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海日志

要闻02
2019.07.17 星期三 责编:王奎庭 电话: (010)67164950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zkyb@sina.com

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人物榜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朱
思
敏
：
普
查
一
直
在
路
上

◆本报通讯员沈子辰 王雯
记者晏利扬

朱思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区普查办的一名普查指导员。

原本可以坐在普查办里审核
普查报表数据、督促普查员调查
进度的他，自从普查入户调查工
作开始以后，普查办就很难再见
到他的身影。

他去哪里了呢？一手拿着企
业材料，一手拿着普查报表的人
是他；一边和业主交谈，一边记录
要点的人是他；一边看填报要求
指南，一边指导企业填写表格的
人还是他。

同普查员一起深入到企业去
调查，全面收集企业的有效材料，
是他在污普入户阶段每天在做的
事情，这样不仅可以实时保持和
普查员的沟通交流，而且能及时
解决普查员普查技术上的疑惑。
他自己也常说，不真正地下到企
业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产排污
环节及污染治理状况，又怎么能
发现企业报表中的问题，把控好
企业的填报质量呢。

入户过后就是紧张的定位工
作，时间也进入到了一年中最冷
的时候，但是他却依旧没有停下
普查的脚步。为 了 能 够 按 时 完
成 定 位 任 务 ，他 和 普 查 员 们 兵
分多路进行定位工作。有很多
企 业 规 模 非 常 小 ，而 且 位 置 非
常偏僻，但是在他的眼里，没有
哪 一 家 企 业 是 可 以 落 下 的 ，所
以 他常常一跑就是一整天，回到
家中已是深夜。

在随后的表格修改和 G106
表的核算工作中，他也依旧保持
着高昂的工作热情，合理安排每
天的工作内容，并且对每天完成

的核算内容进行审核，对存在问题的企业报表仔细
指出其错误，并实事求是地改正存在的问题。他也
时刻关注着区县整个的普查工作进程，热心帮助有
困难的同事解决问题，确保吴兴区的普查工作可以
保质保量完成。

污染源普查还在继续，朱思敏的工作也远还没
有结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污染源普查人，有这样
一颗做好污染源普查的心，才让我们的普查工作更
加扎实。

◆本报记者周雁凌 董若义
通讯员李盈盈

在山东省邹城市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有这么一个“小
集体”“大家庭”——他们既责任到
人、分工明确，又团结合作、协调一
致，各自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点滴行
动散发着光和热，保质保量完成了
全市污染源清查建库、入户调查、
质量审核等阶段性工作任务。

普查工作的中坚力量

邹城市污染源普查办公室副
主任相启光，参与过第一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现在又接过第二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的指挥棒。他有条不
紊地调动每个同志的积极性和主
动 性 ，充 分 发 挥 每 个 人 的 聪 明 智
慧，使普查团队拧成一股绳，形成
强大的工作合力。

工作中，他还要统筹兼顾总量
减排、环境统计、排污许可、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等许多环保工作，经常
是 挂 了 这 个 电 话 ，又 接 起 那 个 电
话，忙得焦头烂 额 、身 心 憔 悴 ，尤
其 在 清 查 结 束 即 将 入 户 调 查 的
艰 难 时 期 ，时 常 夜 不 能寐。他对
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既然工作
早晚都要干，咱就努力干，提前干，
往好里干。”

技术指导组组长赵燕，是一名
有近三十年工作经验的老环保。她
常年奔波于各行业企业进行监督检
查和采样分析，非常熟悉企业的产品
产量、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污环
节、治污措施、排放情况等实际现状，
干起污染源普查来得心应手。

尽管年近五十，她仍然焕发着
强烈的工作热 情 ，经 常 和 其 他 同
志一起加班至深夜。几个年轻人
心疼地劝她：“赵姨，您就别和我们
一块加班了，休息一下吧。”她总是

笑着说：“没事，我这百十来斤还挺
得住。”

普查期间，赵燕常常以单位为
家，在技术攻坚克难的重要时刻，
总能及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
法，发挥着技术指导的关键作用。

担任综合协调组组长的李艳
红，2007 年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后
一直从事环保事业，大家都亲切地
称呼她“李研究”。她具体负责市
污染源普查办公室的综合协调工
作，包括起草文件、制订方案、编发
简报、撰写报告、上传下达、综合调
度等，并协调住建局、农业局等单
位做好生活源、农业源普查工作。

“小宋，抽空来修改一下生活
源数据吧。”“李姐，有几家规模化
畜禽养殖场数据不全、逻辑关系不
对。”办公电话成了李艳红的“热
线”，经常响个不停。她总是耐着
性子和住建、农业、畜牧部门的普
查人员保持沟通联系，共同致力于
普查工作。

李艳红还是一位二孩妈妈，去
年 5 月还未休完产假就直接加入
到污染源普查这个“大家庭”。白
天忙工作，晚上忙孩子，抽空还要
忙些原单位总量办的工作，恨不得
有分身术，有三头六臂。每天像个
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但她还是咬紧
牙关硬挺了过来，做到工作、家庭
两不误，辛苦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
普查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以及孩子
成长带来的幸福感。

普查队伍里的年轻人

晚上，邹城市普查办公室经常
灯火通明，那是两位 90 后小伙子
在加班，他们分别是贾波和程浩，
也是工业源普查的重要力量。第
一 次 参 加 污 染 源 普 查 ，对 他 俩 来
说，真正掌握报表制度、指标内容、
对应关系等业务知识还是有点困

难。但他们不畏艰难，勤于学习，
先后参加了山东省、济宁市举办的
技术培训，个人专业素养和实践能
力得到稳步提升，逐步成长为责任
心强、业务过硬的技术骨干。先后
组织 16 个镇街 200 多名普查员和
普查指导员进行工业源清查摸底、
全面入户调查和报表审核修改工
作，面对复杂的普查表格，不厌其
烦地分析每一个逻辑关系，认真解
决每一个“疑难杂症”，好多镇街普
查 员 和 企 业 人 员 都 叫 他 俩“ 贾 专
家”“程专家”。

为进一步提升完善各种报表，
他们联合第三方技术骨干潘洪波，强
化数据审核，分行业、分类别进行数
据比对，对出现的异常值、逻辑不符
等问题进行汇总、分析、评估。

付 出 就 有 收 获 ，努 力 就 出 成
绩。山东省普查办《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 G106 表填报
通报》中，邹城市 G106 表填报完成
率为 68.31%，名列济宁各县市区第
一名。

冯雪和刘芯宇是普查办档案
管理人员，负责指导镇街、企业汇
总整理“一企一档”，完善各类档案
材料，以及组织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和空间信息采集工作。冯雪是
个风风火火的女孩，有事情就要立
马解决绝不拖延，常常为了弄清楚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排污去向、受
纳水体等信息，立即赶到实地查看
具体情况。

刘芯宇则是一个腼腆又细心
的大男孩，总是提前到办公室打好
水，收拾好卫生，然后分类整理照
片等普查档案资料。空间信息采
集正值寒冬腊月，采集工作强度很
大，他会同镇街普查员和普查指导
员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昼夜加
班，顺利完成空间数据采集工作，
为污染源普查信息库成图打下了
坚实基础。

“努力干，提前干，往好里干”
——记山东省邹城市污染源普查团队

山西开展城市人居环境改善攻坚行动
以补齐设施短板为重点，强化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等建设，积极构建宜居环境

◆本报记者高岗栓

到2020年，设区城市全部实现建成区生活污水全收
集、全处理，生活垃圾全焚烧、污泥“零填埋”；设区城市市
区公交车、出租车、环卫车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到
2022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力争退出全国倒数第三名，
稳定退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倒数第一名，力争达到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平均水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年达到
42%以上。

近日，山西省出台《山西省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攻坚行
动方案（2019-2022年）》，明确提出将以跨入全国第一
方阵为目标，以补齐设施短板为重点，强化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垃圾分类、清洁取暖、新能源汽车、公厕改造、环城
绿色屏障6方面建设，提升城市品质，积极构建健康、便
捷、宜居、和谐的城市人居环境，精心打造黄土高原上的
美丽家园。

控煤抑尘，打造清洁城市环境

山西是我国煤炭大省，也是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省份。为解
决冬季燃煤污染问题，山西省提出积极推进清洁取暖和散煤替代
工程，以集中供热为主，“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取暖为辅，全面
完成年度清洁取暖改造任务。

推进燃煤锅炉淘汰。县级及以上城市在完成建成区淘汰每小
时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茶水炉等燃煤设施基础上，进一步加
大淘汰力度，2020 年 10 月 1 日前，重点区域基本淘汰每小时 35 蒸
吨以下燃煤锅炉。

推进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全省每小时 65 蒸吨及以上燃
煤锅炉，以及位于城市建成区的燃煤供暖锅炉、生物质锅炉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基本完成
低氮改造。

同时，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植被稀疏，扬尘污染突出。专家指
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山西扬尘污染问题，一方面要加强生态建设，
另一方面要强化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污染管控。

为此，山西提出打造生态宜居环境，全省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 2020 年达到 41%以上，2022 年达到 42%以上；设区城市环城地区
可视范围宜林荒山绿化率 2020 年达到 80%以上，2022 年城市国土
绿化品质有效提升。

同时，要求全省各地强化建筑工地施工扬尘监管，大力推行绿
色施工。到 2020 年，建筑施工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
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要达
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加快推进智慧工地建设。5000 平方米及以上土方建筑工地
要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利用“智慧建筑”管理平台，加大
执法检查力度，减少城市道路扬尘，提升机械化清扫率。

加快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城市污泥
无害化处置，是山西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项
重要内容，也是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迫切需求。

为此，山西明确提出，2019 年，太原、晋中、临
汾、运城市要率先实现建成区生活污水全收集、全
处理，其他设区城市 2020 年全部实现。全省城镇
生活污水处理率 2020 年达到 92%以上，2022 年达
到 95%以上。

同时，结合道路、老旧小区等改造，加快改造
雨污合流管网，新建道路全部实行雨污分流，汾

河、桑干河流域市县未完成改造的污水处理厂，
2019 年 9 月底前要全部完成提效改造，实现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 3 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稳定
达到地表水Ⅴ类标准。

加快推进污泥规范化处置。2019 年太原、大
同、忻州、长治、临汾 5 市污泥无害化处置中心建
成投运。

设区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中心 2020年全部建
成，实现污泥“零填埋”。全省污泥无害化处置率
2020年达到95%以上，2022年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置。

全收集全处理，加快污水污泥处理设施建设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
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
要体现。

当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山西明确提出，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要
大幅提高。到 2020 年，设区城市生活垃圾实现全
焚烧、“零填埋”，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全覆盖。

未来三年，山西省将取消党政机关、办公区域
以及主要街道和城市重点片区摆放的垃圾箱，实
施定点分类投放，示范带动公众。

太 原 市 作 为 全 国 46 个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试 点

城市之一，到 2020 年要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
处 理 系 统 ，形 成 可 推 广 、可 复 制 的 生 活 垃 圾 分
类经验。

其他设区城市要选择一批试点单位加快推
进，到 2020 年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
盖，至少有 1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片区，到 2022 年至少有 1 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
全覆盖，其他各区至少有 1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另外，积极推进 50 万人以上人口大县餐厨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2022 年全部建成或实现就近消
纳处理。

全焚烧“零填埋”，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

为减少机动车污染，山西省将采取加强监管、
市场驱动和经济激励等综合性措施，促进老旧机
动车淘汰。2020 年底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4 市
和汾渭平原 4 市完成国家下达的国三及以下排放
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任务。禁止销售普通柴油
和低于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

推 广 使 用 新 能 源 汽 车 。 全 省 城 市 建 成 区
新增和更新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
物 流 配 送 车 辆 使 用 新 能 源 或 清 洁 能 源 汽 车 。
2019 年 全 省 新 增 更 新 公 交 车 中 新 能 源 公 交 车

占 比 达 到 80%。 2020 年 设 区 城 市 建 成 区 公 交 、
出租、环卫车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城市
新增渣土运输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现有
渣土运输车辆全部采用全密闭、全定位的新型
环保渣土车。

大 力 发 展 公 共 交 通 。 进 一 步 完 善 城 市 交
通体系，不断提高公交站点覆盖率和公共交通
机 动 化 出 行 分 担 率 。 太 原 市 不 含 步 行 的 公 共
交 通 出 行 分 担 率 达 到 30%以 上 ，其 他 设 区 城 市
达到 20%以上。

淘汰更新，公交、出租、环卫车辆更换为新能源车

本报记者吴玉萍 白刘黎兰
州报道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近日已入驻甘肃，并召开
甘肃省党政主要领导沟通见面
会、督察甘肃工作动员会和甘肃
工作汇报会。当日 19 时 30 分，甘
肃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召开扩大会
议，迅速传达会议有关精神，并就
深入贯彻会议精神和进一步做好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配
合保障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甘 肃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党 组 书
记、厅长雷思维强调，中央第五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甘肃省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近两年
来甘肃省生态环境工作的“政治
体检”，也是对甘肃省生态环境系
统工作作风的全面检验。

雷思维表示，中央第五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甘肃省期
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配合保障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全体工作人

员，要坚决抵制作风漂浮、工作不
实现象，在思想上、行动上高度统
一，确保积极高效做好配合保障
工作。

雷思维对后续三个方面的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是做好宣
传报道工作。认真落实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规定的宣传工
作，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反映问题
的报道，做到去伪存真、正确研
判，力争为全社会传递全面、客
观、准确的信息，为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二
是对甘肃省委书记林铎在汇报讲
话中提到的 8 个方面问题，进行
再梳理、再细化，深度吃透、切实
消化，保证督察整改取得实效。
三是建立档案系统。在省协调联
络组统一指挥下，通过流水式档案
管理系统，各工作小组实现密切
协作、互通共享、高效运转，为督
察组做好全方位保障服务。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扩大会议要求

全力配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本报记者陈婉

7 月 16 日 13：30，一声长鸣，中国海监
108 号驶出大连市棉花岛综合执法码头，
即将开始执行渤海水质监测夏季航次辽东
湾航段的监测任务。

“此刻我的内心十分激动，像波涛汹涌
的大海一样。”站在二层的甲板上，看着生
态环境部的标志，中国海监 108 号船长徐
新斋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是中国海监 108
号入列后第一次执行任务，也是生态环境
部第一艘专业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船。

徐 新 斋 边 走 边 告 诉 记 者 ，中 国 海 监
108 号具备在我国近岸和近海海域开展海
洋生态环境监测及海洋综合调查等工作的
能力，满足常规监测、应急监测及先导性研
究监测等多种业务需求。

据了解，这艘 500 吨级的中国海监 108
号船全长 49 米，船宽 9.4 米，型深 4 米，吃水
2.6米，正常排水量 585吨，满载排水量 594.5
吨。船员定员 15人，科考定员 23人，会议室
可容纳 13人，具备在线视频会议功能。

在徐新斋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驾驶
舱。走到驾驶位前，徐新斋在一个平淡无奇
黑色的正方形前，按照它的样子比画了一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骄傲地告诉记者：“深得我心的非他莫属，这是光电跟踪监视系统。”

“这套系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取证员’，它能及时捕获和自动
跟踪目标。如果前方的船偷排污水，它将通过串行数据算出目标地
理位置，叠加在取证图像上，在录像中可将事件发生的日期、事件和地
点自动叠录在一起，将记录的视频图像和图片存储在计算机上进行回
放。”徐新斋告诉记者，这将为日后处罚海上偷排污水的行为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

“北斗”台前，一张 A4 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经纬度。徐新斋介
绍说，这是本次任务监测站位的具体方位，共 46 个。航线计划环
辽东湾逆时针方向航行，航段全程约 700 海里。如果海上风力在
5～6 级，计划作业时间为 6 天；如果海上风力超过 6 级，估计需要 8
天的作业时间。

“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遇到大风要及时靠港避风，注意
安全防护，克服麻痹思想。”启程前，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办公室
副主任姚翔在安全教育会议上反复强调安全的重要性。

出航前，针对海上工作交叉统筹难、安全压力大等情况，徐新
斋带领船员对任务重点、难点及风险隐患进行了分析，全面检测和
测试了设备动态性能，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任务实操训练和重点
岗位人员任务前参试能力评测，旨在确保航程顺利并圆满完成
任务。

有了这位“108”号新兵的成功入列，相信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
坚战和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来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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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生态环境部第一艘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船正式出海啦！这艘名叫中国海监108号
的船，7月16日正式出海，开始执行渤海水
质监测夏季航次辽东湾航段的监测任务。

这艘船有哪些本领？它可以满足常规
监测、应急监测及先导性研究监测等多种
业务需求。

中国海监108号每天会发生哪些新鲜
事？本报今天起开设“航海日志”栏目，独
家报道本报随船记者每天的所见所闻。

中国海监 108号已出海，开始执行辽东湾航段的监测任务。
本报记者陈斯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