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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19年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突破水、巩

固气、治理土”的部署安排，聚焦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

意见整改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7场标志性战役，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助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生态环境状况总体持续向好。

全省城市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

化碳和臭氧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

准；河流水质同比明显改善；16座水库和 54个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整体保持良好；省辖海域海水环境状况基本稳定；道路

交通声环境质量等级为较好；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为良，较适宜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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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

（一）环境空气

2019 年，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评价，6项评价指标中除细颗粒物外，可

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 5项指标年均浓

度均达标。

达标天数与比例全省 14个地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1

在 275～339天之间，平均达标天数为 295天，达标比例为 80.7%。

其中，优、良天数比例分别为 23.5%和 57.2%。主要污染指标为细颗

粒物和臭氧，以其为首要污染指标的超标天数2分别占总超标天数的

57.3%和 38.5%。

2019年全省城市空气质量（AQI）级别分布

1达标天数：空气质量指数（AQI）在 0~100之间的天数为达标天数。
2超标天数：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 100的天数为超标天数。其中，101~150之间为轻度污染，151~200
之间为中度污染，201~300之间为重度污染，大于 300为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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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与比例

城市名称
达标天数

（天）
达标比例

空气质量各级别天数比例

优 良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严重污染

沈阳 284 77.8% 18.9% 58.9% 16.7% 3.6% 1.6% 0.3%

大连 302 82.7% 30.4% 52.3% 13.7% 1.9% 1.6% 0.0%

鞍山 287 78.6% 15.1% 63.6% 16.4% 3.0% 1.6% 0.3%

抚顺 279 76.4% 16.7% 59.7% 17.8% 4.1% 1.4% 0.3%

本溪 319 87.4% 25.8% 61.6% 11.2% 0.8% 0.5% 0.0%

丹东 339 92.9% 38.9% 54.0% 5.5% 0.5% 1.1% 0.0%

锦州 286 78.4% 21.1% 57.3% 14.8% 4.1% 2.2% 0.5%

营口 275 75.3% 21.9% 53.4% 18.1% 4.4% 2.2% 0.0%

阜新 304 83.3% 29.0% 54.2% 12.9% 2.5% 0.8% 0.5%

辽阳 299 81.9% 21.1% 60.8% 13.7% 2.7% 1.6% 0.0%

盘锦 293 80.3% 28.8% 51.5% 14.8% 2.2% 2.7% 0.0%

铁岭 284 77.8% 20.0% 57.8% 17.0% 3.3% 1.9% 0.0%

朝阳 297 81.4% 23.6% 57.8% 14.2% 3.8% 0.5% 0.0%

葫芦岛 278 76.2% 18.9% 57.3% 16.4% 4.1% 2.7% 0.5%

平均 295 80.8% 23.6% 57.3% 14.2% 3.0% 1.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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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污染指标 全省 14个城市中，大连和丹东继续保持上年度的

良好态势，6 项指标年均浓度均达标。尤其是丹东为连续三年达标。

细颗粒物（PM2.5） 全省年均浓度为 40微克/立方米，超标 0.14

倍。大连、丹东两市年均浓度均达标。

可吸入颗粒物（PM10） 全省年均浓度为 70微克/立方米，符合

二级标准；大连、本溪、丹东、营口、阜新、朝阳、盘锦 7个城市年

均浓度均达标。

二氧化硫（SO2） 全省年均浓度为 19微克/立方米，符合二级标

准；14个城市年均浓度均达标。

二氧化氮（NO2） 全省年均浓度为 28微克/立方米，符合一级标

准；14个城市均达标。

一氧化碳（CO） 全省日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平均为 1.7

毫克/立方米，符合一级标准；14个城市均达标。

臭氧（O3） 全省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平均为

151微克/立方米，符合二级标准；除营口外，其余城市均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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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省六项污染物年评价浓度空间分布

变化趋势 自 2014年实施新标准以来，除 O3外，全省城市环境空

气中的 PM2.5、PM10、SO2、NO2、CO五项指标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与 2014 年相比，2019 年全省 PM2.5、PM10年均浓度分别下降 31.0%

和 29.3%。

O3

NO2

CO

PM2.5 PM10

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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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9年全省主要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

（二）降水

全省酸雨频率为 0.3%，降水年均 pH值为 6.63，高于 pH值 5.6的

酸雨限值。与 2018 年相比，全省酸雨频率下降 0.3个百分点，降水

年均 pH值上升 0.04，全省酸雨污染状况持续减轻。

大连和抚顺 2个地级市出现酸雨，酸雨频率分别为 4.2%和 6.6%，

降水年均 pH值分别为 5.81和 5.96。与 2018年相比，全省出现酸雨

的城市减少 1个。全省 17个县级市和 23个县均未出现酸雨。

2019年各市酸雨频率和降水年均 pH值

PM2.5 PM10 SO2 NO2 O3-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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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

（一）河流

全省 86个地表水断面中，除沟帮子镇断面断流未监测外，Ⅰ～

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61.6%，比 2018年上升 6.9个百分点；Ⅳ类比例

为 22.1%；Ⅴ类比例为 9.3%；劣Ⅴ类比例为 5.8%，比 2018 年下降

11.6个百分点。水质总体改善明显，呈轻度污染水平。

2019 年全省地表水水质状况

辽河流域 除沟帮子镇以外的 49 个地表水断面中，Ⅰ～Ⅲ类占

49.0%，Ⅳ类占 28.6%，Ⅴ类占 12.2%，劣Ⅴ类占 10.2%，为轻度污染。

凌河流域 14个地表水断面中，Ⅰ～Ⅲ类占 64.3%，Ⅳ类占 21.4%，

Ⅴ类占 14.3%，为轻度污染。

鸭绿江流域 8个地表水断面均为Ⅰ～Ⅱ类水质，水质为优。

其他 14个地表水断面中，Ⅰ～Ⅲ类占 85.7%，Ⅳ类占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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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省地表水水质状况年际比较

（二）入海河流

7个入海河流断面中，除五里河断面断流未监测外，Ⅲ类水质断

面占比为 14.3%，Ⅳ类占比为 57.1%，劣Ⅴ类占比为 14.3%。总体呈

轻度污染。

（三）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全省 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整体保

持良好，总达标率为 94.4%，21个地表水水源地达标率为 95.2%，33

个地下水水源地达标率为 93.9%。

（四）水库

监测的 16座水库中，13座水库水质达到功能区使用标准。其中，

碧流河、大伙房、观音阁、桓仁、水丰、铁甲、石门、汤河、葠窝、

柴河、清河、乌金塘和宫山咀 13座水库年均值符合Ⅱ类水质标准；

闹德海、白石、阎王鼻子 3座水库因总磷超Ⅱ类水质标准 0.1倍～0.5

倍，为Ⅲ类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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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辽宁省水库水质状况

全省水库营养状态总体保持良好，均为中营养。

2019 年辽宁省水库营养状态指数状况

（五）地下水

2019年，全省 455个国家级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Ⅰ类水质监

测点占 0.2%，Ⅱ类占 16.5%，Ⅲ类占 1.1%，Ⅳ类占 76.3%，Ⅴ类水

占 5.9%。全省 177个浅层地下水监测井中，Ⅰ～Ⅲ类水质监测井占

22.1%，Ⅳ类占 75.1%，Ⅴ类占 2.8%。

中营养

轻度富营养营养状态指数

贫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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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

（一）海洋生态环境

2019 年，省辖海域一类、二类海水水质面积 38815 平方公里，

占省辖海域面积的 94.0%，比上年提高 4.0个百分点。其中，一类海

水水质面积 29301平方公里，占省辖海域面积的比例 71.0%；二类海

水水质面积 9514 平方公里，占比 23.0%；三类海水水质面积 805平

方公里，占比 1.9%；四类海水水质面积 453平方公里，占比 1.1%；

劣于四类海水水质面积 1227平方公里，占比 3.0%，劣四类海水主要

分布在盘锦、营口海域，主要污染要素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渤海海域一类、二类海水水质占渤海省管海域面积的85.2%，比

上年提高5.2个百分点。其中，一类海水水质面积6521平方公里；二

类海水质面积5913平方公里；三类海水水质面积580平方公里；四类

海水水质面积372平方公里；劣于四类海水水质面积1214平方公里。

黄海海域一类、二类海水水质占黄海省管海域面积的98.8%，比

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其中，一类海水水质面积22780平方公里；二

类海水质面积3601平方公里；三类海水水质面积225平方公里；四类

海水水质面积81平方公里；劣于四类海水水质面积13平方公里。

依据《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按照海域的不同使用功能和保护目标，海水水质分为四类：

第一类：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惜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

第二类：适用于水产养殖区、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类食用直接有

关的工业用水区。

第三类：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滨海风景旅游区。

第四类：适用于海洋港口水域、海洋开发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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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辽宁省辖海域各类水质面积比例图

（二）海洋垃圾

2019年共监测到 7类海洋垃圾，较上年减少 1类，数量较上年

有所增加，海洋垃圾以塑料类为主。其中，监测到海面漂浮大块和特

大块垃圾 3类，平均密度为 10.7个/平方公里；小块及中块垃圾碎片

4类，平均密度为 975个/平方公里；海滩垃圾 6类，平均密度为 8353

个/平方公里；海底垃圾只有塑料类，平均密度为 123个/平方公里。

（三）海水浴场

2019年 7 月至 9月，大连棒棰岛海水浴场、葫芦岛绥中东戴河

海水浴场、葫芦岛 313海滨浴场、葫芦岛兴城海滨浴场、营口月牙湾

浴场和锦州孙家湾浴场水质均为“优”或“良”。监测期内，大连棒棰岛

海水浴场均适宜开展游泳等休闲娱乐活动；其余 5个海水浴场部分监

测日粪大肠菌群监测值升高，较适宜开展游泳等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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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生态监控区生物多样性2019年，我省两个典型生态监控区共获得

网采浮游植物53种、浮游动物28种、底栖生物15种、潮间带生物28

种、游泳生物70种。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辽河口-大辽河口海洋生态系统、锦

州湾海洋生态系统均处于亚健康状态。

2019 年辽宁省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生态监控区名称 水环境 沉积物环境 生物群落 生物质量 栖息地 生态系统

辽河口-大辽河口 健康 健康 不健康 健康 健康 亚健康

健康指数 13.6 10 19.3 10 15 67.9

锦州湾 健康 健康 不健康 健康 健康 亚健康

健康指数 15 10 19.7 10 15 69.7

*采用《HY/T 087-2005 近岸海洋生态健康评价指南》中的评价方法

（五）陆源污染排放

入海排污口排放状况2019年监测陆源入海排污口75个，累计监测

386次，达标排放次数占监测总次数的85%。其中，渤海达标排放次

数占监测总次数的86.5%，黄海达标排放次数占监测总次数的84.2%，

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和化学需氧量。工业、市政、排污渠和其他类型

排污口的达标次数比例分别为93.4%、82.5%、72.8%和92.9%。

入海排污口临近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2019年共监测了 9个重点排

污口邻近海域环境状况，累计监测 34次，所在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

次数占监测总次数的 58.8%，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和化学需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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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点开发海域监督监测

金普湾新机场周边海域 部分监测站位无机氮超标，其他监测指

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浮游植物密度偏低，生物多样性较高；

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偏低，生物多样性较好。

丹东大东港区周边海域 部分监测站位活性磷酸盐超标，其他监

测指标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海水水质与 2018 年同期相比，

无机氮含量降低，活性磷酸盐含量增加；浮游植物密度正常，各站位

多样性差异较大；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偏低，生物多样性较好。

盘锦港区周边海域 部分监测站位无机氮和个别站位活性磷酸

盐超标，其他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浮游植物密度波

动范围较大，各站位生物多样性差异较大；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偏

低，生物多样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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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2018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为良，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为

67.3，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处于中等水平，总体上较适宜人

类居住。58个县（市、市辖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为优、良和一般，

其中，生态环境质量为优的有清原县、新宾县、抚顺县、本溪县、桓

仁县、宽甸县、凤城市、岫岩县等 8个县（市），占全省面积的 22.8%，

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环境质量为良的有新民市、法库县、大连市辖

区、丹东市辖区、辽阳市辖区、铁岭市辖区、葫芦岛市辖区等 44个

县（市、市辖区），占全省面积的 72.0%；生态环境质量为一般的有

沈阳市辖区、鞍山市辖区、锦州市辖区、黑山县、阜新市辖区、盘锦

市辖区等 6个县（市辖区），占全省面积的 5.2%，主要分布在中部

地区。

2018 年辽宁省各县（市、市辖区）生态环境质量分布示意图

*截至本公报发布时，2019 年数据尚在审核中，故采用 2018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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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声环境

全省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67.9分贝，低于国家交通

干线两侧区域标准 2.1分贝。全省共监测有效路段数 1077个，监测

干线总长度为 1681千米，其中超标路段数 300个，超标干线长度 508

千米，占监测总长度的 30.2%。全省 14个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等效

声级除鞍山略超国家交通干线两侧区域标准，其他城市质量等级均为

好和较好。

2019 年各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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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环境

2019年，全省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其中，环境电离辐射水平

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环境电磁综合电场强度低于国家规定的电磁环

境控制限制值。红沿河核电基地外围环境监督性监测总体未见明显变

化。

（一）环境电离辐射

实时连续空气吸收剂量率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

气溶胶和沉降物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空

气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

度未见异常。

辽河及鸭绿江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人工放

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14个地级市饮用水水源地水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铀和钍浓度、镭

-226活度浓度，以及人工放射性核素锶-90、铯-137活度浓度处于本

底涨落范围内，总α和总β活度浓度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规定的放射性指标指导值。

近岸海域海水和海洋生物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

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其中海水人工放射性核素

活度浓度低于《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规定的限值。

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

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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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电磁辐射

监测的沈阳、大连两市城市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环境电磁质

量状况良好。

（三）红沿河核电基地外围环境监督性监测

红沿河核电基地周边未监测到因核电厂运行引起的实时连续空

气吸收剂量率异常。红沿河核电基地周围空气、水体、土壤、生物等

环境介质中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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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与行动

（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

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

于“突破水、巩固气、治理土”的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各项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环境保障。

相继出台了《辽河流域综合治理总体工作方案》《辽宁省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辽宁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辽宁省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辽宁省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全面推动我省污染防治攻坚

战落地实施。

出台了《辽宁省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和《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

全面推进我省生态环境机制体制改革。

（二）全力推动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截至年底，完成 71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整改任务，

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逐月考核各市重要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整改进展，对重点整

改任务进行了两轮督查，对未按期完成的 21项节点任务亮“红灯”。

并通过开展实地督查，对进展缓慢的地区下发预警函、督办函 182份，

对辽阳县、鞍山市住建局等 6个地区和部门进行了约谈，有效的促进



19

了全省督查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

（三）综合施策“突破水”

把辽河流域污染治理作为重中之重，“五水共治”“五级共抓”，深

入实施城镇污水厂达标排放等专项执法行动，解决了 390余个影响水

质改善的突出问题。共新建扩建 7座、累计提标改造 56座污水处理

厂，完成 31座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达标改造；70条城市黑臭水体基本

完成整治，营口、葫芦岛获评国家治理示范城市；完成 887个村环境

综合整治和 150个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主体设施建设；制定辽河等干

流河道生态流量调度方案，生态封育河道 88万亩；完成渤海入海排

放口排查，建设环境友好型人工鱼礁示范区 1933公顷；划定农村“千

吨万人”水源地保护区 58个、确定保护范围 6个。通过综合施策，全

省河流水质同比明显改善，辽河干流断面消灭劣五类水体。

（四）多措并举“巩固气”

控煤、治企、控车船、降尘、控秸秆，多手段结合“巩固气”。

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过程，修订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更新应

急减排清单，建立重点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并开展秋冬季大气污

染治理集中强化监督。全面整治燃煤锅炉，基本淘汰县级及以上城市

建成区和工业园区燃煤小锅炉；1400 台在用燃煤锅炉基本完成在线

监测设施安装，并与生态环境部门监控系统联网；完成燃煤电厂超低

排放改造 1278 兆瓦，淘汰 15万千瓦落后煤电产能。大力推进工业污

染治理，排查“散乱污”企业 1005 家，整治 569 家；完善地方标准，

出台《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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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标准》，整治石化、包装印刷、化工、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 VOCs

企业 256 家，推动其中 44家安装 VOCs 在线监控设施；以鞍山、营口

等地区镁砂企业提标改造为重点，推进工业炉窑综合治理。打好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累计完成定期检验柴油货车 56.6 万辆，检出

超标 3.6 万辆，监督抽检 9.5 万辆，淘汰老旧车 10.5 万辆。强化建

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控，推进城区新开工建筑施工现场封闭管理。加强

秸秆综合利用，强化秸秆禁烧工作，开展重点时段不间断巡查督查，

对管控不力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两轮约谈。

（五）扎实推进“治理土”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通过国家审查，并完成 4799家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信息的采集，170个地块纳入了全国污染地块管理系统。

推行垃圾分类，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 870处。推进矿山治理，

2019年共完成矿山环境治理 1.26万亩。积极开展“无废城市”创建，

我省盘锦市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国家首批“无废城市”试点。

（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实施 27个畜牧大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设施装

备配套率超过 86%，综合利用率达到 74%。完成农村改厕 16.8万户。

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 4年负增长。通过对县区人居整治工

作开展现场考核，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节点任务全面完成。

（七）开展生态保护及创建

14个城市均已完成了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方案的制定工

作。“绿盾”行动取得重要进展，我省“绿盾”专项行动共聚焦问题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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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整改率达到 76.84%。盘锦市盘山县和双台子区荣获国家生态文

明示范县（区）称号，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开创了我省在相关领域生态创

建的先河。

积极推进抚顺西露天矿和阜新海州矿综合治理，实施彰武 240平

方公里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工程，扶持鞍钢博物馆、阜新海州露天矿等

工业生态旅游项目，培育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等 10家重点冰雪旅

游企业。

（八）强化生态环境执法及监管

全面完成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我省工作任务，并顺利通过了国

家普查办的数据审核、质量核查和工作评估，摸清了全省污染源底数。

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开展四大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执法

行动。对 11293家次污染源开展“双随机”检查，公开检查信息 5595

次，下达行政处罚通知书共 1902起，处罚 19693余万元，实施查封

扣押案件 112起，限产停产案件 29起，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6起，按

日连续处罚金额 4438.4万元，涉移送行政拘留案件 88起，涉嫌移送

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70起。

全省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10起，均得到妥善处置。以石化、

化工企业和园区为重点，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累计治理环境

风险隐患 1180个。大连松木岛化工园区、盘锦精细化工产业开发区

开展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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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市从实战出发，分别组织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企业应急队伍快速反应能力。同时以战代训，

全力保障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环境安全。

（九）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开展行政许可等六类依申请政务事项“减材

料、减环节、减时限、减次数”工作，申报材料缩减幅度 61%，审批

时限消减幅度 50%。全部事项最多跑 1次，简单事项实行“即办制”，

行政许可全部实行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加强环评制度与排污许可制

度衔接，截止 2019年底，全省排污许可证已覆盖到 40个行业，累计

核发排污许可证 4116张。

对重大项目实行“环保管家”包保服务，促进辽宁港口重组、华晨

宝马产品升级换代、沈白客专、葫芦岛杨家核电站等重大项目尽快落

地。

（十）完善监测网络

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优化调整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全面布设水质监测点位，实现县、区全覆盖。完成 84个省级空气自

动监测站运维和上收工作。推进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形成土壤环

境质量监测能力。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实现全覆盖，红沿河核电监督性

监测系统运行稳定。强化监测技术支撑能力，建成东北区域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会商中心，实现提前 7至 10天预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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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加强宣传教育

召开新闻发布会 6次。组织开展“建国 70周年”、“世界环境日”、

“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向公众开放环保设施，全年

共组织开放六个轮次，参观 500余人。发挥辽宁环保双微公众号龙头

作用，开通“两会同期声”和“两会谈生态”专栏，开通“二污普”在行动

以及“突破水”在路上两个专栏。微博、微信平台播发转发消息 700余

条，阅读数 90000余次。各地市全部开通了政务微信、微博，建成辽

宁环保“双微矩阵”群，上下联动，引导社会舆论。

（十二）推动环境科研和国际交流合作

推进实施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十三五”项目及课题。“辽宁省

钢铁行业环境保护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与应用”“辽宁省典型

城市大气中二噁英类污染特征分析研究及应用”2项科研项目获得了

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辽宁省典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及装备

评估与示范”等5项科研项目获得审批立项。

组织省内环保企业参加澳门国际环保展，继续与日本开展VOC

污染防治、海洋污染防治、青少年环境教育活动；与新加坡企业发展

局、韩国忠清南道及京畿道等来访团组深入对接，促进我省环境治理

技术进步和环保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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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0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战决胜之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

将今年确定为“攻坚年”，努力做到“早、清、实、严”；扎实推进

生态环境治理各项工作，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决

守住辽宁的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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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数据来源

本公报以省生态环境厅监测网络数据为主，现场采样监测数据为

辅。同时，吸收采用了省自然资源厅提供的地下水水质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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