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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改善，我给你补偿款；水质恶化，你要付我补偿金”

金华试行全流域上下游水质生态补偿机制
◆本报见习记者朱智翔 通讯员施项记者晏利扬

“水质改善，我给你补偿款；水质恶化，你要付我补偿金”。由于水质改善，
今年初，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获得1794.7万元的流域水质生态补偿款。这是
2018年1月，《金华市流域水质生态补偿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补偿办法》）和
《金华市流域水质生态补偿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补偿细则》）实施以
来，首次落实的流域水质生态补偿款。

据了解，《补偿办法》和《补偿细则》是金华试行全流域上下游水质生态补
偿机制的体现，旨在通过推行“谁受益、谁补偿”的方式，强化各地流域水环境
保护属地责任，持续改善流域水质。

一叶轻舟，双溪泛游。当年，词人李清照站在金华
郊外深情咏吟的美景，如今身临其境，风光再现的背后
是 金 华 治 水 实 现 全 流 域 Ⅲ 类 以 上 水 质 的 生 动 写 照 。
2016 年出台的《金华市流域水质考核奖惩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奖惩办法》）和《金华市流域水质考核奖惩实
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奖惩细则》）便是金华市治水

“法宝”之一。
作为全国首个市县两级“双向补偿”的流域水质考

核奖惩制度，《奖惩办法》和《奖惩细则》试行两年来，金
华市财政已支出 1.25 亿元，奖“好水”，罚“差水”，很好地
督促了各地水质稳定提升。

但是，随着水质不断提升，2016 版《奖惩办法》和

《奖惩细则》较低的奖励门槛和惩罚标准，使得符合奖励
条件的县（市、区）越来越多，而应予罚款的地方却越来
越少，激励、倒逼的作用日趋减弱，已不能满足新时期巩
固提升治水成果的需要，不能成为高标准推进治水工作
的高效“指挥棒”。

为切实发挥激励、倒逼作用，金华制定实施了 2018
版《补偿办法》和《补偿细则》。“2018 版《补偿办法》和

《补偿细则》的制定实施，把过去上级对下级考核式监
管，融入了下游属地对上游属地的自发式监督，直接
关乎水域流经县（市、区）的经济利益，能更好地调动
全 域 治 水 的 积 极 性 。”金 华市治水办（河长办）相关负
责人说。

■行政性变市场化，纵向奖惩变横向补偿，破除原有机制弊端

■ 每月监测核算，定期通
报考核，发挥生态补偿更大作用

2018 版《补偿办法》和《补偿细则》具体是如何规定
的，又有哪些创新呢？

更聚焦于水质持续改善。2016 版《奖惩办法》规
定，水质达到Ⅰ类、Ⅱ类的断面有奖励，而达到功能区要
求的Ⅲ类断面水质改善情况只需与去年同期相比，浓度
好转 50%以上就有奖励，比去年差也不用罚款。而 2018
版《补偿办法》则明确，对于水质达到Ⅰ类、Ⅱ类的断面
及达到功能区要求且水质相比前三年保持稳定或好转
的Ⅲ类断面，下游县（市、区）人民政府给予上游县（市、
区）人民政府经济补偿，水质越好得到的补偿金额越大；
反之，水质超标或虽然达到功能区要求但水质变差，上
游则需要付给下游补偿金，水质越差付出的补偿金额也
越大；其中市界出境断面实行市人民政府与县（市、区）
人民政府进行“双向补偿”和“兜底补偿”。

不仅把水质变化的时间跨度从一年增加到了三年，
而且 2018 版《补偿办法》还体现出了“改善多多补、恶化
多多付”的理念，避免了有的地方为了 GDP，放弃今年，

为翌年腾出进步空间，出现水质一年差一年好的“钟摆
式”反弹情况，起到了持续推进水质改善的作用。

水质评价更为精准严格。2016 版《奖惩细则》和
2018 版《补偿细则》都实行“3+X”污染因子评价，其中

“3”都是指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总磷 3 个主要污染因
子。但“X”，2018 版《补偿细则》则把 2016 版《奖惩细
则》16 项指标扩展到 18 项，范围更大、要求更高。“通过
基于评价标准的污染因子浓度和污染量（环境容量）来
综合评价水质，计算补偿金，更精准、严格，也更有说服
力。”金华市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钱益跃表示。

补偿的标准更高。2018 版《补偿细则》各类别的补
偿系数在 2016 版《奖惩细则》对应的奖励、惩罚系数上
均有所提高，比如给予补偿金的Ⅰ类水从 150 元/万吨
水提高到 300 元/万吨水；Ⅱ类水最高标准从 90 元/万吨
水提高到 100 元/万吨水。需缴纳补偿金的Ⅴ类水从
150 元/万吨水提高到 800 元/万吨水；劣Ⅴ类水从 200
元/万吨水提高到 1000 元/万吨水。

■评价更严，标准更高，聚焦水质持续改善

水质取样员黄颖飞近日来到金华市区东关大
桥，细致取样后，再经过检测，他手中的水样就成
为评价水质情况好坏的指标之一。

除了手工监测，还有自动监测。只有通过手
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相结合的方式，才能科学评价
水质情况好坏，才能作为金华市流域水质生态补
偿的依据。目前，金华全市有 21 个水质自动监测
站，每 4 小时会自动生成一次水质数据。同时，金
华市环境监测中心于每月月初还要进行手工监
测，监测人员和第三方机构对采样水的 24 个指标
进行数据分析。

根据监测分析的水质情况，流域水质生态补
偿资金每月核算一次，依据每个交接断面的月均
监测数据和市水利局提供的月均水量，计算该月
的补偿金额，并于年底统一结算。

每月核算，年底结算。“我们经过多地调研，认
为按月考核的方式更有助于推动流域属地的常态
化治水工作。”金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周怀
中说。

2019 年初，金华各县（市、区）已落实了 2018
年相互之间的补偿款结算。截至今年 8 月，以婺
城区为例，根据水质监测情 况 ，1 月 -8 月 婺 城 区
需向上游的金东区、开发区分别支付生态补偿
金 172.4 万元、173.6 万元，从下游的兰溪市获得
生 态 补 偿 金 222.1 万 元 。 另 外 ，在 有 市 界 出 境
断 面 的 县（市），金 华 共 有 磐 安 、武 义 、浦 江 、东
阳 4 个县（市）可获得市财政的“兜底补偿”，共
计 3470.2 万 元 。 其 中 ，磐 安 分 别 在 4 个 出 境 断
面上水质“胜出”，共可获得 1849.6 万元的市政
府财政补偿款。

水质监测、核算补偿是金华市流域水质生态
补偿工作的基础和关键，但要想生态补偿工作发
挥出更多、更大的作用，还需要定期通报公示、挂
钩考核考评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加持。

如今，金华市政府除了按月开展流域水质生
态补偿核算外，还把每月流域水质生态补偿情况
第一时间通报给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并登报公
示，接受公众监督，营造“你追我赶、不甘落后”的
治水高压态势和良好氛围。同时，流域水质生态
补偿情况也与领导干部实绩考核考评挂钩，进一
步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加大问责力度，对因工
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水环境质量恶化、造成严
重后果的领导干部，要记录在案，视情节轻重，给
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已经离任的也要终
身追究责任。

本报讯 红色香山是党中央“进
京赶考”第一站，见证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奠基的光辉历史。

近日，生态环境部普查办党支
部集体前往香山革命旧址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重温共产党人的赶考“初
心”。在双清别墅，全体党员和入党
积极分子认真学习我们党在北京的
故事、新中国开国的 故 事 、中 国 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故事。普查办党
支 部 书 记 、主 任 洪 亚 雄 带 领 大 家
集 体 面 向 党 旗 庄 严 宣 誓 ，重 温 入
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年底前圆满
完成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的信心和决心，为
建设美国中国、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提供基础支撑。

这次主题党日活动深化了普查
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成果，增强了党员担当作为的内生
动力和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

汪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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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秸秆资源综合利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大力推广水稻收
割打捆一体化作业，打捆后的稻草既能做牲畜过冬饲料，又可以作为工
业生产原材料。目前，全县数以万亩的农作物秸秆实现打捆回收、循环
利用，有效促进了环境保护和农民增收。 人民图片网供图

助力攻坚做好普查

◆本报记者刘晶 实习记者李菁

2017 年以来，污染源普查工
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目前，深圳
市已扎实完成了数据审核、质量
核 查 工 作 ，即 将 核 定 普 查 数 据
库。数据是否准确？质量是否过
关？深圳严阵以待。

以建立制度编制文件为
基础点

工作伊始，深圳就围绕普查
数据质量控制工作制定了《深圳
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管
理制度》《深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质量控制实施细则》等制
度 ，建 立 起 了 严 格 的 质 量 控 制
制度。

在填报阶段，为提高入户效
率和填报质量，深圳编制了 1 份工
业源通用样表及 9 个重点行业的
普查样表，帮助一线普查员熟悉
报表的填报要求和各行业填报的
技术要点。

在审核阶段，围绕数据审核
的重点难点，有针对性地编制了
工业源报表审核指引、工业源报
表审核要点、行业审核要点、软件
审核规则等 28 份文件，极大丰富
了数据审核的技术指导资料，形
成一个相对全面的数据审核技术
资料库。

以建立质量审核体系为
关键点

据介绍，深圳普查工作实行
“ 普 查 对 象 - 普 查 员 - 普 查 指 导
员-区第三方质控单位-区普查

办-市督导组-市普查办”七级审
核机制，同时设立质量控制岗位，
派专人负责，明确各级普查机构
质量控制责任人，引导各区重视
质量控制工作，多层次、多角度把
控数据质量关。

派驻督导组，从市级层面抓
数据质量。在入户普查期间，市
普查办向各区派驻了近 50 人的督
导组，因地制宜地对各区普查进
度及质量控制工作开展了全过程
监督指导，并且对全市 1179 家重
点 排 污 单 位 全 部 进 行 了 详 细 审
核。同时，不定期对各区普查报
表进行抽查核实，特别是从今年 2
月开始，督导组每周对各区的报
表抽查两次，每次不少于 15 家（其
中至少包括 5 家重点排污单位或在
管企业）；每周到各区现场核查两家
重点排污单位或在管企业，核对填
报数据与现场情况的一致性。

成立核查小组，全面掌握数
据质量。在今年 1 月和 6 月，深圳
市普查办联合各区、各相关单位
及市督导组，成立了 11 个核查小
组，分别对入户调查与数据采集
阶段、污染物核算阶段的数据开
展了质量核查。通过纸质报表审
核及现场核实相结合的方式，在
全市 11 个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
区）抽取了 23个街道（镇）、37个社
区进行核查，并要求及时整改完
善，以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加强集中会审，提升数据整
体质量。今年 6 月-9 月，深圳市
普查办组织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市生态环境局相关处室开展
了 4 次集中会审，重点对全市工业
源（特别是重点污染源）开展了区
与区之间的交叉审核，针对报表

中的各项指标着重比对环统等监
管数据，从宏观、中观、微观多层
面分析，及时核实修正存疑数据，
确保数据的合理性。

以利用高科技手段为着
力点

文件的编制、体系的建立让
深圳污染源普查工作得以顺利开
展，而在具体实施中采用高科技
手段更是确保数据质量的一种强
化剂。

记者采访时发现，“深圳污普
小帮手”APP 被全省普查同志们
津津乐道，成为各市争相使用的
高效工具。

这个 APP 不仅能实时显示所
在地点经纬度、小区代码、排水去
向，还囊括了行业分类查询、指标
解释查询、风险物质查询、危化品
俗名查询、编码规则查询、单位换
算等多种功能，大大提高了各地
填报效率和质量。

做好前置质控工作成为深圳
在提升数据质量这条赛道上的助
跑 器 。 记 者 了 解 到 ，深 圳 市 于
2018 年初开发了“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质量与进度管理系统”，
市普查办质控组利用该系统对各
区普查进度及质量控制工作进行
跟踪监督，随机抽查各区部分报
表进行评分，并将结果反馈至区
级普查员。

在质量核查阶段，深圳使用
大数据技术，把一些潜藏很深的问
题充分发掘出来，普查办同志们都
说，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打通了数据
审核最后“一公里”，为深圳审准普
查数据插上了高效的翅膀。

健全机制、创新手段，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质量控制贯穿深圳普查全过程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
报道 记者近日从四川省生
态环境厅获悉，四川省总体
通过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质量核查工作。

据了解，在本次核查工
作开始之前，生态环境部普
查办随机选取了成都市、德
阳市作为核查区域，同时随
机抽取了 105 家工业源（包
括 两 家 伴 生 放 射 性 矿 企
业）、20 家农业源、10 家集
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作为核
查对象，封存信封中。

检查组抵达成都后，讨
论 工 作 方 案 ，明 确 责 任 分
工，细化工作流程，签署廉

洁守纪承诺书，检查了四川
省 普 查 数 据 自 审 、现 场 复
核、名录比对核实、省级质
量核查工作开展情况等工
作。随后，检查组赴成都市
和德阳市对抽取的工业源、
农业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生活源和移动源普查表
进行了全面质量核查。

下一步，四川省将严格
按照核查组的要求，根据生
态环境部普查办明确的时
间节点和工作要求，认真对
标对表，持续抓好下阶段质
量核查、档案整理、报告编
制等各项工作，保证全省普
查任务如期顺利完成。

认真对标对表 持续抓好普查

四川核查工作通过国家检查

◆本报见习记者邹祖铭

10 月 24 日 晚 8 点 ，随 着 专 项 比 武 的 结
束，第二届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大比
武活动落下帷幕。记者在比武现场看到，选
手们一张张略显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轻松
的笑容。没有赢得上场机会的后备选手，即
便只能帮助参赛选手做些调试设备、样品准
备的活，也觉得“来了，就是值”。

准备近 5 个月，3 天连续考试至少 12 小
时，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
验。而这些选手都把参与这次大比武的机会
看得很重，既是荣光，也是责任。33 支参赛
队伍无不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地投入这
次监测实力的“大阅兵”。

自我加压，全力以赴日夜备赛

提到环境监测大比武，湖南队的选手们
一点也不陌生。为了给环境监测一线人员提
供展示自我的平台，截至今年，湖南省已连续
举办了十三届环境监测大比武。

在大比武现场，大家常常能看到湖南省
的领队、联络员和选手们胸前别有“监测湘
军”的徽章。在收到第二届大比武的“英雄
帖”后，湖南省生态环境厅从 41 个省内代表
队、181 名选手中选拔出 9 名选手参加这次全
国比赛。

来到南京之前，这 9 名选手已经进行了
两个月的封闭训练。一本本厚厚的专业书，
一次次复杂的实际操作，基本构成了他们平
日生活的全部。

到南京之后，选手们丝毫不敢懈怠，依旧
让自己处于封闭的状态。“我都不敢拉窗帘睡
觉，如果手机不定闹钟很容易睡过头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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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参赛队员说。
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将自

身与“外界”隔离，全力以赴日夜
备赛，几乎成了各队的日常。

比学赶帮超，提升监
测队伍整体实力

大比武的举行，在全国生态
环境监测队伍中掀起了一阵“比
学赶帮超”的热潮。

参赛前的集训，成为每支队
伍不可或缺的环节。集训期间，
选手们要全神贯注，尽可能掌握
更多的环境监测知识和技能，从
而更好地应对这次全国大比武。
为了心无旁骛、全力备赛，参赛队
伍 里 涌 现 出 许 多 令 人 动 容 的
故事。

内蒙古代表队的一名选手把
孩子和父母接到了呼和浩特市，
一起租房度过了集训时光；上海
队的一名女选手在集训期间请来
婆婆帮自己照顾哺乳期的孩子；
河北队的一名选手干脆把两个孩
子送回老家，委托老人照顾。他
们排除万难，下定决心把心中的
牵挂转化为必胜的动力。

“贵州代表队存在一定弱势，
我们想通过大比武学习兄弟省份
的 先 进 监 测 经 验 ，帮 助 自 己 进
步。”贵州参赛队领队张勇这样谈
到参加全国大比武的初衷。

在西藏代表队，记者了解到，
半数选手的老家并不在西藏，他
们在大学毕业后，被“人才引进”
到西藏，服务于西藏的环境监测
事业。面对大比武，他们深知自
身与其他省份队伍存在差距，只
有不断学习，才能一点一点赶上。

大比武活动的总裁判长王业
耀向记者表示，在监测实力上，各
队之间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强弱
比较明显，但举办大比武的一个
重要目的就是要以强带弱，提升
监测队伍的整体实力。本次比武
期间的现场操作全程 24 小时录
像，赛后会将技术能手现场操作
的视频发给各地方便大家学习，
让大家更直接、更清楚地看到各
项监测项目的每个步骤和细节。

大比武，既是“受阅”
也是“自阅”

做好环境监测，人才是关键，
技术是核心。各省把这次大比武
当作一次难得的选才机会，一些
青年选手崭露头角。

江苏省举办大比武期间，用
高科技手段、高精密仪器检验选
手，用高标准要求选拔选手，从近
400名选手中精心遴选。

上海也高度重视对于人才的
奖励，获得全市大比武冠军的选
手，可以带着“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的荣光前往全国大比武现场。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在准备
大比武的过程中，坚持两手抓。
一边组织队员认真准备专业知识
和技能，一边通过大比武介绍监
测尖兵们的日常工作，借此机会
向全社会普及环境意识，宣传监
测常识。在这期间，黑龙江省生
态环境厅的官微及时发布推文、
拍摄创意短视频，利用各媒体平
台宣传团队精神。

在 大 比 武 网 络 人 气 PK 赛
中，黑龙江省除全省监测系统、省
生态环境厅、各地市生态环境局
等部门积极参与外，还充分调动
高校学生、社团志愿者的力量，做
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开门比武”，
从而让这次的生态环境监测大比
武 成 为 黑 龙 江 省 群 众 关 注 的
焦点。

在本次大比武的开幕式上，
黑龙江选手孟庆庆作为选手代表
宣读了誓词，这也是对“最具人气
队”的另一种褒奖。

大比武，比的是实力，而实力
是靠平时积累的。广东队领队李
晖表示：“平时我们也是这么练习
的，没有因为大比武打乱自己的
节奏。”把日常工作中的每一次监
测任务都当作比赛，大赛面前才
能泰然处之。这次的大比武，既
是“受阅”，也是“自阅”，了解不足
才能迎头赶上，在下一次大比武
来临之前，所有人又将站在同一
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