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依据《全国
污染源普查条例》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调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实施的
一项系统工程，是为全面摸清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家底采取的
一项重大举措。

目前，普查前期准备、清查建库、普查试点任务已基本完成，
为全面实施入户调查奠定了坚实基础。入户调查是污染源普查
最 关 键 的 工 作 ，涉 及 范 围 广 、技 术 环 节 多 、工 作 要 求 高 。 必 须 高
度 重 视 ，突 出 入 户 调 查 这 个 重 点 ，攻 克 入 户 调 查 这 个 难 题 ，千 方
百计提高入户调查质量，带动普查工作全面有序推进，确保按时
完成普查任务。

为推动入户调查工作顺利开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经生态
环 境 部 批 准 ，现 决 定 开 展“ 入 户 调 查 经 验 谈 ”征 文 活 动 。 此 次 活
动由生态环境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环
境报社承办。

一、主题内容：

征文主题为“入户调查经验谈”，旨在征集各地对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入户调查阶段的意见或建议。
二、活动时间：

“入户调查经验谈”征文活动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1月 31日结束。
三、来稿要求：

1.来稿应针对污染源普查工作入户调查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紧密联系实际，要求观点明确、有理有据、言之
有物，避免空洞说教、泛泛而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及决策参考价值。

2.来稿要求文字规范，表述完整，字数要求在 2000 字以内。
3.来稿应为原创，不得侵犯任何版权或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4.来稿请寄：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中国环境报社理论评论部收，邮编 100062，信封上标注“入户调

查经验谈”征文。
电子投稿请以附件形式发送至邮箱：wwpcxyc@163.com。注意：请在来稿中附上姓名、单位、邮寄地址、电话、

身份证号信息。
5.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四、奖项设置：

征文活动结束后，将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0名、优秀奖若干名。
联系人：郭婷 宋杨 电话：010-6711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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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9 月起，广东省珠海市
污染源普查工作正式进入入
户调查的重要阶段和攻坚阶
段，全市近 500 名接受过专业
培训的普查指导员或普查员
佩戴污染源普查证件，入户走
访逾 5000 个普查对象，执行
污染源普查任务。

珠海市污染普查工作起
步早、要求高。为保质保量完
成普查各阶段任务，珠海市充
分发挥各方合力，不断完善协
调联动机制，按照职责分工，
密切协作，加强市、区普查办、
各镇（街）、第三方技术机构、
两员和企业之间的协作。积
极利用本市的高校、行业协会
和国家科研院所、省环保学校
等专业技术力量对普查数据
进行质量把关。

珠海市不断强化督导督
办，市普查办定期对普查工作
进行督导推进，压实各区、乡

镇、街道的工作职责，对进展
滞后的地区采取督办、通报、
约谈等措施。通过倒排工作
计划，狠抓工作落实，把握工
作节奏，坚决杜绝“等、靠”思
想，力争率先完成省里下达的
工作任务，争创全省表率。

珠海市采取化整为零、分
类处置的方式，周密部署，迅
速行动。起草并印发了各类污
染源报表填报的技术指引，为
各普查对象填报提供参考，针
对各区普查任务量轻重情况，
提出差异化任务计划要求。

同时，还制定了各类污染
源普查时间计划，要求全市 9
月 30 日前完成集中式污染治
理设施的入户调查，完成行政
村生活污染基本信息调查工
作，完成入河（海）排污口的丰
水期监测；10 月 15 日前完成
移 动 源 数 据 采 集 ，完 成 入 河

（海）排污口报表填报。

10万企业纳入污染源普查范围

广东省东莞市纳入污染
源普查清查底册名录库的企
业共计 24 万余家，全市各单
位 按 照“ 应 查 尽 查 、不 重 不
漏 ”的 原 则 ，采 取 拉 网 式 排
查，通过比对、筛选，确定清
查对象 10万余家。

目 前 ，东 莞 市 级 及 各 镇
街（园区）均成立了污染源普
查领导小组，落实 79 名专职
普查工作人员，选聘普查员
3445 人、普查指导员 408 人，
全力推进污染源普查工作。

为 牢 牢 把 控 普 查 进 度 ，
东莞市严格执行一日一调度
制度，各镇（街）每日上报污
染源清查工作进度。通过调
度，全面了解清查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及时解决，对工作
落 后 的 镇（街）开 展 走 访 督
办，确保清查工作按时完成。

数据质量是普查工作的
“命脉”。为做好污染源普查

的质量控制工作，东莞市编
制了《东莞市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入户调查与数据采
集质量控制工作方案》，市、
镇两级普查机构分别组建专
门质控小组，成员由熟悉环
保业务、了解统计调查流程
和质量控制的部门负责人或
业务骨干组成，将质量控制
工作贯穿与入户调查与数据
采集的全过程。

根据清查结果，10 月 31
日前，东莞市要完成 10 万余
家污染源的入户普查工作，
约占全国工业源的 3.8%，数
量十分庞大。时间紧、任务
重，东莞市调集各方力量，创
新方法，迅速行动。目前，全
市各园区、镇（街）入户普查
正在稳步推进中。

如，松山湖、南城街道已
基 本 完 成 工 业 企 业 入 户 普
查，现主要进行普查数据整

理及移动终端输入工作；石
排镇已经完成首次入户调查
企 业 3063 家 ，入 户 比 例 为
88%；茶山镇的入户普查完成
率超过 70%；厚街镇污普办主
任带领镇污普指导员、普查
员深入到企业进行入户调查
指导，为企业负责人讲解污
染源普查的意义，为企业报
表填报答疑解惑，获得企业
高度赞扬。

此 外 ，为 保 证 全 市 污 染
源普查工作有序开展，东莞
市 围 绕 污 染 源 普 查 工 作 需
要，采取群众及普查对象能
接受的、通俗易懂的方式，利
用电台、电视台、报纸、新媒体
等媒介开展广泛宣传，向广大
群众和普查对象宣传普查的目
的、意义和主要任务，不断加大
市民对污染源普查工作的关
注度和重视度，为顺利完成
全面入户普查工作助力。

广东省佛山市切实加强统筹组
织，通过制度硬约束，多方紧密联动，
整合优势资源，打出强力组合拳，高质
量完成 13.43 万个底册名录的入户清
查，确定入户调查对象 8 万余家，占全
省的 12.8%，处全省前列，是普查重点
区域。目前，全面入户调查正在有序
推进中。

加强第三方监管，拒做“甩
手掌柜”

数据质量是普查工作的生命线，
为保证普查数据质量，佛山市要求各级
普查机构切实对辖区普查质量负总责，
遵从质量优先的原则，严格实施全过程
数据质量管控、严格分级审核制度，切实
压实各方责任，确保普查数据质量。

为切实保障普查质量可靠、成果
可用，佛山市各区充分发挥第三方专
业技术优势，引入高校力量、专业技术
机构等作为普查质量控制单位，并跟
随普查员共同入户，让质量核查贯穿
入户调查的整个过程。

同时，通过标书确定服务项目、合
同，规范工作过程，加强监管强化对第
三方的管理，明确第三方人员的岗位
职责，对责任心不强、工作不主动、不
积极的第三方支撑单位，要强化及时
约谈，屡教不改的进行书面通报。各
级普查机构与第三方人员合署集中办
公，建立起区、镇、村、第三方机构专人
沟通协调和责任机制，对工作进度实
施日调度、周汇报的监管模式。

此外，为切实履行普查工作主体
责任，佛山市优化组建并紧紧依托自
身骨干技术力量，补齐第三方支撑单
位在部分领域的能力短板，全面深入
组织参与入户调查一线工作，绝不过
于依赖第三方、当“甩手掌柜”，在关键
环节和技术要点上主动把关、亲自把
控，确保普查成果能够真实客观反映
全市环境现状，科学有力支撑污染防
治攻坚战。

“1+1”组合，提高普查效率

连月来，每当身穿“蓝马甲”制服
的普查队伍走进企业实地调查时，总

有 基 层 人 员“ 拍 档 ”出 现 带 路
指引。

佛山市通过多层次、多方式
开展污染源普查动员，对各区、镇
街、村居委早早发动污普工作宣
传，形成了市、区、镇、村（居）多级
污染源普查机构联动机制，并通
过培训规范工作流程，充分发挥
村居基层熟悉地形的优势，协助
开展拉网式普查。

据了解，现场入户调查中，佛
山 市 充 分 发 挥 协 查 力 量 ，采 用

“1+1”组合形式进行全程跟进，
其中，第一个“1”为村居协查人
员，全部来自镇、村，发挥其熟悉
地形的“活地图”优势；第二个“1”
为专业人才，主要来自第三方机
构，发挥其人员数量多、专业素质
高的优势，通过双方互补，取得了

“1+1＞2”的效果。截至目前，全
市每个村居（普查小区）均配备了
普查协查员，各普查小区协查员
与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有效对
接，实现普查人员一一搭配，普查
任务一一对应，确保权责清晰、任
务明确、衔接高效，沟通顺畅。

为 提 高 数 据 获 取 质 量 和 效
率，佛山市创新工作方式，利用信
息平台开发、制定行业样表、规范
入 户 标 准 等 手 段 ，取 得 显 著 成
效。南海区针对普查报表特点，
开发了“核对小程序”，以 100 家
企业估算，使用本程序能省下 6
个小时，极大提高了填报效率。

针对制造业专业集中度高，
同类行业生产、治污工艺、排污状
况有较高相似性的特点，组织全市
各级骨干技术力量分别对铝压延
加工、建筑陶瓷制品、家具制造等
12个典型行业工艺进行填报，样表
成果为全市及全省入户调查提供
了参考。禅城区、顺德区针对行
业特点整合多张报表关键信息，
重新制定普查报表简版和填报模
板，降低了企业填表难度。

力争率先完成入户调查

效率优先 质量控制 综合保障

广州兼顾质量效率推进普查
在污染源普查中，广东省

广州市凝聚多方力量，紧盯污
染源源的数量，全力保证入户
调 查 的 质 量 ，取 得 了 积 极
进展。

坚 持 把 效 率 优 先 贯 彻 于
普查工作全过程。谋划布置
早 ，试 填 试 报 早 ，问 题 发 现
早。8 月 10 日，广州市开始组
织普查报表试填报工作。通
过试填报工作共发现问题 211
个，为入户调查和培训工作积

累丰富的经验。普查指南下
发早，组织入户调查早。组织
编制了《广州市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普查技
术指南》、质量控制方案和岗
位责任制，并根据广州市工业
企业的特点，制作了 32 个行业
的普查样表，在入户调查前下
发到各区，供现场填报参考使
用。提早部署，采用纸质和电
子 版 填 报 方 式 开 展 入 户 调
查。8 月 31 日召开了全市污

染 源 普 查 入 户 调 查 工 作 部
署会。

坚 持 把 质 量 控 制 摆 上 污
染 源 普 查 成 效 的 关 键 之 位 ，
确保“一张图一套数一套核
算 方 法 ”目 标 达 成 。 在 普 查
对 象 填 报 关 上 不 松 手 ，普 查
对象填报后企业内部实行三
级 审 核 ，从 源 头 上 控 制 普 查
表填报质量。在普查员初审
关 上 不 松 手 ，普 查 员 到 现 场
根 据 企 业 提 供 的 证 明 材 料 ，

对 企 业 普 查 表 进 行 初 步 审
核。现场发现填报错误或填
报 信 息 不 全 、不 合 理 的 情
况 ，及 时 予 以 纠 正 。 在 普 查
指 导 员 复 核 关 上 不 松 手 ，对
普查员提交的所有报表进行
全 面 审 核 ，对 报 表 抽 样 进 行
现 场 复 核 ，复 核 比 例 不 低 于
10% 。 在 普 查 机 构 数 据 审 核
关 上 不 松 手 ，普 查 机 构 通 过
组 织 集 中 审 核 、部 门 联 合 会
审 和 专 家 审 核 的 方 式 ，对 汇

总 数 据 的 完 整 性 审 核 、逻 辑
性 审 核 、一 致 性 审 核 、合 理
性审核进行审核。

坚 持 把 综 合 保 障 视 为 入
户调查的助推器，持续增强工
作热情。注重在“三员”作用
上求突破，针对部分普查对象
不配合普查工作的现象，充分
利用村居治安员、环保员和网
格员熟悉当地和企业情况的
优 势 ，协 助 找 人 、找 企 业 、找
资料。

加强第三方监管
提高普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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