雨情

通报，7月16日20时至17日6时，淮北市中

北部普降暴雨，淮北国家气象观测站累计雨

量达137.4毫米。

面对本轮强降雨，淮北市应急管理、水

务、住建等部门协同作战，对城乡接合部、铁

路涵桥、城市低洼路段等易涝点积水，进行抽

水排水，方便群众通行。同时，该市密切监视

天气发展趋势，加密监测预报预警，高频次发

布预警信息，提醒社会公众主动防范避险；做

好水情监测和安全管理，加强巡查防守，科学

精准调度水利工程；落实应急抢险队伍和物

资调运准备，强化抢险救援队伍备勤，对全市

防汛相对薄弱地点预置队伍、装备，高效处置

突发险情、灾情。

“目前，淮北市主要行洪河道水位均在警

戒水位2米至3米以下，城区个别低洼易涝点

少量积水一天内可基本排除。”谢征说，针对淮

北市中北部低洼地区部分农田积水，县区政府

和农业农村部门正组织挖掘机清沟沥渠，开展

排涝，尽全力减少强降雨带来的损失。

（安徽日报记者 吴永生）

除险排涝 确保平安度汛

7月17日上午，淮南市正式启动“骑手友

好街区”建设，进一步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党建工作，着力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

关爱，解决他们急难愁盼问题，鼓励引导他们

融入基层治理。

淮南市有3000余名快递员、外卖配送

员，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商圈小区，是城市

有序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好生活的创

造者、守护者，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共享

者。该市启动“骑手友好街区”建设工作，聚

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在工作中遇到停车难、

休息难、吃饭难、进门难等具体实际问题，创

设有利条件解决问题，创造友好环境加强关

爱，切实增强新就业群体获得感、归属感。

启动仪式上，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等有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骑手友好街区”暖心举

措，为20名外卖员、20名快递员等骑手代表

送上爱心礼包，选聘了社区党组织负责人、行

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党员骑手代表等作为“友

好街区观察员”。该市“骑手友好街区”建设

选择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街道舜耕社区、电

力社区两个试点，形成有效经验后，再推广推

行，力求工作取得实效。

（柏松 宋慕羽）

淮南建设“骑手友好街区”

宣绩高铁
开始联调联试

笔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

月16日7时10分，首趟检测列车从宣城站开出，沿

着宣绩高铁驶向绩溪北站方向进行轨道、接触网和

电务设备检测，标志着宣绩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

阶段。

宣绩高铁于2021年3月开工建设，2023年8

月全线隧道贯通，2023年10月完成架梁，2024年

5月开始静态验收。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铁路部

门统筹资源配置，科学安排工期，优化施工方案，强

化现场控制，加强施工组织，确保了各节点目标如

期实现。

宣绩高铁地处皖南山区，线路自宣城站引出，向

东南经宣城市宣州区、宁国市、绩溪县，终至绩溪北

站，新建正线全长约111.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全线设宣城、宁国南、绩溪北3座车站，其中宣城、绩溪

北为既有车站，宁国南为新建车站。

宣绩高铁是苏皖赣快速铁路通道、皖江地区城

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

网骨干线路。项目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

路网布局，缩短苏皖赣等地时空距离，对于打造“轨

道上的长三角”，开发沿线旅游资源，推动皖南国际

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具有重要意义。 （罗鑫许文峰吴世良）

“生态美超市”“道德银行”“积分储

蓄站”……近年来，全省各地采用积分制

推进基层治理，取得良好效果，涌现出一

批好做法好经验。省委社会工作部近日

印发通知，部署在全省城乡基层治理中

推广运用积分制，指导各地在基层治理

中推广运用积分制，升级“小积分”助推

“大治理”。

通知明确，各地要从基层治理重点任

务和群众需求出发，确定符合当地实际的

积分内容。由县乡制定积分目录，村（社

区）制定实施细则，鼓励设置正负面清单，

融入好人好事、爱岗敬业、邻里和睦、孝老

爱亲、环境卫生等具体事项，反对高价彩

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在

积分管理上，要公开、公正、公平实施积分

制管理，积分情况不定期张榜公布，在各

环节接受群众监督。由村（社区）党组织

牵头负责积分评议，“两委”成员、包组（小

区）干部、村（居）民代表等对群众申报的

积分进行审核评定，包村（社区）干部联合

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对审核评定进

行监督。在积分运用上，要坚持正向激

励，鼓励各地创新实践，出台惠民利民福

利清单，群众可直接用积分兑换生产、生

活和学习用品，对年度积分多的家庭进行

表扬褒奖，探索用积分享受住宿餐饮、旅

游景区优惠等，引导群众以善行换积分、

以积分“得实惠”。同时，探索跨区域积分

互认，奏响积分“大合唱”。省委社会工作

部将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编印典型案例

等方式，推动积分制走深走实。（李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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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公园景色美滨江公园景色美

7 月 16 日，芜

湖市镜湖区滨江公

园，航拍夏日的长

江滨江景色，景美

如画。近年来，芜

湖 市 坚 持 生 态 优

先、绿色发展，深入

实施长江大保护战

略，以大力落实河

长制工作为抓手，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和经济社会发

展，让长江“黄金水

道”发挥“黄金效

益”，打造水清岸绿

景美的长江（安徽）

经济带。

杨先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