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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5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实录

5月31日上午，生态环境部举行5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环境监测司司长刘志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副

站长王业耀介绍了2017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主持发布会，通报近期生态环境保护重

点工作进展，并共同回答了记者关注的问题。

刘友宾：新闻界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 5 月
份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统一发布国家环境质量信息。今天的新闻发布
会，我们邀请到生态环境部环境监测司刘志全司长、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王业耀副站长，发布《2017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下面，我先通报近期生态环境部重点工作情况。
一、生态环境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5 月 18 日至 19 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在会上讲话，韩
正副总理作总结讲话。会议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系统部署和安排。

会议结束后，生态环境部一是第一时间召开部党组（扩
大）会和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并对下一步贯彻落实工作进
行系统动员部署。李干杰部长指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是生态环境保护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
广、意义最深的历史性盛会。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正式
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是标志性、创新性、战略性
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与
最高准则，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
了坚实思想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动力。李干杰部长强调，
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确保大会精神在生态环境系统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二是迅速召开全国生态环境宣传工作会议。前天和
昨 天 ，我 们 用 了 一 天 半 时 间 ，举 行 了 2018 年 全 国 生 态 环
境宣传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生态环境宣传工作的核心
任务，是广泛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李干杰部长特别指出，既要正面宣
传报道党和国家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和工作成效，
也要主动曝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以及一些地区和部门
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进一步推
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壮大生态环境保护
事业统一战线，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三是做好顶层设计，谋划七大战役。生态环境部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明确攻坚战的重点任
务，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赢
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攻坚战。

四 是 开 展 中 央 环 保 督 察“回 头 看 ”。 近 日 ，第 一 批 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回 头 看 ”全 面 启 动 。 根 据 安 排 ，5 月 30
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已进驻黑龙江省，今天中央环保督察
组进驻河北省，剩下的几个督察组也将于近日陆续实施
督察进驻。

五是深入推进环保督查专项行动。面向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主战场和重点领域、重点工作，启动并深入开展

“清废行动 2018”（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水源地专项督查（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
第一轮督查）、2018 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等环保督查专项行
动，严格环境执法，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
问题。

六是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生态环境部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力做好生态环保机构改革，努
力 建 设 一 支 政 治 强 、本 领 高 、作 风 硬 、敢 担 当 ，特 别 能 吃
苦 、特 别 能 战 斗 、特 别 能 奉 献 的 生 态 环 保 铁 军 。 5 月 22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了全国环境执法工作暨环境执法大
练兵总结部署会议，总结执法经验，部署执法工作，锻炼
执法队伍。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融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方
面和全过程，抓紧出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作战计划和方
案，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切实肩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二、10城市第一季度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
2018 年第一季度，全国有 73 个地级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

达标滞后。其中，达标滞后情况最为突出的 10 个城市为：铁岭
市、延安市、吉林市、四平市、哈尔滨市、昆明市、信阳市、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鞍山市、合肥市。2018 年第一季度水环境形势分
析表明，全国部分地区水环境质量出现反弹，达标工作滞后，水
污染防治工作短板突出。

为推动相关地区加快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的
目标任务，5 月 15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水环境达标工作调度会，
全国 73 个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地区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了会
议，10 个达标滞后情况最为突出的地方政府负责同志作了表
态发言。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形成滚动调度管理的工作机制，上
半年每季度、下半年每月召开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地区调度
会，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有关情况。

三、长江经济带12省（市）全面推进“三线一单”编制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三线一单”编制工作有关技术要求，生态环

境部组织起草印发了《“三线一单”编制技术要求（试行）》《“三
线一单”数据共享系统建设工作方案》《“三线一单”成果数据规
范（试行）》等 3 份文件，进一步细化了《“三线一单”编制技术指
南（试行）》的技术要求，目前正在根据地方反馈意见进行修改
完善，即将印发各地实施。

生态环境部依托长江经济带战略环评工作，以长江经济带
及上游 12 省（市）为重点，大力推进“三线一单”编制工作，目前
12 省（市）均成立了由副省长挂帅的协调小组，组建了技术团
队，制定了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相关工作已全面推进，“三线
一单”工作开局良好。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强化现场指导与示范带动，
强化协调调度，力争在 2018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长江经济带及
上游 12 省（市）“三线一单”编制工作，初步搭建信息应用管理
系统。

四、“清废行动2018”取得阶段性进展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5 月 7 日至 15 日，生态环境部从各
地抽调人员组成 150 个督查组，开展“清废行动 2018”，对相关
的 78个地级市开展全面排查。

各督查组共摸排 2796 个固体废物堆存点，其中清单内点
位 1410 个 ，主 动 查 找 的 点 位 1248 个 ，“12369”举 报 点 位 138
个。经过现场核实，发现存在问题的有 1308 个。

生态环境部对发现的各类问题进行分类处理：
一是生态环境部直接挂牌督办。对问题严重的 111 个案

件由生态环境部直接挂牌督办。
二是省级环保部门挂牌督办。对于一般性的 1197 个问

题 ，由 生 态 环 境 部 登 记 后 转 地 方 ，由 省 级 环 保 部 门 挂 牌
督办。

三是向全社会公开全部问题。通过生态环境部网站、官方
微博微信、中国环境报，将全部 1308 个问题向社会公开，接受
公众监督。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督促各地按照督办要求，对堆存的
固体废物，抓紧组织清理处置，防控环境风险。及时研判固体
废物属性，尽快查明倾倒废物来源。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依法
查处，并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监管失职渎职
人员，依法依规问责追究。同时，督促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举
一反三，开展为期 1 个月的全面排查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和堆存
的行动。

生态环境部将适时组织对挂牌督办问题整改情况巡查“回
头看”，对整改不力的和巡查中新发现问题比较突出的，列入中
央环保专项督察。

下面，请刘志全司长介绍情况。

下转三版

刘志全：新 闻 界 的 朋 友 ，大 家 上 午 好 ！ 欢 迎 大 家 参 加
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谨代表生态环境部环境监测司，对大
家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
的感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生态
环 境 部 会 同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自 然 资 源 部 等 11 个
部 门 共 同 编 制 完 成 了《2017 中 国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今
天正式向社会公开发布，这是反映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的公
开 年 度 报 告 。 借 此 机 会 ，我 就 2017 年 全 国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做简要介绍。

2017 年在大气环境质量方面，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 中 ，有 99 个 城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达 标 ，占 全 部 城 市 数 的
29.3%。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8.0%，
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为 43μg/m3，同比下降 6.5%；可
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 75μg/m3，同比下降 5.1%，与
2013 年相比下降 22.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细颗粒
物（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 64μg/m3、44μg/m3、34μg/m3，与
2013 年相比分别下降 39.6%、34.3%、27.7%。北京市 PM2.5平均
浓 度 为 58μg/m3，同 比 下 降 20.5% ，与 2013 年 相 比 下 降
35.2%。463 个城市（区、县）开展了降水监测，酸雨城市比例
18.8%，酸雨频率平均为 10.8%。

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 1940 个国控水质断面
中，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为 67.9%，同比增加 0.1%；劣Ⅴ类断
面比例为 8.3%，同比下降 0.3%，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步改
善 。 地 下 水 5100 个 水 质 监 测 点 位 中 ，优 良 级 、良 好 级 、较
好 级 、较 差 级 和 极 差 级 点 位 分 别 占 8.8% 、23.1% 、1.5% 、
51.8%和 14.8%。地级及以上城市 898 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

用水水源水质监测断面（点位）中，有 813 个全年水质均达
标 ，占 90.5%。 全 海 域 海 水 符 合 第 一 类 水 质 标 准 的 海 域 面
积 占 中 国 管 辖 海 域 面 积 的 96%。 近 岸 海 域 水 质 基 本 保 持
稳 定 ，水 质 级 别 为 一 般 ，417 个 水 质 监 测 点 位 中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四 类 和 劣 四 类 点 位 分 别 占 34.5%、33.3%、10.1%、
6.5%和 15.6%。

在自然生态方面，2591 个开展监测的县域中，生态环境
质量为“优”“良”“一般”“较差”和“差”的县域分别有 534 个、
924 个、766 个、341 个和 26 个，“优”和“良”的县域面积占国土
面积的 42.0%。全国现有森林面积 2.08 亿公顷，森林覆盖率
21.63%；草原面积近 4 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 41.7%。全国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55.3%。

在声环境质量方面，开展监测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区域声
环境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3.9 分贝；道路交通等效声级平均值
为 67.1 分贝；功能区声环境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 92.0%，夜
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 74.0%。

在辐射环境方面，全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
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限值。

在气候变化方面，全国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平均浓
度分别为 404.4ppm、1907ppb 和 329.7ppb；中国沿海海平面较
常年（1993 年~2011 年）高 58mm。

总体来看，2017 年全国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
土壤环境风险有所遏制，生态系统格局总体稳定，核与辐射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的积极
变化。

以上是有关情况的介绍，下面我愿意接受大家的提问。

■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 2017年全国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土壤环境风险有所遏制

■ 生态环境监测要实现三个统一、一个加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今 年 机 构 改 革 中 ，
生态环境部的职能得到加强，实现了“五个打通”，目前
改 革 进 展 如 何 ？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工 作 如 何 落 实 改 革 要
求？在这个大背景下，今年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与
之前相比有何不同？是否有新增加的数据和内容？

刘志全：谢 谢 你 的 提 问 。 大 家 都 知 道 ，今 年 中 央 机
构改革中，生态环境部的职能、职责范围得到进一步加
强，在原环境保护部的基础上组建生态环境部，在职能
上重点加强了生态环境制度制定、监测与评估、监督执
法和督察问责等方面的职能。

刚才记者同 志 提 到 了“ 五 个 打 通 ”，即 地 上 和 地 下
打 通 、岸 上 和 水 里 打 通 、陆 地 和 海 洋 打 通 、城 市 和 农
村打通、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打通，这五个打通体现了
进 一 步 整 合 职 能 ，强 化 生 态 环 境保护监管工作。现在
这 项 工 作 正 在 按 照 中 央 的 有 关 部 署 和 安 排 有 条 不 紊 地
推进。

按照机构改革要求，目前相关部委的有关司局已经
划 转 到 生 态 环 境 部 ，比 如 说 国 家 发 改 委 的 原 气 候 变 化
司、国家海洋局的原海洋环境保护司、原南水北调办公
室水保司已经到我部办公，下一步将待中央批复我部三
定方案后，再进一步推进相关具体工作。

我想说，这次中央机构改革特别提出要统一生态环
境监测与评估，这是第一次提出来由生态环境部统一负
责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工作。对于如何落实中央精神，
我 的 理 解 是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要 实 现 三 个 统 一 、一 个 加
强。一是统一生态环境监测的规划布局和网络建设，建
成“一张网”。二是统一生态环境标准规范，形成“一套
标准体系”。三是统一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和信息发
布，实现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发布“一个声音”。一个加强
就是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今天我们向大家发布 2017 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就
是贯彻中央机构改革精神，统一发布生态环境监测信息
的一个具体行动，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 二 个 方 面 关 于 今 年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 发 布 和 往
年比有何不同。今年很好地贯彻了中央机构改革精神，
增 加 了 编 制 部 门 ，扩 大 了 数 据 的 来 源 ，详 实 地 反 映 了
2017 年生态环境状况。与往年比，今年公报发布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公报的名称发生了变化，由环境状况公报更名
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不仅反映环境质量状况，同时更
加突出了生态的状况，增加了生态方面的数据。

二 是 公 报 增 加 了 气 候 变 化 的 内 容 。 公 报 中 出 现 温
室气体和海平面等内容，特别是公布了全国二氧化碳的
平均浓度 404.4ppm，甲烷的平均浓度 1907ppb，氧化亚氮
的 平 均 浓 度 329.7ppb，并 和 全 球 的 水 平 做 了 一 个 比 较 。
同时，公布了我国海域总体海平面变化水平，刚才我已
经 在 介 绍 时 提 到 了 ，中 国 沿 海 海 平 面 较 常 年（1993
年 ~2011 年）高 58mm，并 且 公 布 了 渤 海 、黄 海 、东 海 、南
海的具体变化。

三 是 增 加 了 农 业 面 源 的 内 容 ，将 粮 食 作 物 化 肥 利
用 率 、农 药 利 用 率 、畜 禽 粪 污 综 合 利 用 率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纳 入 了 公 报 内 容 ，分 别 是 37.8% 、38.8% 、64% 和
82%左右。

四 是 增 加 了 国 家 重 点 生 态 功 能 区 的 内 容 ，对 818 个
县域的生态环境年际变化进行了评估，在公报里面都有
相关的内容，我就不赘述了。

公报和往年不一样，重点体现在生态环境实际状况
发生了变化，和往年在数值上不一样。总的看来，全国
大 气 和 水 环 境 质 量 进 一 步 改 善 ，土 壤 环 境 风 险 有 所 遏
制，生态系统格局总体稳定，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态
环境质量的积极变化。

■ 今年将启动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三年行动计划

中国青年报：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过程中如何确保
监测数据真实准确？5 月 9 日，我国成功发射了“高分五号
卫星”，请问卫星将在环境监测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
与现有的监测手段有效衔接、配合？

刘志全：你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保证数据的
质量。

数据质量是环境监测的生命线，客观准确的数据是
环境管理科学决策、评价污染治理成效的重要依据，所
以 数 据 质 量 至 关 重 要 。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高 度 重 视 ，2017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深化环
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并由中办、
国办正式印发，目的就是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
管理，实现两个确保，确保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独立公
正开展工作，确保环境监测数据全面、真实、准确、客观。

为贯彻落实两办意见，以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中
确保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有关要求，我们重点将从以下几
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 是 从 法 规 上 ，加 快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条 例 的 制 定 ，从
立法层面强化法规建设，明确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
以 及 各 级 各 类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机 构 和 相 关 人 员 的 责 任 体
系，规范监测行为，加强监测数据质量保障，强化对环境
监测违法行为的处罚，这项工作我们正在抓紧推进。

二 是 从 政 策 上 ，我 们 认 真 贯 彻 两 办《关 于 深 化 环 境
监测改革提高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正在会同有关部
门 组 织 制 定 防 范 和 惩 治 领 导 干 部 不 当 干 预 环 境 监 测 活
动等有关规定，强化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各地已经
发 布 或 正 在 制 定 关 于 落 实 两 办 意 见 的 实 施 方 案 ，据 了
解，目前，已经有近一半省份发布。我部将会同市场监
管部门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以及监测机构
资质认定评审要求。

三是从机制上，按照“国家监测、国家考核、数据共享”
的原则，实现了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避免
了地方行政干扰。

四是从监督管理上，组织实施《“十三五”环境监测质量
管理工作方案》，依托 6 个省级环境监测机构承担六大区域
质控任务，构建国家、区域、监测机构三级质控体系。制定
并发布环境监测类方法标准，统一监测规范，保障监测数据

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建立例行检查、飞行检查、专项检查
制度。当前，我们正在制定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
三年行动计划，今年就将启动实施，重点针对环境监测机
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与在线自动监控以及运维机构等开
展检查。

最后，对于环境监测弄虚作假和人为干扰行为，生态环
境部的态度是坚决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绝不
姑息。大家可能了解到了，我们今年通报了 9 个案例，去年
12 月份通报了两起，都是喷淋国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的人为干扰案例。

关于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生态环境
部是高分五号卫星的主牵头用户，5 月 9 号成功发射，这
颗卫星是高光谱分辨率的对地观测卫星，主要搭载 6 个
载荷：可见短波红外高光谱相机、全谱段光谱成像探测
仪、痕量气体差分吸收光谱仪、大气主要温室气体探测
仪、大气气溶胶多角度偏振探测仪、大气环境红外甚高
分 辨 率 探 测 仪 。 这 些 载 荷 在 环 保 监 测 领 域 可 用 于 监 测
气溶胶、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二氧化碳、甲烷、水华、水
质、核电厂温排水、陆地植被、秸秆焚烧、城市热岛等环
境要素。这些载荷都是非常先进的，在国际上也是领先
的，这颗卫星技术含量非常高。

卫 星 发 射 以 后 ，将 与 现 有 的 监 测 手 段 相 结 合 ，对 于
动态监测我国大气、水环境质量状况，加强生态监管将
发挥重要作用。具体将实现 3 个结合：一是与现有在轨
运行的环境一号 A、B 卫星以及后续将发射的高光谱观
测 卫 星 、高 精 度 温 室 气 体 综 合 探 测 卫 星 等 进 行 协 同 观
测，进一步提高卫星覆盖能力和定量化遥感监测水平。
二 是 与 航 空 遥 感 监 测 结 合 ，即 与 航 空 遥 感 无 人 机 等 结
合，强化对突发环境事件和重点区域的监测能力。三是
结合地面环境监测网络台站数据，对大气、水、土壤及生
态等要素，开展卫星遥感与地面协同监测，加快推动我
国生态环境监测由点向面发展、由静态向动态发展、由
平面向立体发展，逐步形成天地一体化的生态遥感监测
能力。

卫星发射上去了，下一步我们要会同有关单位进行在
轨测试，完成在轨测试总结报告编写和评审。卫星交付使
用后，我们将举办应用技术培训，扩大高分五号卫星的应用
效果，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关准备。

■ 长江经济带总体水质好于全国平均水质

每日经济新闻：长江经济带水质状况怎么样？下一步
针对长江经济带水质监测有没有新的打算？

刘志全：谢谢你的提问。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战略，水
环境质量是长江经济带大保护的重中之重。根据最新监测
结果：2018 年 1 月~4 月，长江经济带总体水质良好，11 个省

（市）943 个 考 核 断 面 中 ，Ⅰ 类 ～Ⅲ 类 水 质 类 别 比 例 为
72.4%，Ⅳ类~Ⅴ类比例为 24.1%，劣Ⅴ类比例为 3.5%。应该
说长江经济带总体水质好于全国平均水质。

生 态 环 境 部 认 真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推 动 长 江
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思想，坚决
打 好 长 江 保 护 修 复 攻 坚 战 等 七 大 标 志 性 战 役 。 目 前 生
态环境部正在抓紧编制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实施方案，
将通过狠抓污染治理，实施严格的流域空间管控，强化
饮用水保护，深化污染减排，严厉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转
移和倾倒，加大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力度，严格执行船舶
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等措施推动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下一步针对长江经济带水质监测工作，重点需要开展
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自动站建设。2018 年 7
月底前，生态环境部将完成长江经济带 943 个国家考核
断面水质自动站建设工作，自动监测的指标包括 9 个指
标，再加一些特征性指标。自动监测的频次是每 4 小时

一次，数据实时发布。同时积极推进与长江经济带各省
控、市控地表水水质自动站实现互联互通，共享监测数
据，为及时把握长江经济带水质状况、预警潜在的水环
境风险提供坚强支撑。

二是研究制定并出台长江经济带水质监测预警办法。
定期开展长江经济带水质状况的评估，全面客观反映水质
变化情况，定期发布水质监测预警信息，及时通报省、市人
民政府，督促改善水质状况，推动地方政府切实采取措施，
改善水环境质量，从而推动长江经济带水环境质量持续稳
定改善。

三 是 扎 实 做 好 长 江 经 济 带 排 污 口 和 污 染 源 监 督 监
测 。 按 照 排 查 、整 治 、监 测 同 步 推 进 、分 阶 段 实 施 的 原
则，先期在 8051 个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开展监测，逐步
建立覆盖长江经济带所有入河排污口的监测网络，同时
加强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强化排污口的自动监测能力建
设 ，建 立 完 善 入 河 排 污 口 和 污 染 源 监 测 的 信 息 公 开
制度。

四是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
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作用，积极开展长江经济带生态
监测和评估工作。

五是强化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及时发布信息，鼓励公
众、社会和媒体的参与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