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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下功夫啃下空气污染物
“达标扰民”的硬骨头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tackle the hard nuts 
of air pollutants that “attain the standard but still 
disturb residents”
■文 / 贺震

2021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会议强调，要保持

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紧盯污染防治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集中力量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笔者认为，贯彻中央会议精神，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应下功夫解决好近年来群众反映较多的空

气污染物排放“达标扰民”的问题，让老百姓满意。

从近年来群众信访投诉情况看，“达标扰民”较

多发生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具体来说集中在异味扰

民方面。2018-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

管理平台接到的恶臭/异味投诉举报，分别占全部环

境问题投诉举报件数的21.5%、20.8%和22.1%，占比

仅次于噪声污染投诉，在各类环保投诉中位居第二。

其中就包含相当数量的“达标扰民”情形。

一直以来，群众对一些地方空气异味投诉不断。

特别是在秋冬季、低气压、风力较小等不利气象条件

下，企业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并在低空处聚

集，异味更为强烈，老百姓投诉也更为集中。但尴尬的

是，环境监测机构对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监测时，结果

却显示达标。企业排放达标，居民却无法忍受异味，进

而投诉不断，这就是达“国标”而未达“民标”。“达标

扰民”也是近年来中央和省级生态环保督察期间群众

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

对于各种手续齐全、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

符合环评要求、污染物排放符合许可标准的扰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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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环境部门如果给予罚款、限产停产或停产整

治等行政处罚，皆于法无据。而若仅仅以“企业污染排

放达标”来应对投诉人，则无法让老百姓满意。这种似

乎无解的“达标扰民”问题，是生态环境领域的“烫手

山芋”，既困扰政府，也困扰群众。“十四五”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职能部门面对“达标扰民”的环境问

题，决不能爱莫能助，而必须有所作为。

要切实树立环保为民的管理理念。传统的环境监

管理念往往认为,企业合法生产、达标排放，就满足了

环境监管的要求。显然，这种理念已无法满足新形势

下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待和诉求。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环境治理的目标就不能止于达标，

而是要让群众满意。达标不是最终目的，不扰民、让居

民满意才是根本目标。因此，无论是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还是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为民办实事，面对

“达标扰民”，我们都不能无所作为、心安理得，而应纳

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清单，兼顾“国标”

与“民标”的统一，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下功夫啃下“达

标扰民”的硬骨头，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要改变一味依赖监测仪器的状况。监测仪器一般

只能精确检测、分析某些单一成分气体的浓度，对于

复合气味却无能为力，而空气中恶臭因子的种类繁

多，许多情况下是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时就需要专业

的嗅辨师来做出判断。要呼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

境的需要，培养专业嗅辨师，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用

鼻子守护环境安全。近年来，江苏省生态环境系统在

环境监测机构中精选159名年龄在18-45岁之间的环

境监测专业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成为持证上岗的恶

臭嗅辨师。省生态环境厅驻每个设区市的环境监测站

至少配备10名嗅辨师，嗅辨师取得资格证后，每3年进

行一次年审。这些经过严格培训的嗅辨师，通过人体

嗅觉器官对臭味气体进行分辨，进而进行排查溯源，

精准辨识各类污染来源，着力提高了恶臭治理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要推进对“达标扰民”的产生机理和防范的科学

研究。企业达标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单一存在时，可能

并不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但当多种污染物进入同一

空间后，则会彼此交错，相互作用，产生对环境有重要

影响的新的污染物。这就要对异味产生机理进行深入

研究，弄清污染物二次物理、化学反应的原理，进行精

准溯源，从而在不良气象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对某些

企业限产停产。要推动企业对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设

施进行提升改造，对污染物进行深度治理，推行超低

排放，在达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大气、水污染物排

放浓度，尤其是解决好无组织排放问题。从长远讲，应

进行区域环境影响后评估，亡羊补牢，下决心搬迁某

些企业，根除产生异味的源头。再上项目时，应未雨绸

缪，充分考虑区域已有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避免

形成二次物理、化学反应的条件。

要与时俱进制修订环境标准。随着各种新技术、

新工艺、新产品的推出，新的污染物也在不断产生，而

现行的环境标准体系中有的已经落后于形势，有的甚

至没有与新污染物对应的排放管理标准。可见，之所

以“达标扰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标准滞后。因此，应

与时俱进修订现行环境标准，制订新的环境标准，填

补现行环境标准的空白，而不是总用“已达标”来应对

群众的环境诉求。要用新标准进行环境管理和污染治

理，不断解决新出现的“达标扰民”问题。

要促进民众与企业的互信。在“达标扰民”尚不能

根治的当下，生态环境部门应立足现实，以污染源现

状为基础，以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为底线，以解决问题

为导向，力求通过组织有企业和居民代表参与的圆桌

会议，以调解的方式推动民企协商，引导各方用理性、

务实的态度对待现实问题，尝试用生态补偿的办法缓

和矛盾，在群众诉求和企业治理能力之间找到利益平

衡点。同时，可以邀请居民到现场核实、查看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情况，增进民企互信、理解，让群众切身感受

企业的难处和治理的诚意，增强群众对污染治理效果

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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