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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0日，生态环境部新
闻发言人刘友宾在该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透露，为确保完成

“十三五”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
标任务，降低臭氧污染，生态环
境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制定了
《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
坚方案》（下称《方案》），部署在
全国开展夏季（6 月至 9 月）
VOCs（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
坚行动。

刘友宾进一步表示，攻坚
行动统筹疫情防控、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和打赢蓝天保卫
战重点任务，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坚持

“三个治污”，全面加强VOCs
综合治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持精准治污。在问
题上聚焦当前VOCs治理中存

在的无组织排放严重、治理设
施简易低效、监测监控不到位
等突出短板；在时间上聚焦臭
氧污染高发的夏秋季；在区位
上聚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
三角、汾渭平原、苏皖鲁豫交界
地区；在对象上聚焦VOCs排
放的重点企业、重点园区和企
业集群；在措施上突出源头减
排和过程管理，对全流程、全链
条、全环节分别提出管控措施。

二是坚持科学治污。生态
环境部将采取卫星遥感手段开
展重点区域臭氧前体物遥感监
测，筛选VOCs治理重点关注
区域；充分运用走航监测、手工
采样监测以及VOCs溯源分析
等 手 段 ，确 定 重 点 控 制 的
VOCs物质以及物种名录、行
业名录、排放环节。

三是坚持依法治污。严格

依法监管、依法治理，不涉及关
停、错峰生产、应急管控等强制
性措施，不搞“全覆盖”“一刀
切”，对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的企业减少现场检查频次，最
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的
干扰。

刘友宾介绍，按照《方案》
要求，7月至9月，生态环境部
将组织开展夏季臭氧污染防治
强化监督帮扶，组织专家团队
深入重点区域、苏皖鲁豫交界
地区以及其他臭氧污染防治任
务重的地区，指导地方优化
VOCs治理方案；紧盯工业园
区、企业集群和重点管控企业，
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拉条挂账”
式跟踪管理，督促地方建立问
题台账，制订整改方案，确保整
改到位。

来源：中国钢铁新闻网

新华社太原7月2日电（记
者吕梦琦）记者2日从山西省
生态环境厅获悉，监测数据显
示，1~6月汾河流域13个国考
断面全部退出劣Ⅴ类水质，其
中Ⅰ-Ⅲ类水质优良断面5个，
Ⅳ类3个，Ⅴ类5个，累月及单
月水质均创历年同期最优。

从初步监测结果看，6月单
月汾河流域13个国考断面全

部为Ⅳ类及以上水质，没有出
现1个劣V类，其中Ⅰ-Ⅲ类水
质优良断面达到10个。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山西省将以汾河流
域国考断面水质全部退出劣Ⅴ
类为新起点，继续深入推进水
污染协同治理，确保汾河流域
水质实现稳定达标。

据介绍，汾河是黄河第二

大支流，全长713公里，流域面
积占山西全省面积的25.3%，
占 全 省 黄 河 流 域 面 积 的
40.8%，沿线各类入河排污口
一度多达2039个。今年3月
至5月，山西省对汾河流域内
违法排污行为开展专项执法行
动，促进流域内城镇生活污水
稳定达标排放和入河排污口规
范化管理。

生态环境部部署夏季VOCs治理攻坚行动
行业资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第二批
中央预算内投资10.5亿元支持雄
安新区建设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雄安新区建设专项2020年
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0.5亿元，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高标
准建设。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协调配合有关方面，在
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加快推动雄安新区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及时帮助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持
续加大对新区建设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

6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50.9% 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9%，比上
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PMI分
别为52.1%和50.2%，比上月上升0.5和1.4个百分点；小型
企业PMI为48.9%，比上月下降1.9个百分点。从分类指数
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
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
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5月份中钢协会员企业利润环
比增长81.8%

近日，发改委公布了钢铁行业1~5月份运行情况。
一、粗钢产量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5月全

国生铁产量35599万吨，同比增长1.5%；粗钢产量41175万
吨，同比增长1.9%；钢材产量48819万吨，同比增长1.2%。

二、钢材出口持续下降，进口增长。据海关总署数据，
1~5月全国累计出口钢材2500万吨，同比下降14%；进口钢
材546万吨，同比增长12%。

三、钢材价格持续回升。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截
至5月29日，中国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回升至100.96点，较4
月底上涨4.5%，较年初下跌5.1%。

四、企业效益环比增加。5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钢
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740亿元，环比增长6.5%，实现利润
148亿元，环比增长81.8%；1~5月实现销售收入16422亿
元，同比下降0.79%，实现利润419亿元，同比下降50.9%；销
售利润率2.55%，比去年同期降低2.60个百分点。

五、钢材库存持续回落。全国主要城市五种钢材（螺纹
钢、线材、热轧卷、冷轧卷、中厚板）社会库存量5月下旬降至
1312万吨，较上个月下降19.2%，较年初增长92.4%。

六、进口矿价震荡上行。据海关总署数据，1~5月全国
铁矿石进口量44531万吨，同比增长5.1%；5月进口矿平均
价格为91.57美元/吨，环比上涨8.39美元/吨，涨幅10.1%。

阿里云与德龙、新天钢联合
打造“钢铁大脑”

在6月23日~24日召开的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上，阿里
云、德龙集团、新天钢集团联合发布了打造“钢铁大脑”的项
目蓝图，将借助阿里云在云计算、大数据及AI（人工智能）领
域的技术实力，在德龙和新天钢打造应用标杆，共同赋能国
内钢铁企业数字化转型。

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
数继续大幅走低

日本银行（央行）7月1日发布的第二季度企业短期经
济观测调查（日银短观）显示，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从
上季度的负8点降至负34点，为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
最低水平。

日银短观指数为负值意味着持悲观态度的企业多于持乐
观态度的企业。受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活动停滞、生产和出口
大幅下滑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7年
来首次转负。截至第二季度，该指数已连续第6个季度下降。

7月3日11时1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辨率
多模综合成像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
满成功。任务搭载发射了“西柏坡号”科普卫
星暨“八一02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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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汾河流域13个国考断面全部退出劣Ⅴ类水质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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