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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陕西省咸阳市将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发证登记工
作作为 2020 年全市生态环境工作重点，紧紧围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全
覆盖的总目标，保质量、争速度，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了固定污染源排污许
可清理整顿和发证登记工作有序进行。截至 7 月 21 日，咸阳市 2020 年排污
许可发证登记工作全面提前完成，为下一阶段做好排污许可证后执法工作
夯实了基础。

开展线上摸底调查，实现居家登记备案

2020 年 1 月，咸阳市召开排污许可专项工作会议，部署年后重点工作。
2 月初，全国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企业均处于停工状态，在疫情防控居家办
公期间，咸阳市生态环境局制定并印发了《咸阳市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和发
证登记工作实施方案》，及时成立了排污许可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线上部署
会议，安排部署重点任务、明确要求、夯实责任。

2 月中旬，咸阳市开始排污许可的前期摸底调查，由于企业数量大、范
围广，咸阳市各县区主动对接农业部门、国土部门、乡镇街办和社区，通过沟
通协作，实现部门协同配合，分片区、分行业共同排查辖区内企业情况，并且
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集中于“非现场”“非一线”性工作，通过电话、微信
等方式，仅用 1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市所有行业企业的前期摸底排查工作。

3 月初，考虑到今年的清理整顿和发证登记工作正处于疫情期间，为确
保企业在第一时间能够足不出户了解排污许可相关政策要求和系统操作方
法，咸阳市先后在咸阳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疫情防控期间排污许可

“无纸化”办理、2020 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通告等工作通知，制作排污
许可名录学习视频、清理整顿政策学习、一小时学会排污登记短视频等 7 组
教程，并在微博、县区企业微信群中定期发送，要求分局将培训视频精准发
送至每户相关企业学习，最大程度向排污单位进行排污许可政策技术指导。

简政放权市县合作，政企合作助力发证

在基本完成排污许可登记备案工作的同时，3 月底，咸阳市生态环境局
印发了《关于调整简化管理排污许可核发工作事项的通知》，将简化管理企
业的排污许可发证的部分具体工作交由各分局负责，设立专用账号，专人专
用，各分局负责审核简化管理企业的申请材料，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技
术单位配合各分局共同审核企业申请材料，而市级部门负责审核核发重点
管理企业的申请资料。

4 月，咸阳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全市各县区企业分布情况，将全市划分为
三大片区，排污许可管理科 3 人分别包抓所属片区，与各分局积极开展业务
对接，倒排工期，制定排污许可证周完成率，每周通报县区发证数量。为确
保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工作质量，5 月，咸阳市组织开展了固定污
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检查复核工作。同时，各分局通过设立咨询热线、建
立微信群等方式对排污单位进行答疑，提高服务效能。

6 月，在系统填报模块更新后，咸阳市立即组织召开排污许可填报视频
培训会，针对环境卫生管理行业填报速度慢、质量差的状况，组织召开环境
卫生管理行业推进培训会。

下一步，咸阳市将重点抓好排污许可证后现场核查和执行情况检查，全
面开展排污许可质量核查，提高发证质量，确保“核发一个行业、清理一行
业、规范一个行业、达标一个行业”。 孙亚军

月河是汉江的一级支流，干
流 长 95.2 公 里 ，流 域 面 积 2830
平方公里，保护好月河流域生态
环境和水质安全是确保汉江“一
泓清水永续北上”的关键。

“安康市水环境质量总体稳
定达标，今年 1 月-4 月安康全
市 17 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但月河
水质波动较大。监测结果显示，
自 2019 年 4 月以来月河水质变
差，汉阴县涧池镇枞岭村、双乳
镇三同村、月河出恒口示范区断
面水质中总磷、氨氮和化学需氧
量均有不同程度超标，导致 3 个
断面从 2018 年的Ⅱ类下降为Ⅲ
类。今年 1 月-4 月，双乳镇三
同村和月河出恒口示范区断面
水质仍然超标，4 月涧池镇枞岭
村、双乳镇三同村、月河出恒口
示范区断面水质由 2 月、3 月的
Ⅱ类再次反弹至Ⅲ类。”市环境
监测站站长丁义志说。

深入调研找准“病灶”

针对月河流域部分水质监
测断面经常超标的问题，安康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长赵俊
民在环境质量快报上批示，要求
相关部门对水质超标问题专题
研究提出对策。

2019 年 10 月以来，副市长
寇全安 3 次带队深入月河沿线
镇办、企业、入河排污口，实地查
看调研垃圾分类回收、污水处
理、入河排污口治理等工作，逐
片区、逐河段查找导致污染物超
标的主要因子，先后 3 次召开专
题办公会、座谈会，听取意见建
议，安排治理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分别对月河
汉滨段、高新段、恒口段、汉阴段
一河两岸村镇居民生活垃圾处
理、污水收集处理、集镇污水处
理厂运维、企业入河排污口整
治、河道沟渠清理及沿河周边
建 设 施 工 管 理 等 工 作 进 行 环
境执法检查，共发现对月河造成
影响的突出环境问题 20 个，现
场向辖区政府移交反馈，安排市
环保督察整改办加强督办，纳入

“三色督办单”管理，督促限期整
改到位。

邀请专家分析研判

4 月 13 日，安康市、区环境
监测站组织对月河水质状况进
行监测，监测人员在月河沿线 4
个点位分别监测了 pH、溶解氧、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等
7 项指标，获监测数据 168 个，并
形成了《月河水质变化分析报
告》。4 月 20 日，安康市生态环
境局邀请省环科院专家组对瀛
湖等水环境问题实地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分析研判，提出污染防
治建议。

通过排查和布点监测研判，
造成月河部分断面水质总磷、总
氮超标的原因有3个方面：一是月
河流域部分河道及支流沿线存在
小作坊生产废水及群众生活污
水直排、垃圾堆积、环境脏乱差
等问题；二是沿线污水管网建设
滞后，城镇污水处理厂“小马拉
大车”问题突出；三是受使用化
肥、农药等农村面源污染影响。

加强监管综合治理

“针对月河流域水质超标问
题，我们经过充分调研摸清情
况，按照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
法治污的要求，督促相关县区抓
紧编制月河流域水质达标方案，
对症下药、综合治理。”市生态环
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军说。

目 前 安 康 市 主 要 采 取 了 3
项措施：一是强化执法监管。今
年以来市、县区环境执法部门深
入开展水环境执法检查，重点是
对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企
业、家庭小作坊违法排污问题加
强监管。

二是加强污染治理。加快
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督促落实好“户收集、村转运、镇
处理”垃圾收集处理机制。加强
月河沿岸测土配方施肥和耕地
保护，减少化肥使用量，加快推
进改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三是夯实各级责任。加快
制定《安康市各级党委政府及部
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安
康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办法》，夯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督促落实好月河流域三级

“河湖长”和“网格化”监管责任。

本报讯 长安大学学生王磊
近日像往常一样，打开一款新闻
App 浏 览 最 新 的 新 闻 资 讯 ，在

“本地”页卡上，一则标题为《“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云开幕》的
新闻吸引了王磊的注意，王磊将
手机横屏摆放，手指轻触“点击
进入”，一场环保梦幻体验之旅
由此开始。

伴随着悠扬的主题曲音乐，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以绿色为
底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活
动主舞台。将屏幕向左滑动，高
耸的建筑物、宽敞的街道、往来
穿梭的汽车、公园内正在转动的

“摩天轮”以及人们忙碌工作的
场景一一出现。点击每一帧场
景的“传送门”，画面跳转到二级

页面，“世界环境日倡议”“绿色
生活·点滴行动”“我是绿行家”
等不同主题的环保知识分门别
类，干货满满。

王磊所体验的《“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云开幕》线上活动
是西安市航天基地首次将新媒
体手段运用到生态环保宣传工
作中的生动实践，由西安航天基
地管委会、西安市生态环境局联
合主办，陕西省环保产业集团专
业团队策划设计，制作了集趣味
性、体验性、科普性于一体的大型
在线交互平台，并通过专家环保
小课堂、环保访谈等形式，从专业
角度向市民传达绿色发展的观
点和理念，进一步增强市民生态
环境意识。 李涛

本报讯 进入夏季以 来 ，陕 西
省商洛市区大气环境臭氧污染日
益 凸 显 。 为 改 善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
在 科 学 研 判 的 基 础 上 ，商 洛 市 把
治理挥发性有机物作为控制臭氧
污 染 的 重 要 途 径 ，落 实 四 项 措 施
精 准 发力，全面打响挥发性有机物
治理攻坚战。6 月，商洛市臭氧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 13.9%，为全省同
比下降幅度第一。

夯实工作责任。针对 4 月、5 月
臭氧浓度居高不下问题，商洛先后
召开 2020 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视频会议、臭氧污染防控分析研
判会、中心城区臭氧污染防控工作
推进会，对臭氧污染防控工作进行
专题研判和安排部署。同时，制定
印发了《商洛市 2020 年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攻坚方案》《商洛市 2020 年
臭氧污染防控工作方案》，夯实了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责任，明确了
目标任务和措施要求，确保臭氧污
染防控落实落细。

实 施 综 合 治 理 。 商 洛 市 以 化
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
销等为重点领域，以工业园区、企业
集群和重点企业为重点管控对象，
强化源头、过程、末端全流程控制，
全面开展挥发性有机物重点管控企
业调查摸底，加大餐饮油烟治理和
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力度，开展汽
修行业、建筑涂装等 VOCs 排放综

合治理。截至目前，商洛市今年实施 VOCs 企业污染治理 21 家，
完成全年治理任务的 91.3%。

持续铁腕执法。印发了《商洛市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专项
执法检查方案》，商洛全力实施 VOCs 综合整治专 项 行 动 。 以 中
心 城 区 为 重 点 区 域 ，以 汽 修 、餐 饮 、制 药 、印 刷 等 为 重 点 行 业 ，
持 续 开 展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 强 化 行 动 督 查 检 查 。 截 至 目 前 ，市
大气联合执法队累计出动人员 800 多人（次），督查检查涉气排
污对象 280 多家，发现市中心城区存在大气环境污染问题的 120 多
家。针对突出环境问题，分别向县区政府、市直行业主管部门及排
污企业共下发交办单 60 余份、督办单 20 余份、督办函 1 份，目前已
整改 80余家。

强化舆论引导。坚持做好违法企业违法情况曝光，共曝光 3
期 10 家次。积极开展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普及臭氧污染防治、
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的科学知识、政策法规等。 汪姣

本报讯 为 防 控 臭 氧 污 染 ，
今年以来，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
新城生态环境局按照西咸新区
2020 年臭氧污染天气管控措施
要求，持续推广臭氧分级管控经
验，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指导
帮 扶 和 执 法 监 督 ，为 工 业 企 业

“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
“‘一方案一标准’是企业落

实 VOCs 污 染 防 治 主 体 责 任 和
生态环境部门依法监督管理的
重要依据，要多途径组织做好企
业宣贯和指导帮扶工作，确保夏
秋季臭氧污染管控工作取得实
效。”沣西新城生态环境局主要

负责人多次强调。
为 提 升 企 业 VOCs 治 理 水

平，沣西新城生态环境局多措并
举，一是围绕“一方案一标准”重
点制定了《关于做好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工作的通知》，并向辖区
涉 VOCs 企业印发，指导落实常
态化管控措施，引导企业落实建
议性管控措施，在单日臭氧污染
预报为良—轻度污染及以上等
级时，实施加严管控措施。二是
聘请省环保专家为企业进行宣
讲培训，提供现场技术指导，解
答 VOCs 治 理 疑 惑 。 三 是 积 极
借助企业微信群，向涉 VOCs 单

位推送其他地方的先进做法和
典型案例，坚持正面引导和反面
警示并举，加强相关政策的宣贯
力度，促进良性互动格局形成。

“使用低（无）VOCs 含量原
辅 材 料 ，活 性 炭 碘 值 不 能 低 于
800 毫克/克，要将废吸附剂送有
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处置等。”辖
区家具企业负责人讲起来 VOCs
治理头头是道。

下一步，沣西新城生态环境
局将继续坚持 VOCs 专项治理，
以臭氧管控“西咸模式”为指导，
优化细化实化服务措施，统筹推
进环境治理工作。 马伊敏

本报讯 2019 年 8 月 ，陕 西
省咸阳市高新区某热点网格出
现报警，执法人员随即锁定网格
进行排查，在热点网格微站附近
发现高某塔吊租赁场无任何污
染治理设施，露天喷漆，污染物
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外环境，涉嫌
环境违法。

高新分局立即进行立案调
查，依法对高某处罚两万元，同
时将案件移送至咸阳市公安局
高新分局，咸阳市公安局高新分
局当日受理，给高某行政拘留 5
日的行政处罚。

在后续的办案过程中，当事
人因已经被拘留为由，对行政处
罚两万元心存不满，拒绝缴纳罚
款。对此，高新分局积极联系秦
都区人民检察院，借助司法之力

追缴处罚。
2020 年 6 月，秦都区人民检

察院召开听证会，并邀请人大代
表、人民监督员参与听证，检察
院结合案情进行释法说理、受邀
参会的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从
法理、情理的角度对案件的处理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听证会后，
高某愿意缴纳罚款，但确因疫情
影响经济困难，申请分期缴纳。

高新分局充分考虑疫情影
响，结合案情实际，按照生态环
境部《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
提下积极服务落实“六保”任务
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精神和《行政处罚法》的
相关规定，同意当事人分期缴纳
罚款的意见，第一期分期付款已
于 7月缴纳。 肖颖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紧盯夏秋季臭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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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部署 扎实推进

咸阳提前完成排污许可发证登记

陕西完成48171家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发证登记

排污许可核心作用初步显现
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安康对月河水质超标问题靶向治理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云开幕

西安航天基地邀请公众线上体验

违法业主受疫情影响无法缴纳罚款

咸阳高新区为企业办理分期付款

◆肖颖 刘晓钰

图为西
咸新区沣西
新城环境执
法人员上门
服务辖区企
业 ，讲 解 挥
发性有机物
治 理 方 案 ，
指导落实相
关政策。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务院控制污
染物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等提出的重要改革目

标任务，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
证核发工作，按照生态环境部部署和要求，陕西
省积极推进排污许可制改革，探索夯实企业主
体责任的地方经验，全面发挥排污许可证作用，
高效支撑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按照“核发一批，执法一
批”的原则，陕西逐渐构建以
排污许可为核心的执法模式，
以帮扶企业有效落实主体责
任为目的，以排污许可质量核
查资料为线索，积极联动，良
性 互 动 。 上 半 年 对 已 核 发
2870 家企业进行了省级质量
核 查 ，对 核 查 发 现 的 2218 个
问题清单移交执法部门。优
化“ 排 污 许 可 执 法 检 查 引 导
表”，并将引导表信息嵌入执
法检查系统，全面指导执法人
员执法工作。

截至 7 月底，全省各级累
计开展 2530 余人（次）的排污
许 可 执 法 专 题 培 训 ；全 省 13
个市、123 个县（区）出动执法
人员 3046 人（次），对 33 个行

业 1251 家排污许可重点监管
企业，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排
污许可证后监管专项执法帮
扶工作，并通过新闻发布会、
通报等方式发布违法企业名
单及内容，进一步强化排污单
位 的 主 体 责 任 ，规 范 排 污
行为。

陕西不断探索排污许可
证后落实企业责任制度建立，
逐步围绕“一证式”管理，确保
企业执行环境法律、标准和要
求更具“明晰性、便利性、实用
性”，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继 2019 年 在 水 泥 、焦 化
行业进行排污许可证后“审计
式”审核后，今年陕西继续开
展 火 电 、陶 瓷 砖 瓦 行 业 证 后

“审计式”监管试点研究，进一

步规范企业“依证排污”行为，
探索出台行业排污许可企业
执行指南，帮助企业规范排污
行为。

同时，陕西省生态环境系
统探索通过与税务、市场监管
等部门联动，逐步夯实企业责
任。将水、大气、土壤、固废等
环境管理要素纳入排污许可
证管理，印发了《关于加强土
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排污许
可管理的通知》和《关于控制
温室气体信息在排污许可信
息 系 统 里 披 露 的 通 知》等 文
件，不断优化服务企业模式，
用一套制度实现政府对企业
自上而下的管理，和企业对政
府自下而上的执行反馈，不断
发挥排污许可证核心作用。

陕西充分总结清理整顿
试点省经验，在“清单管理”全
覆盖基础上，再次全面摸、精
准排、适当分、彻底清，全面完
成全省全行业清理整顿任务，
截 至 7 月 29 日 ，实 现 全 省
48171 家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证登记全覆盖。

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做
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
整顿和 2020 年排污许可证登
记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陕
西省生态环境厅党组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厅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排污许可工作
组，组建非常时期非常任务的
工作专班，超前部署、统筹安
排。印发了《关于开展固定污
染源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
证登记工作的通知》和《关于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和排污
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细化国家要求，确保抗
疫、清理整顿两不误。

为确保公众、企业了解排

污许可证改革工作，陕西通过
新媒体和主流媒体及时宣传
排污许可相关政策，发布宣传
手册、申领流程图、“不见面”
服务指南、企业填报小视频和
相 关 宣 传 信 息 等 共 计 200 余
条 ，各 类 信 息 浏 览 量 突 破 18
万次。省市各级分别开设排
污许可专线、专栏，深入开展
宣传工作，强化政策引导，提
升公众对排污许可的知晓度、
认知度和参与度。

同时，陕西成立了由管理
人员、技术人员及专家组成的
7 个技术帮扶组，采取分地区、
分行业、分类别，24 小时在线
帮扶指导，通过各类媒体远程
指导、视频培训、指定帮扶等
方式，线上线下全面进行政策
解读、填报指导、答疑解惑，累
计解答各类问题 5 万余次，确
保地市疑点难点问题及时得
到解决。

陕西紧盯全覆盖目标，坚
持每周召开推进会，明确重点
任务，细化阶段措施，绘制“作

战图”稳步实施。
聚焦督导调度。坚持日

调度和周调度相结合，加强数
据进度分析，及时会商研判，
查找滞后原因。通过电话督
办、领导督促和现场督导等方
式，对进度较落后的地市进行
督导，压紧压实地方职责。

聚焦进度质量。一是建
立清单来源+分类管理+发证
登记的全过程质控体系，成立
信息平台数据分析小组，对平
台 信 息 进 行 审 核 、统 计 和 分
析，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督促
整改，通过“专班成员+专家”
做好质控技术支撑。二是实
行质量复核常态化，做到“边
核 发 ，边 复 核 ”，严 把 质 量 关
口。组织技术力量对已核发
的排污许可证进行集中复核，
对复核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总结，分类处理。三是及时整
改落实，对照自查和抽查存在
问题，采取个别指导和集中指
导等方式督促整改落实，确保
进度、质量“双控”。

紧盯全覆盖目标，建立全过程质控体系

形成执法新模式，引导企业自证守法

◆赵亚军 韩梅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