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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作为环境保护的耳目、
尖兵和基石，地位重要，责任重大。监
测数据体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的成果，既是各级党委、政府优化空间
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资源利用
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民群众关注环境
质 量 的 主 要 内 容 。 用 活 用 好 监 测 数
据，不仅增强环境监测工作实效，提高
环境保护看家本领，还能更好地服务
于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云南省环
境 监 测 工 作 要 着 眼 环 境 管 理 战 略 转
型、满足公众诉求、实现跨越发展、建
设美丽云南和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的要求，重点从 6 个方面寻求突破，
努力让监测数据活起来，为生态文明
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环境管理必须依靠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必须满足环境管理

一要树立环境监测有用才有位的
意识。环境监测部门要树立环境管理
必须依靠环境监测、环境监测必须满
足环境管理的理念，在按有关技术规
范开展工作的同时，要根据监测对象
的重要性、敏感性，把监测结果及时以
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的形式上
报管理部门，对异常和变化情况进行
分析，提出对策和措施，使之成为环境
管理、执法的重要依据。各级环境管
理部门要依据辖区各自环境管理的特点
和需要，制定翔实的环境监测计划，明确
环境监测任务，主动关注辖区内环境
监测数据变化情况，并针对变化情况
采取有效措施，把问题解决在事中。

二要加快监测数据系统化和信息
化建设。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互
联网的时代，环境治理和管理能力的
提升要依靠“大数据”。“大数据”就是
要从海量数据中梳理出规律性、有用
的东西，通过云计算等手段发现潜在

的风险，总结出变化趋势。要实现这
一目标，首先要对监测数据进行系统
化和信息化的整理、处理。如果没有
快速、及时的分析、归纳和汇总，就不
会有科学的研判和清晰的结论。

各级监测部门要发挥“技术中心、
数据中心”的作用。云南省环境监测
中心站要利用省环保 厅 环 境 管 理 信
息 化 建 设 的 契 机 ，加 快 和 完 善 全 省
的环境监测数据库，各地也要加快数
据库建设，建立科学的预警预报数据
管理系统，同时与水利、气象等相关部
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信息互通和会
商机制。

三要及时分析研判并让监测数据
说话。环境监测要真正成为人民群众
的生活“必需品”，就要坚决改变自己
监测自己看的做法，要让人民群众走
近监测、体验监测、理解监测、信任监
测 。 监 测 信 息 发 布 是 监 测 部 门 的 职
责，坚持发布信息是常态，不发布是例
外。信息发布不能机械、教条，要科普
化、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监测数据活
起来关键是要分析、研判、应用，让数
据说话。

今年 3 月，云南省大部分地区曾出
现短暂异常的天气过程，昆明、西双版
纳、普洱、德宏、大理、保山等地都出现
了空气质量下降的情况。省环保厅积
极应对，进行分析研判，形成了一个意
见，说清了污染物的内容、成因和应该
采取的措施，并及时报给省政府，从正
面回答了媒体、网络的质疑，得到了各
方 面 的 认 可 。 这 个 典 型 案 例 启 发 我
们，作为专门从事环境质量监测的职

能部门要是不研判、不及时发声，就不
能在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依据上履行
好职责，舆论就会让老百姓混淆视听，
就达不到监测为民的目的，就是失职。

环境监测要发声，但不能乱
发声，要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四 要 确 保 环 境 监 测 数 据 真 实 可
靠。环境监测要发声，但不能乱发声，
保证监测质量是正确发声的关键，要
树牢数据质量是环境监测“生命线”的
思想。加强监测质量管理，不仅关系
环境监测工作公信力，更关系着环境
保护工作的科学性与决策的准确性。
新《环境保护法》、“两高”司法解释对
环境监测数据质量提出了更加严格的
要求，环境监测部门必须紧扣工作特
点，认真落实环境监测工作规范，在采
样、样品保存、分析、数据审核等过程
严把质量关，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五要依法加强环境监测监管。新
环保法对建立健全监测制度、制定监
测规范、组织监测网络、设置监测站

（点）、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
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定期发布
环境质量状况公报、依法公开环境质
量和环境监测信息等做出具体规定，
明确了各级环保主管部门监督管理的
职责。依法加强环境监测监管，既是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要求，更是
环境监测部门的根本职责和存在的根
本。各级环保局应按照新环保法对环
境监测提出的新要求，紧密结合实际，

认真对照检查，明确监测站的职能职
责和工作任务，对与新环保法不相符
的事项和程序进行纠正，严格按新环
保法的规定履职尽责。

六 要 全 面 加 强 环 境 监 测 能 力 建
设。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是让监
测数据活起来的基础保障，必须坚定
不移地全面推进。监测能力建设包括
必要的业务用房，更重要的是在现有
工作基础上把监测人员培养起来，把
相应的监测设施设备配全，把监测业
务按照技术规范开展起来。环境监测
能力建设是云南省环境监测事业发展
长期的主题，各地要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
平、环境特征和污染状况，加快县级监
测站的能力建设，推进监测站的标准
化进程。

去年，国家已取消西部地区监测
站标准化建设和验收的限制性要求，
各地要抓住生态转移支付和实施县域
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的机遇，积极争取
地方财政对监测站能力建设的投入，
加快县级环境空气自动站建设，进一
步完善区域及全省监测网络。要集中
财力，加快推进跨界河流水质自动监
测站建设，为实施跨流域生态补偿和
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环境
质量监测预警打牢基础。要分区域选
择条件成熟的州市监测站或县级监测
站，强化有机分析、重金属分析、土壤
分析等能力建设，建立区域环境监测
重点实验室，进一步提高环境监测的
精细化水平。

作者系云南省环保厅厅长

本报讯 云南省今年以来采取有力
措施，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全
面推行网格化环境监管，不断提高环境
执法效能，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截
至 6 月底，共排查发现并督促整改环境
问题 2400 多个，立案查处 463 起环境违
法案件。

上半年，云南省以环境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为主线，全面加强环境监管
执法工作。排查整治工作从 1 月开始，
按照排查整治、督查评估、总结及后督
察 3 个阶段有序推进。省环境监察总
队紧紧围绕 6 个方面的排查重点及内
容，加强对各州（市）环境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的指导监督。基层环境监管
执法人员深入一线，全面摸清本区域内
工业企业环境风险隐患，确保做到不留
死角、不留盲区。

截至 6 月 30 日，云南省共出动环境
监察人员 31070 人（次），检查工业园区
151 个、企业 7760 余家、建设项目 4490
个 ，发 现 并 督 促 整 改 环 境 问 题 2400
多 个 ，及 时 有 效 处 置 了 3 起突发环境

事件。目前，省环境监察总队正在督查
各州（市）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情况。

针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云南省
以新《环境保护法》和 4 个配套办法为
依据，严格规范执法 程 序 ，切 实 加 大
行 政 处 罚 力 度 。 省 环 境 监 察 总 队 印
制了《云南省环境保护厅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五联单制式文书及《云
南省环境保护厅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管理暂行办法》。环境执法人员正
确运用新《环境保护法》，对违法行为严
惩不贷。

截至 6 月 30 日，云南省各级环保部
门共对 463 起环境违法案件进行了立
案查处。其中，查处涉及按日连续处
罚、查封扣押、限制生产、停产整治、适
用行政拘留、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等环境
违法典型案件 41 起；省级对 14 起涉嫌
环境违法案件进行立案查处，对涉及 7
个州（市）的 12 起环境违法案件实施移
送督办。

蒋朝晖

本报讯 云南省环保厅今年以来采
取多种措施强化核与辐射环境安全能
力建设和日常监管，探索创新管理方
法，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全省辐射
环境安全。

按照 2015 年全省环保重点工作任
务要求，云南省环保厅与各州市环保局
上下联动，突出抓好全省核安全文化宣
贯推进专项行动、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核与辐射安全专项检查、基层核与
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等工作。

在云南省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
项行动中，全省各州市环保局及相关单
位协调配合，按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
求，及时完成了计划筹备和实施阶段的
工作任务。省环保厅加大对各地及有
关单位的指导和检查力度，确保专项行
动扎实有效。

云南省环保厅高度重视辐射安全
监管队伍业务能力、水平的持续提高，
在完成全省各州（市）及县级环保部门
辐 射 安 全 监 管 人 员 业 务 培 训 的 同
时，不断加大对辐射环境监管硬件建
设投入。今年以来，已为 88 个县（市、
区）环保局采购了辐射日常监察装备，

另外 41 个县的装备招标采购正在积极
准备。

结合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云南省环保厅组织开展了全省核与辐
射安全专项检查，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共
出动检查人员 1543 人（次），排查核技
术利用单位 1400 多家，对发现的辐射
安全隐患及时督促核技术利用单位完
成整改。

同时，云南省创新辐射安全管理工
作方法，积极探索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提
升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开展了Ⅰ类放
射源在线监控和移动探伤用放射源定
位及辐射剂量在线监控试点工作。对
探伤作业单位多、放射源类别高和数量
多的建设项目，积极探索放射源集中暂
存和统一管理的方式，有效防范了放射
源分散暂存的安全风险。

在做好辐射安全监管工作的同时，
云南省环保厅还积极服务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加快审
批进度，有力推动了输变电、核技术利
用、移动通信基站等辐射类建设项目的
前期工作，为项目落地创造了有利条
件。 蒋朝晖

本报讯 云南省环保厅高度重视全
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坚持科学统筹、
突出重点，确保各项改革工作有序推
进、有效实施。

云南省环保厅在深入学习领会生
态环保领域改革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坚
持把中央、省委及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讲
话精神、指示要求与全省环保工作实际
相结合，做到认识到位、领会到位、贯彻
到位。在先后 3 次征求相关厅局的意
见后，认真梳理和研究提出了 2015 年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的工作要
点和改革台账，确保了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工作重点突出、目标明确。

在此基础上，云南省环保厅对照省
委 2015 年度改革要点和工作台账中上
半年涉及的两项改革事项，加强指导督
促，逐一抓好落实。

云南省环保厅起草、省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并于 3 月 30 日印发的《云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
执法的实施意见》，从全面推进环境监
管全覆盖、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严

格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形成环境监管执
法合力、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 个部
分共 17 个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贯
彻落实措施，为全省严格环境监管执法
提供了依据。

5 月 27 日，云南省环保厅、省财政
厅联合制定印发的《云南省县域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
为全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和财政
转移支付提供了政策依据。

当前，云南省环保厅正在对照下半
年的两项改革任务，组织起草《云南省
加快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
意见》，配合省发改委起草《中共云南省
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

同时，云南省环保厅还自加压力，
结合贯彻落实新《环境保护法》，启动了
修订《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编制《云
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草案）》、编
制《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编制

《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方案
（草案）》等工作。

蒋朝晖

今年以来，云南省全面推进各个
领域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力度
有增无减，通过落实责任、整改问题、
挖掘潜力、强化监管等多种手段和措
施，确保减排不断取得新进展。上半
年，两个国家级重点减排项目已全部
完成，全省新建成污水管网 510 千米，
城镇污水处理水量增加 3830.7 万吨，
COD、NH3-N、SO2、NOX 排放量均呈
下降趋势。

监测结果表明，云南省环境质量
总体保持稳定，局部地区和部分指标
有所改善。

全面落实责任，及时整改问题

一县未完成减排项目被“一票
否决”评优资格

近年来，云南省坚持将污染减排
纳 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大 局 进 行 统 筹 部
署，把减排任务完成情 况 纳 入 省 委 、
省政府对各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综
合 评 价 体 系 ，并 始 终 坚 持 将 污染减
排作为政府主要领导综合考核评价的
重要内容。

2015 年 3 月，云南省政府组织对
全省 16 个州（市）政府 2014 年度减排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了集中考核，
并兑现了奖惩。同时，在 2014 年度全
省县域经济考评中，1 个县由于未完成
减排项目被“一票否决”了评优资格。

2015 年云南省污染减排工作会议
上，常务副省长李江、副省长刘慧晏先
后作了重要讲话，对减排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

云南省在明确 2015 年度全省污染
减排工作目标的同时，层层分解任务、
落实责任。刘慧晏与 16 个州（市）政府
和滇中产业新区管委会签订了《云南
省 2015 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
责任书》，明确各州（市）年度减排目
标，并确定了 890 个省级重点减排项
目。在超额完成去年城镇污水处理厂
减排任务的基础上，将今年 2.1 万吨化
学需氧量、3160 吨氨氮年度新增削减
任务分解到全省 129 个县（市、区）及
144座污水处理厂。

为 进 一 步 推 进 城 镇 污 水 管 网 建
设、加强污水处理厂运行，云南省副省
长丁绍祥主持召开了全省城镇污水处
理 厂 管 网 建 设 和 运 营 管 理 现 场 推 进
会，专题研究落实城镇生活源污染减
排工作。

此外，云南省住建厅印发了《关于
下达 2015 年度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

设任务的通知》，将今年 1098 千米新增
污水管网建设任务分解到每座污水处
理厂。

针对年初国家核查核算发现 2014
年减排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云南省
认真抓好整改。云南省环保厅分别向
相关 7个州（市）政府进行了情况通报，
对一家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处以
10 万 元 罚 款 ，追 缴 排 污 费 77.8457 万
元，实施了停产、限产；对两家企业存
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均处以 5 万元罚
款，并向全省进行了通报。

同时，云南省环保厅认真梳理省
政府与国家签订的《云南省“十二五”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任
务进展和存在问题，进一步明确部门
责任，积极抓好落实。

完善激励机制，强化现场监管

上半年水电发电量占全省
发电量比重达 79%

今年以来，云南省采取多种过硬
措施，充分挖掘潜力，将污染减排向深
度和广度推进；强化现场检查，确保已
建成的治污设施发挥减排效益；淘汰
落后产能，进一步完善污染减排激励
机制；夯实减排基础，切实做好各项管
理工作。

为挖掘减排潜力，云南省通过进
一步规范制糖行业减排工作、完善橡
胶行业废水处理设施、加大机动车污
染减排力度、加强农业源污染减排等

多种途径，将污染减排向深度和广度
推进。上半年，全省共淘汰黄标车和
老旧车 54817 辆。

为确保已建成的治污设施发挥减
排效益，云南省实行了重点减排项目
按月预警调度制度，定期分析减排工
作形势，研究解决减排设施运行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强化减排设施
运行现场检查，重点针对城镇污水处
理厂，及火电、钢铁、水泥、制糖、制胶
等行业的减排设施运行情况组织现场
监察，不定期进行抽查，确保已建成的
减排设施正常运行。

为切实抓好城镇污水处理厂减排
工作，今年 2 月开始，云南省住建厅与
省环保厅每月一次会商、每月一次通
报、每月一次约谈、每月一次督查工作
滞后的地区和单位，每月向省政府报
告进展。

在督促火电企业提高治污设施运
行管理水平 上 ，云 南 省 严 格 执 行 火
电厂脱硫脱硝电价政策，杜绝偷排、
漏 排 现 象 。 目 前 ，云 南 省 已 完 成 9
台 共 420 万 千 瓦 机 组 脱 硫 设 施 旁 路
烟 道 封 堵 ，对 6 座 共 940 平 方 米 钢 铁
烧 结 机 脱 硫 设 施 旁 路 烟 道 也 实 施 了
封堵。

在组织开展水泥脱硝设施运行管
理专项行动的同时，云南省环保厅专
门下发通知，对完善水泥企业脱硝设
施分布式控制系统提出建设规范。

上半年，云南省在进一步完善污
染减排激励机制上取得积极进展。有
关部门积极开展“发电权置换”补偿试
点工作（即水电厂购买火电厂发电指
标），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并发挥大型水

电站调节作用，水电多发多用，有效减
少火电燃煤量。2015 年上半年，水电
发电量占全省发电量比重达到 79%。

同时，云南省还严格落实燃煤电
厂脱硫脱硝电价政策，上半年共扣减
脱硫电价 442.90 万元，扣减脱硝电价
112.85 万元。实施节能减排发电调度
政策，对脱硫脱硝效率低、脱硫脱硝设
施运行不正常以及有违法行为的企业
实施停运。

据统计，上半年，云南全省火电发
电量为 165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30%；
原 煤 消 耗 量 为 877 万 吨 ，同 比 减 少
31%。

项目进展顺利，环境质量提升

37%的省级重点减排项目已
完成，新建成污水管网 510千米

经过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和相
关部门、企业的共同努力，全省污染减
排工作的成效正日益显现。

今年上半年，云南省重点减排项
目进展情况总体顺利。两个国家级重
点减排项目已全部完成。890 个省级
重点减排项目已完成 329 个，占 37%；
进展正常 544 个，占 61%；进度滞后 9
个，占 1%；未完成 8个，占 1%。

目前，云南省 129 个县（市、区）已
建成 154 座污水处理厂，全省污水处理
能 力 达 401.1 万 吨/日 ，配 套 管 网 达
6932 千 米 。 上 半 年 新 建 成 污 水 管 网
510 千米，完成年度计划的 46%，一批
污 水 处 理 厂 运 行 情 况 得 到 了 明 显 改
善。城镇污水处理水量由上年同期的
9024.7 万吨提高到 12855.4 万吨，水量
增加 3830.7万吨。

通过实施各项减排措施，云南省
上半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明显减少，
全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局部地
区和部分指标有所改善。

云南省环境空气质量保持稳定。
对全省 16 个州（市）政府所在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表明，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与上
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全省 16 个州

（市）政府所在城市从 2015 年起，执行
国家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采用空气
质量日均浓度 AQI 评价，环境空气质
量平均优良率为 95.3%，其中昆明市的
空气优良率为 98.9%，与上年同期相比
提高了 4.4%。

云南省地表水水质明显好转。全
省 183 个国控、省控河流断面中，水质
达到Ⅲ类以上的有 145 个，占总断面的
79.8%，与上年同期相比水质达标率提
高了 5.1%。

图为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卯稳国（左三）在省环保厅厅长姚国华（右三）的
陪同下，视察调研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蒋朝晖摄

查隐患不留死角 惩违法绝不手软

上半年查处463起违法案件

注重能力建设 强化日常监管

多举措确保辐射环境安全

梳理改革台账，逐一落实重点任务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进展

用活监测数据 提高看家本领
姚国华

开展发电权置换补偿试点，落实燃煤电厂脱硫脱硝电价政策

云南减排不断向纵深推进
◆本报记者蒋朝晖

两个国家级重点减排项目
已全部完成；890 个省级重点
减排项目中，已完成 329 个，进
展正常 544 个，进度滞后 9 个，
未完成 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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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云南省重点减排项目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