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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13 年，在市委、市政府和省环保厅领导下，我市环保

工作围绕北戴河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整治、大气污染防治、污

染减排等重点工作，积极创新举措、狠抓工作落实，较好完

成了年初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

2013 年，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总天数为 365 天，按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评价，达标天数为 209 天，达标率为 57.3%，位于全省 11 个

城市第三位；水环境质量不断向好，三个城市集中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达标率 100%，六条入海河流水

质较去年明显好转，近岸海域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二类海水水

质标准；污染减排扎实推进，我市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较 2012 年相比分别减少 1.47%、

1.03%、1.50%和 5.15%，完成了省政府下达我市总量减排任

务指标；农村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建成省级环境优美城镇 6

个，国家级生态乡镇 2 个，国家级生态村 3 个，省级生态村

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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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13 年全市二级以上（AQI≤100）天数为 209 天，达

标天数比例为 57.3%。其中一级天数为 22 天，二级天数为

187 天，三级天数为 96 天，四级天数为 34 天，五级天数为

23 天，六级天数为 3 天。

全市空气中二氧化硫

（SO2）年平均浓度值为 60

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标

准；二氧化氮（NO2）年平

均浓度值为 47 微克/立方

米，超过国家标准0.18倍；

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

平均浓度值为 124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 0.77 倍；细

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值为 65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

标准 0.86 倍；

全市空气中一氧化碳（CO）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浓

度值为 4.0 毫克/立方米，达到国家标准；臭氧（O3）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第 90 百分位浓度 164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

家标准 0.03 倍。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2013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74926吨和

92606吨，与去年相比分别减少1.50%和5.15%。

行动与措施

2013 年，我市出台了《秦皇岛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印发了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压减钢铁

产能、削减燃煤消费总量、关停违法违规大气污染企业、燃

煤锅炉治理、港口煤尘治理等 18 个专项实施方案，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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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行动领导小组和专门的办公室。全年淘汰水泥

落后产能 70 万吨，关停了 16 家小钢铁企业，淘汰燃煤锅炉

139 台，削减煤炭消费总量 106.37 万吨；完成建筑节能改造

100 万平方米，电力行业脱硫脱硝改造 128.5 万千瓦，除尘

系统改造 83.5 万千瓦，烧结机脱硫 1644 平方米；完成 68

座加油站、20 辆油罐车和 1 座储油库的油气回收治理任务，

完成施工工地整治 2200 万平方米，淘汰黄标车 33070 辆，

汽车环保标志发放率达到 60%；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建立了煤质快速检测站，加强煤质检测，强化煤炭源头管理；

完成了港务局七公司 T9 转接塔干雾除尘改进，煤四、五期

挡风抑尘墙，提高了港口防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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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

水库水质水库水质

2013 年我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洋河水库、石河水库和

桃林口水库水质状况良好，各监测断面水质指标符合地表水

Ⅱ类标准（未考虑总氮），满足指定水体功能水质级别要求

河流水质

2013 年在石河 、汤河 、戴河、 洋河、 饮马河、青

龙河、新开河共设各类水质监测断面 19 个,全年共进行了 12

次监测，其中水质类别为 I 类的断面占 1.4 %，II 类的断面

占 31.5%，III 类的断面占 28.6 %，IV 类的断面占 17.8 %，

V 类的断面占 7.5%,劣 V

类的断面占 13.2 %。在

我市的 7 条城市河流

中，Ⅴ类及劣Ⅴ类水质

主要集中在洋河卢王庄

断面和饮马河全程，主

要污染物指标为高锰酸

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

量、氨氮等。

水资源状况

2013 年城市水源地供水 18908.88 万立方米，其中城市

供水 11429.69 万立方米，农业供水 7206.62 万立方米。从

桃林口水库调水 9889.87 万立方米。

全年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65.45 平方公里，完成投资

4468.7 万元，涉及小流域 9 条。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2013年我市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别为 58052吨和

5046 吨，与去年相比分别减少 1.47%和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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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与措施

深入开展了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组织完成了上一年度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环境管理状况评估、县城集中式饮用水环

境管理状况评估，进行了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工作，开展了饮用水源地污染源调查工作，为制定饮用水源

地规划奠定了基础。

继续严格实施河流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考核和生态补偿

金制度。2013 年全市共扣缴河流生态补偿金 2130 万元，有

力地促进了相应县区的河流污染治理工作。

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积极开展地下水基础环境调查工

作，完善了地下水基础环境双源（地下水饮用水源、地下水

污染源）统计工作，开展了地级以下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的资料收集和数据采集工作。

加强我市城市水源地调度管理工作的正规化、规范化建

设，切实加强对水源地的管理和保护，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范围，制订有效的城市水源地保护措施，开展河道水毁修

复及河道清淤工程，完成排洪河清淤工程，开展河道保洁工

作，河道环境得到明显提升，有效提高了近岸海域的水体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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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

海水浴场环境状况

北戴河浴场海水水质按照监测的 9 项指标评价：均符

合《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二类海水水质标准限值

要求，海水水质界定为清洁。其中海水浴场水质符合一类海

水水质标准的百分比为 82.8，比 2012 年提高了 20.4 个百分

点。

近岸海域环境状况

2013 年，近岸海域沉积物综合质量状况良好。北戴河近

岸海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全市海域未达到一类水质标准的

海域面积 742 平方公里，较 2012 年减少了 772 平方公里。

海水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无机氮污染普遍存

在于全市近岸海域，活性磷酸盐污染主要存在于海港区近岸

海域。滦河携带入海的污染物总量为 110355.78 吨。实现达

标排放的陆源入海排污口比率为 44.4%，较上年提高。海洋

垃圾较上年有所减少。

海洋赤潮

本年度发生 6 次赤潮灾害，发现油污上岸和海上漂油事

件共 6 次。

行动与措施

制定了北戴河及相邻地区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整治年度

实施方案，推动造纸、淀粉、食品加工、酿造、玻璃纤维等

行业工业废水处理设施的升级改造，全年共完成了 16 项重

点项目，企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稳步提高；组织开展了违法违

规排污企业关停工作，2013 年关停了 4 家违法违规排污企业

和 1 家企业的电镀生产线，对 43 家企业实施了限期治理；

开展了河流污染源排查工作，查清了各类污染源排放情况，

为近岸海域水环境管理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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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
状况

2013 年昼间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 55.1 分贝，

夜间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 45.5 分贝，声环境质量

等级为一般，与 2012 年相比，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

水平略有降低。

2013 年监测道路总长为 100.281 公里，城市道路交通昼

间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66.8 分贝，夜间噪声等效声级平

均值为 54.7 分贝，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交通噪声标准限值要求。

行动与措施

加强暑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秦皇岛市暑期

噪声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要求，执行部门联动机制和信

息共享机制，实施社会生活噪声、交通噪声、建筑噪声、工

业噪声的综合治理，及时查处噪声污染信访案件；开展环保、

公安、城管、工商联合执法，解决噪声扰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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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体废物

状况

2013 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2145 万吨，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1237 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处置量 735 万吨，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91.93%，危险废

物产生量 24013 吨，危险废物处置率 100%。

行动与措施

2013 年，进一步开展了危险废物调查摸底工作，对危险

废物产生单位进行分级管理，初步确定全市年产或贮存危险

废物 1 吨以上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65 家和 5 家危险废物经

营单位为重点监管企业。建立了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台账，每

个企业建立一份档案，包括转移申请、管理计划、管理台账

和转移联单等相关材料，以便查询和管理。规范了危险废物

转移联单管理，2013 年发放市内转移五联单 3800 多份。进

一步规范了企业危险废物暂时贮存场所管理和标识。开展了

医疗废物处置情况检查，进一步规范了医疗废物无害化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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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矿山

状况

2013 年我市未发生一例地质灾害人员伤亡事件，确保了

受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市共排查

出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

点226处，威胁人口3028人、威胁财产约9700万元。地质灾

害隐患点遍布我市四县和山海关区境内，主要集中于青龙、抚

宁、卢龙北部山区。

行动与措施

一是征缴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2013 年全市缴

存矿山地质环境恢治理保证金 1291 万元，较往年有很大提

高，矿山企业缴存保证金达到了应缴尽缴；二是组织矿山企

业编制《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率达到

了 100%；三是做好汛前调查排查、群测群防和应急准备工作，

坚持汛期值班、巡查、预警预报制度；四是积极开展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2013 年 12 月庙沟铁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二期

工程通过省厅验收，工程历时三年，总治理面积 278676 ㎡，

极大地改善了矿区环境，美化了祖山风景区，取得了良好的

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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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

状况

全市耕地总面积100853公顷，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19654

公顷。化肥施用量 402054 吨，农药使用量 5892 吨，农膜使

用量 4751 吨，地膜使用量 1928 吨，覆盖面积达到 32053 公

顷。大牲畜存栏 15927 百头（只），年提供肉类 343498 吨；

禽蛋 114466 吨；奶 102623 吨。

措施与行动

积极开展认证工作。全年新认证无公害基地5个，复查

换证无公害基地7个；认证无公害产品15个；复审无公害产

品32个。绿色食品认证3家4个产品；有机食品有7家保持认

证，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10万亩。

加快畜牧生产规模化进程，控制农业有害生物，降低农

产品农药残留，保护天敌生物和生态环境，达到了“一减二

控三保”的效果，保障了人、畜、农作物及其产品、生态环

境安全；完善科学施肥技术，开展土壤养分调查工作，明确

控制区耕地质量和土壤肥力状况，提出合理的施肥方案及土

壤培肥改良措施，满足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新建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 12 个，基地内主推品种技术到位率达到 96%

以上；开展农村沼气工程建设，全市新建户用沼气池 2450

个，建设完成大中型沼气工程 5 处；全面开展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抽查、监督检验；实施近海、近河农村清洁工程，对

村容村貌、沟塘、道路环境进行了综合整治，对分散户粪便

使用瓮式处理设施和修建雨污排水沟；实施农业产业化

“1256”工程，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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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2013 年，改善城市居民用水、用气、采暖条件，确保公

用产品优质充足供应。市全年供水量达 10992 万吨；敷设燃

气管网 11 公里，管网改造 10 公里，全年用气量为 3.34 亿

立方米；集中供暖总面积达 4099.25 万平方米，改建换热站

52 个，新建、改造管网 91 公里。完善防洪排涝应急预案，

清掏排水沟 11153 延长米、清运淤泥 27605 立方米，完成 34

座污水泵站检修；市级重点园林绿化项目全部优质完成，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50.02%和 20.3

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养护走向规范精细,城市区道路状况

明显好转。

行动与措施

数字化城管系统运行稳定高效，强化工作措施，安排专

人专机负责案件交办和反馈，新建县级数字化城管系统，我

市成为全省首个实现数字化城管县城全覆盖城市，着力建设

市县联通、上下贯通、指挥顺畅的指挥体系；实施了北戴河

森林湿地水系综合治理、花街花城和立体绿化、城区街头游

园建设、山海关机场路景观环境整治、滨海廊道完善提升等

10 项工程；组织开展了环卫设施养护专项行动，保持公厕、

垃圾箱、垃圾转运站、环卫运输车辆等设备设施完好；制定

了《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开展了全

市餐饮行业燃气安全管理培训和燃气经营企业执法检查，加

强了对燃气器具售后维修服务站点的监管，有效维护了全市

燃气安全环境；供热保障措施有力有效，对老旧小区进行供

热管网改造以及用户室内的分户改造，整个采暖季供热效果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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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环境

状况

全市林业用地面积 667.20 万亩，截止到 2013 年底有林

地面积为 514.61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77.13%；未成林造林

地 32.21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4.83%；疏林地 10.86 万亩，

占林业用地的 1.63%；灌木林地 56.39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8.45%；苗圃地 1.44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0.22%；宜林地 51.68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7.74%；其它林地 0.01 万亩。森林覆盖

率由 2009 年底的 41.98%上升到了 44%，增加了 2.02 个百分

点。

行动与措施

大力开展春秋季造林绿化，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工程、

沿海防护林工程、北戴河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农村

面貌改造提升行动村庄绿化四项绿化重点工程，制定出台了

“秦皇岛市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村庄绿化方案”，推进了

卢龙县青龙河村、昌黎县黄土湾村等村庄绿化改造试点；有

效推进森林保护工作，森林资源管理进一步规范，森林防火

工作成效显著，严格森林执法形成常态，进一步强化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 稳步增强林果产业实力，果品生产

再上新台阶，林业特色经济增长实现新突破；着力增强林业

发展保障，大力推进科技兴林工作，不断完善基础建设保障，

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效。广泛开展林业宣传，开展森林防火、

果品安全生产、信息交流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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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多样性

全市湿地总面积约 5 万公顷，其中，分布在沿海地区重

要典型湿地约 3.976 万公顷，其它约 1.1 万公顷分布于北部

山区各大水库及各河流中上游流域。我市鸟类共有 400余种，

隶属于 19 目 59 科，约占全国鸟类（1186 种）的 34%。在这

些鸟类中，有旅鸟近 300 种，约占总数的 74%；夏候鸟 50 余

种，约占总数的 13%；冬候鸟 10 余种，占总数的 3%；留鸟

近 40 种，约占总数的 10%。候鸟多是本区的特点，占本区鸟

类总数的 90%。列入国家一类保护鸟类的有 12 种：列入国家

二类保护鸟类的有 49 种。列入世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的有 14 种：短尾信天翁、白鹳、白尾海雕、

游隼、丹顶鹤、白鹤、小杓鹬、卷尾鸬鹚、大鸨、兰翅八色

鸫等；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优先鸟类保护共

19 种。所以，秦皇岛地区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中，

占有重要地位。

秦皇岛森林中有 1300 多种植物，其中国家三类保护植

物 7 种；野生兽类动物 60 多种。列入《河北省级重点保护

动物》的有豹、猞猁、草兔、赤兔、赤狐、黄鼬、狗獾、狍、

松鼠 9 种。

2013 年，经省政府批准，同意建立河北青龙都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该保护区为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总面

积 4705.6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1632.5 公顷，缓冲区面积

1130.3 公顷，试验区面积 1942.8 公顷。到目前为止，在我

市范围内，经各级政府正式批复筹建的自然保护区有四处，

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二处：昌黎县黄金海岸湿地自然保护

区和柳江盆地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省级自然保护区一处:

青龙都山自然保护区；市级自然保护区一处: 青龙老岭自然

保护区。全市共有五个森林公园，五个森林公园总面积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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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有林地 24.2 万亩，其中包括国家级森林公园二处：

海滨和山海关国家级森林公园；省级森林公园三处：祖山、

南戴河和黄金海岸省级森林公园。祖山林区、都山林区等我

市北部山区，有大面积的原始次森林，林中有豹、猞猁、环

颈雉、金雕、黑鹳、天女木兰、杜鹃花、核桃楸等国家重点

保护或珍稀野生动植物。

2010 年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通过国家专家组评审并获

省级批准，成为河北省 2 处国家湿地公园其中之一，为全国

第 48 家国家级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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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气候概况

2013 年秦皇岛市区天气气候特点为：气温偏低，降水接近常年；

昌黎县、青龙县、抚宁县天气气候特点为：气温、降水接近常年；卢

龙县天气气候特点为：气温正常，降水偏多。主要气象灾害有汛期暴

雨引起的洪涝灾害、寒潮降温、大风、冰雹和雾霾天气等，部分灾害

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气候特征

1、气温

全市年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冬季气温显著偏低、春季气温偏低、

夏秋季气温接近常年

图 1 秦皇岛市历年年平均气温变化(℃)

2、降水

年降水量接近常年，冬季降水接近常年，春季降水显著偏少，夏

季降水较常年略多，秋季降水显著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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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秦皇岛市年降水量历年变化(mm)

图 7秦皇岛市 2013年各区县降水量距平分布图

3、日照 、无霜期及冻土情况

年日照时数 2463.3～2983.6 小时，年日照百分率 56％～67％；

无霜期青龙 172 天，其它区县 183～185 天，青龙较常年偏长，抚宁、

卢龙接近常年，秦皇岛市区、昌黎较常年偏短；最大冻土深度青龙

常年：656.4

今年：759.1

距平：+102.7

常年：624.5

今年：710.1

距平：+85.6

常年：602.3

今年：667.5

距平：+65.2

常年：614.5

今年：785.6

距平：+171.1

常年：602.9

今年：561.7

距平：-41.2

单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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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厘米，其它区县 44 ～56 厘米，秦皇岛市区出现在 1 月份，各县

出现在 2 月份；结冰日数青龙为 152 天，秦皇岛市区 142 天，卢龙

132 天，抚宁 129 天、昌黎 125 天。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

2013 年我市出现的主要天气气候事件有：大雾、寒潮降温、暴

雨、大风和冰雹灾害等。秦皇岛市区 2013 年出现大雾天气 6 天，

夏季出现暴雨过程 6 次。

环境保护专题

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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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市单位 GDP 能耗 0.9643 吨标煤/万元，比上

年降低 5.63%，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97 个百分点；“十

二五”节能目标累计下降 12.41%，超额完成累计进度目标的

11%；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为 1172.17 万吨标煤，能源消费

增量 10.79 万吨标煤。完成了省下达的各项节能目标任务。

2013 年我市被列为国家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为持续推

进我市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工作，制定完善了我市低碳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为我市创建低碳试点城市提供了有力保障；获

得国家发改委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资金 250 万

元，资金主要用于我市高耗能行业低碳发展路径研究、温室

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和碳排放指标分解及考核体系研究三个

课题；加快推进全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建设节能环保产业

示范园区，在园区内打造以核岛设备、大型变压器、节能环

保产品、生物技术为主导的四大产业，着力将开发区建设为

一个以节能环保产业为支撑的现代科技园区；广泛开展节能

环保战略合作，充分发挥秦皇岛市资源、区位优势和中国节

能技术市场优势，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开展全方位战略合

作。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2013年机动车氮氧化物新增削减量3963.37吨，新增排

放量1533.28吨，净削减量2430.09吨，机动车氮氧化物总量

减排核算减排比例为6.19%。

积极推进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规范化建设，建立完善机

动车环保检测网络监控系统，实现了对机动车环保检测的网

络监控；实施机动车环保标志化管理，开展机动车排气污染

专项执法行动，完成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中机动

车环保标志核发率指标考核任务；积极淘汰治理黄标车，做

好机动车氮氧化物总量减排形势分析和核算，圆满完成了机

动车氮氧化物总量减排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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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

健全和完善环境行政法制建设，强化依法行政及执法人

员的培训，开展“三查”行动（查非法排污、查超标排污、

查恶意排污），严查涉嫌环境违法企业和环境犯罪行为，加

大环境违法企业整治力度。

2013 年度全市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137 份，责令改正决

定书 164 份，共罚款 296.48 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4 件。

提案答复

2013 年度共有 3 件省级政协提案会办和 35 件市级人大

建议、政协提案的主办、会办的答复工作。其中市级人大建

议 10 件，政协提案 25 件。主办 24 件，会办 11 件，含重点

督办提案 8 件。涉及到水源保护、农村环境建设、节能减排、

生态建设、废弃物处理和循环利用等方面的建议，人大建议

和政协提案答复满意率 100%。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2013 年，窗口共审批和验收各类建设项目 181 个，审

批项目 102 个，其中报告书项目 18 个，报告表项目 54 个，

登记表项目 30 个，验收项目 79 个，预审后报上级环保部门

审批 3 个（其中报告书项目 2 个，报告表项目 1 个）。

窗口工作人员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两转三服务”要求，立

足岗位、服务群众，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实现了审批零投诉、

工作无差错的工作目标。

辐射环境管理

辐射环境管理工作始终坚持以确保全市辐射环境安全

为主线，以督导辐射安全许可证办理工作和推动辐射环境规

范化管理为重点，创新工作思路，提高审批效率，强化前置

把关；强化对辐射单位管理和具体操作人员的培训。全市新

增辐射项目 20 个，核发辐射安全许可证 23 个）。今年我们

采取“统一收集资料、集中组织送贮”的方式，认真做好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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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废旧放射源送贮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我市共安全送贮

12 枚废旧闲置放射源，送贮率 100%。进一步充实完善辐射

事故应急预案，认真落实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确

保应急处置工作有序开展。

环境信访

2013 年受理信访案件 1058 件，其中市本级受理 321 件。

全年环境信访处理率和结案率 100%。一是完善了领导干部接

访、包案、环境信访工作考核、环保热线交接班、信访案件

批阅转办、反馈回访及后督察等近 20 项环境信访工作制度，

建立健全各类台账，细化工作流程，明确时间节点，为全面

开展信访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强化环境信访隐患排查

和调处，围绕全市开展的环境信访“三清”集中攻坚和百日

攻坚活动，开展了全方位、全覆盖“拉网式”排查。三是结

合实际进一步完善了考核内容和评分细则，注重日常考核与

年终考核相结合，对重点信访事项适当增加权重，以促进重

点问题的解决，达到以考核促工作的目的。

环保专项行动

结合我市开展的“北戴河及相邻地区近岸海域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 按照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

行动的相关要求，全面排查了医药制造行业，强化了污染减

排重点企业的监管，按照减排要求，及时组织人员对辖区内

涉及减排项目的 31 家国控企业进行全程跟踪督导。对已投

入运行的减排项目严格执行监察频次，集中查处突出环境问

题，对 4 家废水排放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问题，责令限期改

正，其中 2 家实施了行政处罚；切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利

剑斩污专项行动,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利剑斩污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环保、市监察局、两办督查室、公安环保支队联

合行动，对市域内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全面排查，集中查处

一批突出环境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



22

环境应急

完成《秦皇岛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编制备案工作。

10 月 22 日正式发布实施，并上报省环保厅审查备案。督导

各县、区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编制备案工作。2013

年，我市新增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5 家，6 月 30 日前新增国控

企业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在省环保厅的审查备案

工作。

为锻炼环境应急队伍，检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

市环保局积极筹划开展环境应急演练工作。年初印发了《2013

年环境应急演练实施方案》，要求各县区环保局和部分重点企

业能够立足实际，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工作。市环保局联合海港

区环保局和中阿化肥有限公司开展的液氨泄露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演练于 7月 8日正式进行实战演练，12月 7 日，全市开

展了Ⅲ级（黄色）环境应急演练。

污染源自动监控

2013 年全市共 76 家国控企业，有 42 家国控企业符合自

动监控安装条件，共安装了自动监控设备 112 台，其中水质

自动监控设备 83 台，烟气自动监控设备 29 台，已通过验收

和数据有效性审核，为客观、准确、及时掌握污染源动态排

放状况，防止污染事故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环境监察

2013 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17828 人次，车辆 8903 台次，

排查企业 10401 家次，现场检查污染防治设施 3097 台套，

生态和景区现场监察 1164 次，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监察频次

要求。全年共查处违法企业 143 家，其中挂牌督办 10 件，

致函县（区）政府整改和停产 11 件，下达县（区）环保局

督查通知 39 件，下达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整改通知书 36 件，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90 件。全市立案 81 件，有效

遏制了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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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申报核定与排污费征收情况

2013 年度,全市排污申报核定户数 1031 户，征收户数

752 户，征收排污费 23422.27 万元，其中市本级征收

20033.83 万元，完成省厅下达的年度排污费征收指导性计划

的 127%，再创我市收费历史最好水平。

清洁生产

2013 年秦皇岛市 57 家企业通过了省环保厅评估验收组

的验收，其中实施无/低费方案 653 个，中/高费方案 97 个，

实现年节电 5269.88 万度，节水 50.7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24.2 吨，减排 COD 19.8 吨。

环保专项资金

申报大气污染防治专项、三河三湖专项、农村专项、省

级专项资金项目 15项，共争取上级各类专项资金 7335 万元；

申请北戴河及相邻地区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整治 6500 万元；

市级安排环保专项资金项目 195 项,安排资金 16000 万元；

为全市的工业污染源治理、农业面源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和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生态乡镇创建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农村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建成省级环境优美城镇 6 个，

国家级生态乡镇 2 个，国家级生态村 3 个，省级生态村 16

个。

环境宣传教育

2013 年我市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以大气污染防治为重点，

以活动为载体，拓宽环保宣传教育的渠道，扩大受众群体，

把宣传教育触角向学校、社区及家庭延伸，增强“绿色引导”

力度，努力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

媒体加强环境新闻宣传，发布各类环保信息 200 余篇；主办

了环保知识问卷活动，受到市民积极参与，共收到有效答卷

3000 余份；结合“六·五世界环境日”、“全国科普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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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一小时”等节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环保宣传活动，编印《环

保科普故事会》宣传读物并发放 3000 余份；鼓励市民积极

参与各类环保比赛，在由河北省环保联合会举办的“2013 年

环保科普漫画大赛”中获得优秀组织单位奖；创建市级绿色

学校 12 所，被省环保厅评为“第七批河北省绿色学校创建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