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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春节后
首个工作日，云南省委书记陈豪、省长阮
成发率队到昆明市专题调研检查滇池保
护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吹响新的“集结
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全省九大
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陈豪强调，要坚定贯彻“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战略导向，正确处理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统筹抓

好城市发展与滇池保护治理工作，调
整完善流域产业规划和布局，同步抓
好制度建设和立法工作，推动滇池流
域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把
改善提升滇池水质作为首要任务，多
管齐下解决流域水环境问题。

陈豪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把九
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重大的政治
任务和民生工程，坚持“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全面落实河（湖）长制，认真
履行职责，拿出具体措施，层层压实工

作责任；加大督查问效力度，严格监管执
法，严肃追责问责，对各类环境违法违规
行为“零容忍”。

阮成发强调，省直各有关部门要强化
大局意识，全力以赴帮助、支持、指导昆明
市做好工作，只要有利于滇池保护治理，就
要主动担当、积极配合、靠前支持，形成举
全省之力全力保护滇池的良好氛围。当
前，要协调做好滇池保护区域内相关搬迁
工作，迅速形成方案，加快工作进度，以实
际行动支持打好滇池保护治理这场硬仗。

云南省委书记省长节后上班专题调研检查滇池保护治理

推动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向纵深发展

断腕治气享红利 群众鼻子验真章
浙江嘉兴港区治气实现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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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渤海排污口排查在行动

野外作业，越是艰苦越向前

时间：2019 年 1月 18日
地点：唐山市丰南区黑沿子试点区

按照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部署，唐山市入海排污口排查
试点工作有序开展。为保障现场排查顺
利进行，陈尧、张海鹏、余云军、白昆霖四
名工作组成员伴着寒冬腊月的第一缕阳
光，奔赴黑沿子试点区实地校验现场排
查线路，研究验证信息采集、排查方案、
后勤保障等的适用性。

野外寒风凛冽，工作组成员根据不
同排查场景，提出针对性排查方法及策
略，先后对填海区、养殖池、河流、城镇、
工业园等典型区域进行探索尝试，不断
细化完善排查方案。同志们不畏艰辛摸
桥底、踏冰层、探水坑、扒草丛开展探索
性排查。通过理清排查思路、验证排查
流程、摸索排查难点、完善技术手段，为
日益临近的现场排查工作贡献力量。
生态环境部执法局监督执法一处供稿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王学鹏

山东省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感动
山东人物（群体）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日前公布，“在全国率先开展环境监测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从167个评选名单里脱
颖而出，上榜最具影响力的40个事件。

此次活动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委
改革办、省委党史研究院等部门联合开
展，最具影响力事件选取在山东改革开
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举措、重大
成就，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安德对
记者说：“被评为山东省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最具影响力事件，既是对全省
环境监测监控工作敢于尝试、改革创新
的肯定，也是对全省生态环境工作勇于
担当、锐意进取的鼓励。我们将不断深
化改革，全面建立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
障责任体系，健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
度，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
惩治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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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客观、真实。”

改革监测体制机制，挤干监
测数据水分

记者在泉城广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子站看到，白色站房上探出七八个采
样装置，站房内自动监测设备实时显示着
PM2.5、PM10、SO2、NO2等污染物的数据。

负责站点运营的青岛吉美来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大区经理李龙华告诉记
者 ：“ 我 们 从 2011 年 开 始 运 营 这 个 站
点，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运营维护管
理和奖惩的措施，确保监测数据质量真
实、准确。”

记者看到，站房墙上张贴着环境空
气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维护巡检制度、设

备维修维护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相关
制度，桌子上放着一沓空气自动站巡检
记录清单，巡检内容包括每周工作汇总
表、所有仪器运行状况检查记录等。

泉城广场监测子站是山东省 2011
年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TO模式改
革的先试先行点位之一，与单纯的第三方
运营模式不同，TO模式下政府部门把空
气站完全交给第三方运营公司，实行专业
化、社会化运营管理，即“监测设备有偿转
让，专业队伍运营维护，专业机构移动比
对，生态环境部门质控考核，政府购买合
格数据”。此举不仅是运营方式的改变，
更是监测机制改革的一大创举。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周杰对
记者说：“专业化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分

别独立开展运营、比对，互相监督，政府
环境监测部门对运营单位、比对单位进
行质控管理考核，数据质量明显提高。
空气站设备运行率和数据准确率均达
到 90%以上，运行成本（含设备更新）比
原有模式降低了 15%。”

“相比政府部门设备采购自行维
护 ，这 种 TO 模 式 下 整 体 委 托 运 维 管
理，我们专业化社会机构有着明显的成
本优势。”李龙华深有感触地说，TO 模
式下，数据质量和设备使用寿命与公司
效益直接挂钩，想要获得监测业务，做
大做强，就得以质取胜。只有审核上传
合格的监测数据，政府才会花钱购买。

下转二版

山东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事件公布

环境监测改革创新荣登金榜
◆本报记者魏然 通讯员管瑞凤

为了不打草惊蛇，不会水性的他用
轮胎做船、手做桨，在江上漂了半个多
小时；为了查实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
他在泥泞中蹲守了三天三夜，出来时已
是泥人一个……这不是电影《荒野求
生》的镜头，而是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
周俊的一次次执法经历。

“这是个‘臭硬’的小伙子！”省环境监
察总队副总队长彭守虎由衷感叹，“刚来
单位时他还是个临聘驾驶员，如今已成为
全国环境执法专家，这样的逆袭不容易。”

2004年9月，从部队退伍进入省环境
监察总队时，周俊只是一名临聘驾驶员。
作为驾驶员，随同事们深入执法一线的机
会多了，周俊深深爱上这支队伍。“福建环
境执法是全国的尖刀，我要做尖刀上的刀
尖。”五年后，周俊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
省环境监察总队的一名执法人员。

凭着一股子拼劲和硬气，这把福建
环境执法“尖刀”日益锋利。几年来，周
俊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407 件（司法移送

39 件，行政拘留 63 件）；办理上级督办
重点信访件 47件。

2016年8月，周俊被生态环境部抽调
为重点地区提供案件核审和法规保障。
期间，他克服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区域跨
度大等难度，共抽查374份案卷。

2017 年 7 月，在负责全国打击进口
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环境违法专项
行动的法制审查和大案督办中，周俊因
表现突出，生态环境部专门致函省政府
提出表扬。

2018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启动长江
经济带打击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违
法行为专项行动，周俊再次被抽调到部
工作组，负责起草行动方案和进驻手
册，审核 150 个工作组发现的问题，提
出挂牌督办建议等工作。

“工作太累时，他站着都能睡着，一
有任务马上清醒。”“好几年来，经常在
单位加班，有时候就在办公室睡。”同事
们调侃中带着关爱。

“这一路我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
定。”周俊说，“作为基层执法人员，经常
出差，最亏欠的就是家人，可当听到 6
岁的女儿说‘咱们这空气这么好，爸爸
的工作很重要，我很自豪’时，更坚定了
我努力的方向。风雨兼程，只为守护蓝
天、碧水、净土。”

周俊：做尖刀上的刀尖

图为周俊在
执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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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和帮扶两手都要硬
钟寰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既要抓
好生态环保督察督促检查，也要抓
好强化监督的指导帮扶，两种手段
不可或缺，相得益彰，两手都要硬。
这既是我们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实践经验
的总结，也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
挥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和增长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

在治污攻坚中，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及“回头看”传导了压力，促进
了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的落实，还有力推进了一些长效机
制的建立和一批突出环境问题的有
效解决，很多“散乱污”企业被淘汰
出局。两批 20 个省（区）的督察“回

头 看 ”公 开 通 报 了 103 个 敷 衍 整
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的典型案
例，推动解决 7 万多个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题，还围绕污染防治攻
坚战和其他领域突出问题，针对一
些地区和企业存在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开展机动式、点穴式专项
督察，推动了督察问责。地方党委
政府在接受督察和落实整改过程
中，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认识提高了，责任感、紧
迫感更强了，在安排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城乡建设和产业布局中，统
筹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和主
动性更强了，这就为解决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协同推
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提供
了有力保障和坚实基础。

在污染防治攻坚中，特别是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中，强化监督发挥了重要作

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
任务重、难度大，必须充分发挥地
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主体作
用。一些地方虽然有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愿，
但是一时找不到有效的路径和方
法；很多企业对国家环境政策、法
律 法 规 、标 准 和 环 保 技 术 缺 乏 了
解，在环境治理中力不从心，或投
入大量资金，却看不到明显成效。
强化监督既是监督，也是帮扶。生
态环境部门具有政策、技术、信息
优势，对地方和企业的环境问题比
较了解，在强化监督中加强指导和
帮扶，通过驻点研究、派出专家组
等方式予以“一市一策”指导，优化
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引导企业转
型升级，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就可
以有效推进地方和企业实现绿色
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
和企业在生态环境部门的帮助下，

实现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
效益多赢。而且，严格执法、加强
监 管 ，营 造 了 公 平 的 市 场 竞 争 环
境，很好地解决了“劣币驱逐良币”
问题，维护了环境守法企业权益。
同 时 ，严 格 监 管 倒 逼 地 方 痛 下 决
心，淘汰低效的落后产能，有力助
推了产业转型升级。京津冀加强
涉气污染企业治理和“散乱污”整
治，不仅推动区域 PM2.5 浓度大幅
下降，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还
促进了河北文安胶合板、永年标准
件等一批支柱型产业从低端向中
高端迈进。

督促和帮扶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这对生态环境部门和干部队伍
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苦练内
功，增强本领，不断提升综合素质，
实施更有效的监管、提供更热情的
服务，有力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保护。

本报记者张茉盘锦报道 辽 宁 省
2019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近日召
开。会议通报了 2018 年空气质量考核
指标完成情况，去年辽宁全省空气质量
改善明显，PM2.5平均浓度达到 38 微克/
立方米，同比改善 13.6%；达标天数比
例达到 81.1%，同比提高 5.3 个百分点，
两项考核指标均超额完成年度考核任
务。其中，大连、丹东、本溪空气质量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

2018 年，辽宁省继续扭住拆除燃
煤小锅炉、淘汰老旧车辆、秸秆禁烧等
重点任务不放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去年全年共拆
除燃煤小锅炉 4536 台，推进燃煤锅炉
改气、改电 951 台，完成 260 余台供暖锅
炉达标排放；全面整治“冒黑烟车”，对

超标车辆下达限期维修治理通知；印发
《辽宁省秸秆焚烧防控责任追究办法》，
加大管控力度；印发《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方案》，出台镁砂标准、编制印刷和
工业涂装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地方标准
等，使全省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但同时，辽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仍
面临诸多挑战，如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尚
不稳定、臭氧浓度居高不下以及 11 月
份 部 分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同 比 明 显 恶 化
等。2019 年，辽宁省将狠抓五项重点
工作，推进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一是统筹规划散煤替代工作；二是
全面开展超标柴油车整治；三是开展

“散乱污”企业治理；四是加强工业企业
达标排放监管；五是进一步加强重污染
天气应对工作。

PM2.5平均浓度38微克，达标天数比例81.1%

辽宁超额完成去年治气考核任务

◆本报见习记者朱智翔 记者晏利扬

“虽然因异味污染被关停 7 个月整
改，但我们现在真的是发自内心地感谢
环保部门。”新年伊始，浙江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方敏便率队赴嘉兴市开展“服务
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行动。见到
方敏，浙江嘉兴港区佳润新材料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蒋奇便连连道谢。

蒋奇另一个身份是嘉兴港区“治气
联盟”的网格长。从对环保两眼一抹
黑，到带领网格内 6 家企业协同治气，
蒋奇亲历了港区企业近年来在环保上
的坎坷历程，也见证了企业在环境治理
后带来的丰厚收益。

2018 年，遍布化工企业、曾经恶臭
远扬的嘉兴港区空气优良率达 85.9%，
比上年上升 5.4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低
于嘉兴市区，比上年下降 13.5%，创历
史最好纪录。日前，嘉兴港区管委会在
全省率先大胆提出争创“无异味企业”
行动，除国家环境标准外，还引入群众

“鼻子评判标准”。
蒋奇又有了新的努力方向。

构筑“治气联盟”，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强自治

走进浙江佳润新材料有限公司，空
气与厂区外没有什么不同。封闭的车
间里热火朝天，生产设备开足了马力赶
着完成订单。

“现在厂区里已经闻不到什么气味
了，如果在以前，走在厂门外异味就很
明显了。”蒋奇说，佳润公司 2013 年进
驻港区，主要生产窗帘涂面布，在生产
工艺和配料上都有自主知识产权。但
因主要生产原料丙烯酸很臭，生产过程
中散发的异味引来居民强烈投诉。

为清除异味，佳润公司曾经投入上
百万元建设废气处理设施，却因不懂环
保技术，导致选用设备不“对症”，运行效
果不理想，群众投诉仍然不断。2015年，
因群众投诉强烈，港区环保局开了“罚
单”，要求企业停产7个月进行彻底整改。

痛定思痛，在环保部门的指导支持
下，佳润公司狠下一条心，投入几百万
元巨资，对罐区、装卸区全部进行密闭
废气收集，重建了一个三厢式 RTO 蓄
热焚烧炉，并主动安装了 VOCs在线监
控装置。现在，企业废气已基本实现全
收集、全处理，实时监测数据还可从手
机 APP 上查到。

“这两年，随着异味问题的彻底解
决，企业没有再因环保问题停过产，甚至
在重大国际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时期，其他
同类企业都停了，我们没停。而且由于全
国环保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低小散’企
业整治，我们的订单反而越来越多了。”蒋
奇笑着说，企业经济效益逐年稳增。

2016年，港区成立“治气联盟”，把区
内 30多家化工企业根据地域划分为 6个
网格，每个网格推选一位“盟主”，佳润自
然成了“盟主”之一。至此，港区织就了一
张企业相互监督又协力治气的“净化网”。

建立“民间闻臭师”队伍，推
进公众参与强民治

“问题导向，闻臭而动；专业培训，

闻臭而巡；技术支持，闻臭而诊；执法跟
进，闻臭而查。想为港区的碧水蓝天出
份力吗？机会来啦！”日前，一则招募

“民间闻臭师”的微信公告在港区人的
朋友圈广为流传。

“港区，化工企业聚集，恶臭异味往
往是多组分、低浓度、低沸点的各种气
体物质的混合物，在监测方法、扩散规
律、控制技术选择方面不同于常规大气
污染。”嘉兴港区环保局办公室主任金
一介绍，检测仪器可以辨别挥发性有机
物数值的高低，但群众往往投诉强烈的
异味，却并不超标。

对此，港区环保局在开展企业环保
公众开放日活动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招
募港区村镇居民、信访群众、机关干部，
作为“民间闻臭师”判断企业气味对人
体的感官是否舒适。

家住港区的孙其林可算上资深“民
间闻臭师”了。

“我从港区组织企业环保公众开放
日活动时就开始报名参加巡查了。巡
查一般都是在晚上，之前要接受培训，
学习各种污染物的气味特征和安全知
识。”孙其林说，巡查时要穿上志愿者马
甲，戴上安全帽，跟随手持 VOCs 便携
式检测仪的环保局工作人员，一旦闻到
异味，就寻找疑似企业进入检查。

“以前附近居民是谈到化工厂都色
变，企业对信访群众也是关门不见。这
几年，通过环保整治和我们与化工厂面
对面的接触，真心感觉企业环保做得比
以前好多了，群众也能随便进和企业一
起查找问题了。”让孙其林深有感触地
说，“民间闻臭师”回来后同居民们一
说，周边群众也打消了疑虑，慢慢肯定
了政府和企业所做的努力。

创建“无异味企业”，创新机
制载体强共治

化工园区，在人印象中大多是管道
纵横、烟囱林立、异味此起彼伏。但走
进港区三江化工有限公司，花园般的厂
区内闻不到一丝臭气。

三江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嵘
国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近年来，三江化
工引进美国专利技术，处理生产过程产
生的各种废气。2017 年开始，公司又
陆续再投入 1100 多万元进行了 5 项废
气整治提升改造工作。

“通过这些举措，现在不仅全厂无
异味，而且乙烯和焚烧余热回收还带来
了经济效益，光乙烯回收一年就 1000
多万元。”丁嵘国说。

如今，尝到“甜头”的三江化工，又
积极响应港区管委会号召，提交了“无
异味企业”创建申请，成为首批 26 家申
创企业之一。

“‘无异味企业’创建是我们为打赢
蓝天保卫战推出的又一创新之举。”金
一介绍，“无异味企业”创建就是要激励
引导排放恶臭污染物的工业企业，通过
强化环境管理措施，做到厂界、厂区内
不易闻到“引起人们不愉快感觉及损害
生活环境的气体物质”。

对于创建成功的“无异味企业”，港
区会给予一系列激励性措施。

“我们的目标是 2019 年创建‘无异
味企业’20 家；2020 年创建 30 家，创建
率达到 90%以上，通过构建‘国标+民
标’的环保评价体系，努力营造全社会
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打赢蓝天保卫战
的良好氛围。”嘉兴港区环保局局长田
亨文说。

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补短板补短板

打好打胜攻坚战打好打胜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