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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空气质量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15 天。六项污染物年均

浓度均同比下降。

（一）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15 天，同比增加 28 天；

达标天数比例 86.3%，同比增加 7.9 个百分点。环境空气 6 项评价指标中，除细

颗粒物（PM2.5）浓度外，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

（NO2）、一氧化碳（CO）、臭氧（O3）浓度均达标；6 项评价指标的年均浓度

及相应的 24 小时百分位浓度同比均下降。

1. 达标天数及比例

2021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 86.3%，其中，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Ⅰ级（优）天数 119天，Ⅱ级（良）天数 196天，Ⅲ级（轻

度污染）天数 41 天，Ⅳ级（中度污染）天数 4 天，Ⅴ级（重度污染）天数 5 天，

未出现Ⅵ级（严重污染）。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分布及同比变

化见图 1-1、图 1-2。

图 1-1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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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各级别天数同比变化

在轻度污染及以上的超标污染日中，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占

64.0%、臭氧（O3）占 24.0%、可吸入颗粒物（PM10）占 12.0%。

自 2013 年全面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以来，沈阳市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达标天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优良天数比例由 2013 年的

58.9% 上升至 2021 年的 86.3%。2013-2021 年达标情况及各年空气质量类别见图

1-3、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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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3-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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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3-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类别比较

2. 主要污染物浓度及达标情况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年均

浓度为 65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12.2%，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为 142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11.8%，达标；

全年日均值达标率为 95.5%。

细颗粒物（PM2.5）的年均浓度为 38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9.5%，超标 0.09

倍；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为 95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13.6%，超标

0.27 倍；全年日均值达标率为 90.6%。

二氧化硫（SO2）的年均浓度为 15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16.7%，达标；

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浓度为 31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31.1%，达标；全

年日均值达标率为 100%。

二氧化氮（NO2）的年均浓度为 33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5.7%，达标；

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浓度为 72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1.4%，达标；全

年日均值达标率为 99.7%。

一氧化碳（CO）的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为 1.5 毫克 / 立方米，

同比下降 11.8%，达标，全年日均值达标率为 100%。

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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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O3）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均值第 90百分位数浓度为 135微克 /立方米，

同比下降 12.3%，达标，全年日均值达标率 96.7%。

2021 年降尘年均值 10.3 吨 /（平方公里 • 月），超过辽宁省推荐标准 0.29 倍，

点位月均值达标率为 41.7%。

降水酸度（pH）范围在 6.16 ～ 7.86 之间，全年未出现酸性降水。

表 1-1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六项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污染物名称 PM2.5 PM10 SO2 NO2 CO O3

年均浓度 (μg/m3) 38 65 15 33 — —

同比变化率（%） -9.5% -12.2% -16.7% -5.7% — —

年标准 (μg/m3) 35 70 60 40 — —

超标倍数（倍） 0.09 — — — — —

24 小时百分位数浓度 (μg/m3) 95 142 31 72 1.5 135

同比变化率（%） -13.6% -11.8% -31.1% -1.4% -11.8% -12.3%

24 小时平均浓度标准 (μg/m3) 75 150 150 80 4 160

超标倍数（倍） 0.27 — — — — —

注：1.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单和《环境空气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要求执行。

2. 年评价指标： PM10、 PM2.5 年均浓度、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SO2 、NO2 年均浓度、24 小时平均

第 98 百分位数浓度； CO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O3 8 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

3. 污染物 CO 浓度单位为 mg/m3，其余指标均为 μg/m3。

4.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关于沙尘天气过程影响扣除有关问题的函（环测便函﹝ 2019 ﹞ 269 号）》要求，

PM10、PM2.5 浓度数据统计均扣除沙尘影响日数据；SO2、NO2、CO、O3 浓度数据统计保留沙尘影响日数据。

自 2013 年全面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以来，沈阳市

环境空气 6 项评价指标总体呈转好趋势。其中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

物（PM10）浓度呈先下降后小幅波动变化，二氧化硫（SO2）浓度逐年下降，二

氧化氮（NO2）浓度先上升后下降，一氧化碳（CO）、臭氧（O3）浓度呈现波

动变化后下降。2013-2021 年沈阳市城市主要污染物浓度对比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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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3-2021 年沈阳市城市主要污染物浓度对比

3. 主要污染物分布状况

2021 年，沈阳市环境空气中各项污染物浓度的空间分布特征有所不同。可

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总体呈现西南部较高，东北部较低，出现相对低值区

森林路、裕农路，出现一个相对高值区沈辽西路。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

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空间分布见图 1-6。

图 1-6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等值线分布



6

2021

细颗粒物（PM2.5）浓度总体呈现南高北低的趋势，出现相对低值区裕农路，

出现相对高值区浑南东路、沈辽西路。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浓度空间分布见图 1-7。

图 1-7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浓度等值线分布

二氧化硫（SO2）浓度总体呈现中南部高，东北部低的趋势，出现一个相对

低值区森林路，出现一个相对高值区文化路、新秀街。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

空气中二氧化硫（SO2）浓度空间分布见图 1-8。

图 1-8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SO2）浓度等值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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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氮（NO2）浓度总体呈现中部、西南部高，东北部较低的趋势。其中，

出现一个相对高值区太原街，出现一个相对低值区森林路。2021 年沈阳市城市

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NO2）浓度空间分布见图 1-9。

图 1-9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NO2）浓度等值线分布

一氧化碳（CO）24 小时平均值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总体呈现中、东部偏高，

东北部、西南部较低的趋势，出现相对低值区森林路，出现相对高值区东陵路。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CO）浓度空间分布见图 1-10。

图 1-10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CO）浓度等值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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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O3）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总体呈现中部偏西

及西北部偏高，中心城区、东北部及南部较低的趋势，出现相对低值区小河沿、

森林路，相对高值区文化路。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臭氧（O3）浓度空

间分布见图 1-11。

.

图 1-11  2021 年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中臭氧（O3）浓度等值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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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环境质量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

2021 年，沈阳市辖区内 20 个省考以上断面中，Ⅰ ～ Ⅲ 类水质断面占

55.0%，比 2020 年上升 38.3 个百分点；2021 年无劣 Ⅴ类断面，与 2020 年持平。

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2021 年沈阳市省考以上断面水质

类别比例见图 2-1。

图 2-1  2021 年沈阳市省考以上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2021 年辽河流域（沈阳段）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 54.5%，Ⅳ类水质断

面占比 27.3%，Ⅴ类水质断面占比 18.2%，辽河流域（沈阳段）水质为轻度污

染；浑河流域（沈阳段）Ⅰ ～ Ⅲ 类水质断面占比 50.0%，Ⅳ 类水质断面占比

25.0%，Ⅴ类水质断面占比 25.0%，浑河流域（沈阳段）水质为轻度污染。

1. 辽河沈阳段水质状况

（1）辽河干流沈阳段水质状况

辽河干流沈阳段符合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辽河马虎山断面、红庙子断面

均符合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巨流河大桥断面符合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主

要污染物为高锰酸盐指数，年均值为 6.4 毫克 /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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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辽河沈阳段支流河水质状况

辽河沈阳段 8 条主要支流河中，拉马河、长河、左小河、小河子河均符合

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养息牧河、秀水河符合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柳河、

八家子河符合地表水 Ⅴ类水质标准。2020 年与 2021 年辽河流域（沈阳段）断

面水质类别比例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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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20 年与 2021 年辽河流域（沈阳段）断面水质类别比例见图

2. 浑河沈阳段水质状况

（1）浑河干流沈阳段水质状况

浑河干流沈阳段符合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浑河王纲大桥、砂山断面符合

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浑河于家房断面符合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

（2）浑河沈阳段支流河水质状况

浑河沈阳段 3 条主要支流河中，蒲河符合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蒲河兴国

桥断面符合地表水 Ⅱ类水质标准，蒲河蒲河沿和团结水库断面符合地表水 Ⅴ类

水质标准；细河符合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白塔堡河符合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

2020 年与 2021 年浑河流域（沈阳段）水质类别比例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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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21 年浑河流域（沈阳段）水质状况

3. 北沙河水质状况

2021 年北沙河符合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与 2020 年相比水质有所好转。

2020 年北沙河水质主要污染指标氨氮年均值为 1.33 毫克 / 升，2021 年氨氮年均

浓度值为 0.84 毫克 / 升，与 2020 年相比下降了 36.8%。

（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1.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2021 年沈阳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地下水水源地取水总量 8005 万吨，达标水

量 8005 万吨，水量达标率为 100%；8 个水源全部达标，水源达标率为 100%。

2. 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2021 年沈阳市城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水源地取水总量 1405 万吨，达

标水量 1405 万吨，水量达标率为 100%；11 个在用水源全部达标，水源达标率

100%。

3. 备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2021 年沈阳市备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水源地共 8 个，其中 1 个水源

不具备监测条件，5 个水源达标，2 个水源超标，超标项目为色度、浑浊度、铁、

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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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环境质量

2021 年，沈阳市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水平保持稳定。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

为二级，评价结果为 “ 较好 ”。道路交通声环境强度等级为二级，评价结果为 

“ 较好 ”。功能区声环境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 92.9%，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

78.6%。

（一）区域声环境质量

2021 年，沈阳市城市区域声环境昼间监测平均等效声级为 54.1 分贝，声环

境质量等级为二级，评价结果为 “ 较好 ”。2021 年沈阳市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

间等级分布见图 3-1。

图 3-1  2021 年沈阳市区域环境噪声污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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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统计昼间监测调查资料，以交通噪声、工业噪声、施工噪声和

生活噪声为主要噪声源的网格数占网格总数比例分别为 14.2%、0.8%、2.5%、

82.5%。生活噪声所占比例最大，是影响范围最广的噪声源，其次是交通噪声。

以交通噪声、工业噪声、施工噪声和生活噪声为主要噪声源的网格平均等效声

级分别为 56.6 分贝、56.5 分贝、58.5 分贝、53.5 分贝。受施工噪声声源影响的

网格强度最大，其次是交通、工业噪声声源。2021 年沈阳市城市区域声环境昼

间声源构成见图 3-2。

  

图 3-2  2021 年沈阳市城市区域声环境昼间声源构成

（二）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2021 年，沈阳市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昼间监测平均等效声级为 69.9 分贝，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评价结果为 “ 较好 ”。监测 48 条交通干线，

监测路段总长度为 144 公里。2021 年，沈阳市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昼间平均等

效声级小于等于 70 分贝的监测路段长度 78.65 公里，占总长度的 54.6%，噪声

强度等级为一级和二级，评价结果为 “ 好 ” 和 “ 较好 ”；大于 70 分贝的监测路

段长度 65.35公里，占总长度的 45.4%，噪声强度等级为三至四级，评价结果为 “一

般 ” 和 “ 较差 ”。2021 年沈阳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分布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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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21 年沈阳市道路交通噪声环境质量分布

（三）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2021 年，沈阳市功能区昼间监测总点次 28 次，达标点次为 26 次，点次

达标率为 92.9%；夜间监测总点次 28 次，达标点次为 22 次，点次达标率为

78.6%。根据各季度全市各功能区声环境的监测结果统计，1 类区昼间、夜间点

次达标率均为 87.5%；2 类区昼间、夜间点次达标率为 100% 和 91.7%；3 类区

昼间、夜间点次达标率均为 100%；4a 类区昼间、夜间点次达标率为 75.0% 和

0%。昼间点次达标率高于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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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状况
 

2020 年，沈阳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值为 57.31，生态环境质量为良，

与 2019 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沈阳市区及各区县（市）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在 54.89 ～ 59.68 之间。

其中，沈阳市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 54.89，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为一般，辽中区、

康平县、法库县和新民市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均大于 55.00，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为良。2019 ～ 2020 年沈阳各区县（市）生态环境状况见表 4-1。

表 4-1  2019 ～ 2020 年沈阳各区县（市）生态环境状况

区县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

变化值
（ΔEI） 变化度分级

生态环境
状况级别2020 年 2019 年

沈阳市区 54.89 54.25 0.64 无明显变化 一般

辽中区 59.68 59.36 0.32 无明显变化 良

康平县 57.82 57.26 0.56 无明显变化 良

法库县 57.64 56.76 0.87 无明显变化 良

新民市 58.12 57.46 0.65 无明显变化 良

全市 57.31 56.68 0.63 无明显变化 良

注：1. 截至本公报发布时，2021 年数据尚在审核中，故采用 2020 年数据。

2.依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 192-2015)评价。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大于或等于75为优，植被覆盖度高，

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稳定；55～ 75为良，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性较丰富，适合人类生活；35～ 55为一般，

植被覆盖度中等，生物多样性一般水平，较适合人类生活，但有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制约性因子出现；20 ～ 35 为较差，

植被覆盖较差，严重干旱少雨，物种较少，存在明显限制人类生活的因素；小于 20 为差，条件较恶劣，人类生活

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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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管理措施

2021 年，在巩固 “ 十三五 ” 成果基础上，沈阳市大气、水、土壤等指标持

续改善提升，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案件问题大幅下降，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稳中有进，较好地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为 “ 十四五 ” 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开了好头。

（一）大气环境质量创历史新高

印发了《2021 年沈阳市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实施方案》，严格

空气质量指标约束，强化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开展 23 次特别

管控行动，推进重污染频发时段空气质量保障行动，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全

年，优良天数首次突破 300 天，达到 315 天，同比增加 28 天，达标率 86.3%，

提前 23 天完成年度优良天数不低于 80% 的目标任务；PM2.5 平均浓度 38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9.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4.31，同比改善 10.6%。空气质

量改善幅度在 168 城市正排第 28 名，在副省级城市中正排第 2 名，达 2013 年

国家考核新标准实施以来最优水平。重点开展了 7 个方面工作：一是控燃煤，

淘汰 40 蒸吨以下锅炉 38 台，完成 100 蒸吨以上锅炉全指标或颗粒物超低排放

改造 79 台；“ 逐家逐台 ” 落实特别排放限值管理责任，协调推进 42 个村屯散

煤治理，供暖期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二是控臭氧。开展挥发性有机污染

物 “ 夏病冬治 ”，完成 350 家涉排企业 “ 一厂一策 ” 深度治理，加密建设 61 个

VOCs 网格化预警监测系统并投入使用，臭氧污染天同比减少 16 天。三是控尾

气。不断完善车、油、路、机系统化治理机制，发布《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

整机动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区的通告》，实施车辆检验与维护制度。柴

油货车监督抽测 22.3 万余台，抽测率 159.2%，累计注销 5000 余辆，取消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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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柴油货车营运资质 2562 台。非道路移动机械登记 6344 台，执法抽测 2356

台。四是控扬尘。推进落实 “7 个百分百 ” 防尘措施，累计整改扬尘问题 5000 余

个。五是控面源。对低矮面源重污染区域走航监测 80 余次，协调推进 20 个城

中村清洁化改造。六是控秸秆。开展秸秆禁烧专项行动，火点数较去年同期减

少 38.6%。七是控重污染。开展 4 次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有效 “ 轻污拉良、削

峰降值 ”。

（二）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

在全省率先颁布施行新修订的《沈阳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印发了《2021

年沈阳市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实施水污染问题巡查交办整改和区域断

面水质综合考核两大工作机制，落实断面预警监测以及考核通报制度，坚持系

统治理改善水质。1-12 月份，我市 20 个省考以上断面全部消除劣Ⅴ类，11 个达

到优良水质，同比增加 8 个，断面累计水质指数 6.33，同比改善 8.66%；其中

15 个国考断面中， III 类以上优良水质断面同比增加 4 个，全省排名第 1，水质

指数同比改善 8.7%，全省排名第 3。县级及以上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重点开

展了 7 个方面工作：一是强化重点断面攻坚。制定北沙河等 6 个重点断面 “ 保

三控劣 ” 管控方案，在柳河桥、八家子河入河口等达标不稳定断面部署视频监控，

实施加密监测，督导属地强化沿河垃圾、粪污清理，加强污水处理厂、涉水排

污企业排放监管。二是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对南部三期等 19 项水体达标工程实

施周调度和亮灯制度，按序时进度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三是实施水质加密监测。

对 20 个省考以上断面实行周监测、月考核，对 49 个出区断面每半月进行预警

监测，建成 13 处小型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全市重点断面河流水质 24 小时在

线自动监测监控。四是强化水污染问题整改。加大水质排名通报和问题巡查交

办力度，压实责任督促问题整改，累计整改问题 1996 处，整改率 98%。五是开

展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完成全市排污口实地调查甄别以及排污口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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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纳入日常环境监管；全省率先启动实施辽河干支流 20 个重点排污口规范整

治在线监控试点项目，超额完成省厅下达任务目标。六是协调推进流域综合治

理。会同相关市直部门和地区开展养息牧河、八家子河、付家窝堡干治理工作，

浑河城市段综合治理入选 2021 年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七是加强水源地环境

保护。推进 14 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及部分保护区调整；督导

属地政府强化 43 个水源地 “ 一源一策 ” 监管，持续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保障水

源水质达标。

（三）土壤环境安全稳定

围绕污染地块安全利用，强化土壤污染防治监管。一是加强源头管控。全

市 103 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全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并完成隐患排查和自行

监测工作；我市作为典型在全国会议上进行经验介绍。二是推进治理修复，原

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地块完成治理修复并通过省级评估，原新城化工厂土壤和

地下水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三是加强安全管控，通过前移 “ 多规合一 ” 平台关口，

加强部门联动，强化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全市污染地块保持安全利用。四是提

升固（危）废处理能力，两个总能力 5.3 万吨 / 年的危废焚烧项目建成投运，结

束了我市仅靠填埋处置危废的历史；新增医废处理能力 30 吨 / 日，形成了日常

60 吨 / 日、应急 90 吨 / 日的能力，满足了日常和疫情应急处置需求；10 万吨 /

年的废酸综合利用项目主体完工；基本实现了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与需求相匹配。

（四）农村环境持续改善

编制并印发了《沈阳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

一是实施 104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并在苏家屯、辽中、法库新建及提标改

造污水治理设施 20 处，同步在相关行政村开展农村污水资源化治理，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率提升到 33.9%，提前完成省要求我市 2023 年达到 30% 以上的目标要

求。二是强化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排查确认的 154 处已完成治理 153 处，于洪



19

和沈北新区作为全省仅有的两个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提前两年完成治

理任务，多次在全国试点交流会上介绍经验。三是组织开展 159 个行政村环境

综合整治，累计完成 769 个，占行政村总数的 55.1%。四是扎实开展畜禽污染防

治，按季度组织禁养区排查，推动开展常态化检查。

（五）碳排放权交易取得阶段成果

2018 年以来，依据国务院有关批复，按照省、市相关要求，我局全力推

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一是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制定

出台了《沈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二是夯实了交易工作基础。完成了

2015-2019 年度 500 家重点控排企业碳核查、核证工作，编制了碳配额分配方案

及配套制度文件，开发了交易系统和配额注册登记簿系统。三是完善了交易运

行保障。招标选定了交易机构及场所；研究形成我市碳价形成机制和初始定价

报告；向社会公布了重点控排企业名单，纳入配额管理的重点控排企业已完成

开户及注册登记和交易系统登记。我市碳排放权交易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目前按照上级要求，暂停相关工作。

（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取得突出进展

建立方案制定、定期调度、事前提示、现场核查、到点督办、验收销号的

闭环工作体系，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 “ 回头看 ” 反馈的

35 项整改任务全面完成，2978 件交办案件全部销号清零；祝家污泥处置和浑河

综合治理 2 项工作被选为 “ 督察整改看成效 ” 全国先进典型。第二轮反馈的 21

项任务已基本完成整改 8 项，1064 件交办案件全部办结，整改率达到 91.8%。

（七）环境监管能力持续加强

一是加强自然生态监管。建成生态红线监管平台并试运行，出台红线区生

态破坏问题监管暂行办法。推进 “ 绿盾 2021” 专项行动，关闭了五龙山自然保护

区内 2 个硅灰石矿，自然保护地现有问题全部销号。二是从严环境执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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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 “ 双随机 ” 环境执法监管，完成执法检查 3783 余家次；持续开展涉水、涉气、

噪声、危废、移动源等专项执法，立案查处 1256 件，下达处罚决定书 1046 件，

处罚金额4999.3万元，环境信访投诉量同比下降23.4%。建立并巩固“严惩+帮扶”

执法模式，在生态环境部空气质量监督帮扶指导下，查办问题 120 个，同时，

自查整改问题 95 个，相关经验做法在部专刊上得到了通报表扬。三是强化排污

许可监管。印发了《沈阳市落实排污许可制工作实施方案》，完成了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 “ 全覆盖 ”，同步开展质量 “ 回头看 ”，实施两轮全市排污许可证质

量提升和证后监管专项执法检查，持证企业审核率 100%。四是加强生态环境监

测能力建设。创新性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监测能力建设，将项目列入分中

心 28 项基础能力建设项目。持续推动实验室资质认定工作，苏家屯、新民、沈河、

大东、沈北、皇姑等 6 个分中心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现场评审并取得资质认定

证书。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业务培训，组织开展各类培训 30 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