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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系统的运用，使群
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
变。”周飞感叹道。他介绍说，以
前群众“想烧就烧、烧完就走”，不
但大气污染严重，有时还会造成
火灾，给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
村镇干部为了找到点火责任人，
走访调查好几天也不一定有结
果。自从有了视频监控系统，火
情发生前后的视频、图像资料很
清晰、很完整，不但处置火情快，
调查处理火情责任人也很方便，
同时也给心存侥幸焚烧秸秆的群
众产生了震慑，现在群众“不敢
点、相互劝、主动防”，秸秆焚烧污
染防控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
果 ，大 气 环 境 质 量 也 持 续 向 好

发展。
在几处田间地头，农民朋友

告诉笔者，地里的杂草和修剪的
树 枝 等 都 不 再 选 择 焚 烧 处 理 ，
现 在 有“ 天 眼 ”了 ，一 点 火 就 会
被逮住，还会被处罚，而且污染
环 境 ，身 边 也 有 被 视 频 拍 到 并
处 罚 过 的 乡 邻 ，所 以 坚 决 不 能
烧。还有的说，树枝交到加工厂
多少还能换点钱，虽然不多，堆在
地头也会影响作物生长；还有将
杂草埋入田地两头生肥的，并称
这样更环保。

“随着视频监控等新科技给
生态环保工作带来的便利和提
升，自己更有信心干好环保业务，
带领全镇不断提高人居环境质

量，努力将阡东镇打造成现代化
的美丽新农村。”周飞笑着说。

咸阳市环保监控中心数据显
示，2019 年第三季度全市共发现
处置火情 1394 起，今年第三季度
共发现处置火情 779 起，同比下
降了 44%。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美好环境是大家共同
的期待。咸阳市立足实际，积极
探索，近年来相继建成了生物质
禁烧监控、工业企业环保设施用
电监控等多个信息化监管系统，
努力提高环境监管工作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以“天眼+地网”和

“人防+技防”，推动实现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咸阳建成生物质禁烧监控平台

“天眼+地网”实时防控生物质焚烧
哪个区域有火点，火势大小、精 确 位 置 、火 情视频和图

像……这些情况，在陕西省咸阳市生态环境局生物质禁烧监

控平台都能实时呈现，系统会及时将发现的火情信息精准推

送至对应区域的网格员手机 APP上，网格员签收、处置、反馈后

完成任务销号，通过线上和线下有效结合，迅速斩断焚烧污染源头，

有效减轻焚烧秸秆、落叶、垃圾等对大气造成的污染。

“新科技的运用，既节省了人力、物力，也缓解了工作压力。”咸
阳市礼泉县骏马镇主管环保工作的副镇长赵敬伟说，过去基层生
物质焚烧污染防控工作开展难度很大，村镇干部花了很多心思，耗
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却收效甚微，特别是农忙时节，“农民上地我
上地，农民下地我下地”，市、县组建巡查工作组，镇、村组建巡查小
分队，村镇干部责任到地块，依然还是有堵不住、禁不完的火情发
生。农村地形地貌又较为复杂，加之溯源取证难，个别群众总抱着
侥幸心理，将农作物秸秆等就地焚烧，导致很多火情被遗漏和忽
略，对大气造成了很大的污染。

“自从去年上线了生物质禁烧监控系统后，全镇范围内大大小
小的火情总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和反馈，使禁烧工作
从过去的不可控、禁不完转变为现在更高效的可防、可禁。”赵敬
伟说。

笔者从咸阳市环保监控中心了解到，咸阳市目前已建成 316
个生物质禁烧监控点位，每个点位可实现对周边 13 平方公里范围
内 360 度全方位自动巡航监控，同时建立了发现、交办、处置、反馈

“四步法”工作机制，5 名专职人员 24 小时值守，实时对火情信息进
行研判和派发，市、县、镇政府和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及网格员共
673 名人员加入手机 APP 矩阵，实时督促完成火情处置，大大节省
了人力、物力，也提高了处置效率。

“别提了，过去只看到冒烟的
方向，判断不了具体位置，村镇干
部只能循着冒烟的方向去现场，
翻墙头、趟河沟、钻果园……太难
了，太难了。”一谈到过去巡烟灭
火的情景，分管禁烧工作两年多
的阡东镇副镇长周飞深深叹了
口气。

周飞向笔者讲述了接管禁烧
工作后两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是
前年秋季的一个傍晚，他发现镇
政府西北方向有火情，在通知附
近村干部的同时，自己和同事取

捷径步行向火点奔去，因天色已
黑，同事一不小心踩进半米多深
的一个暗坑导致崴脚，一个多月
才恢复。另一次是去年 4 月，在
王禹村方向发现冒烟，自己和村
干部赶到现场才发现，火情是沟
对面小雅村的，既因河沟阻挡不
能及时处置，又不是管辖区域，只
能电话通知马庄镇赶快处置。

“现在有了视频监控系统，通
过手机就可以查看 360 度的实时
视频和高清图像抓拍以及经纬度
坐标，准确判断火情发生的区域，

精准定位，精准查处，再也不跑冤
枉路了，查处效率也大大提升。”
周飞说。

笔 者 查 阅 监 控 平 台 数 据 看
到，系统从发现火情至派发到网
格员平均用时 5 分钟，网格员现
场处置和反馈用时最快已达到
31 分钟。据平台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市、县、镇三级培训，网格
员使用手机 APP 的熟练程度在
不断提高，火情处置平均时长已
由去年的将近 3 小时缩短至今年
的 1个半小时。

本报讯 陕西省生态环境
厅近日在西安举办了 2020 年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
综合业务竞赛比武活动。省生
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
育奎出席并致辞，省生态环境
厅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马小现
主持开幕式，省生态环境执法
总队总队长胡世军宣读竞赛比
武细则。来自全省各市（区）13
支队伍的 39 名执法人员参加
了本次竞赛比武。

为进一步强化法治意识、
提升知识储备，规范依法行政
行为、夯实依法执法基础，助力
执法质量、执法效能双提高，竞
赛第一部分是理论知识竞赛，
内容涵盖了生态环境保护相关
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和监管
执法相关业务知识等。试题设
填空、单项选择、不定项选择、
判断、分析和案卷点评等 6 种
类型。39 名参赛人员在 3 个小
时内独立闭卷解答。现场组织
严密、考纪严明，会务组专人阅
卷，监督员全程监督。

为锻炼执法人员熟练掌握
自动监控设施检查方法和移动
执法装备使用技能，强化现场
执 法 检 查 及 案 件 调 查 取 证 本
领，推动大练兵取得实效，竞赛
比武第二部分随机抽取 3 个市

（区）的 13 座污水处理厂，开展
污染源在线监测现场端执法检
查的实战较量。

竞赛不提前设置场景、不

虚拟现场，每个市（区）的 3 名
参赛人员中的两人编为 1 组，
携带移动执法设备，同时现场
抽取企业，进行现场执法检查，
并制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另 外 1 名 执 法 人 员 作 为 监 督
员，使用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
录 其 他 市 参 赛 人 员 的 执 法 程
序、执法过程，做到执法留痕，
促进执法人员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

13 支 参 赛 队 伍 在 实 战 考
核中“大显身手”，凭借过硬的
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争分夺
秒 在 现 场 开 展 执 法 检 查 。 13
个现场竞赛检查组共发现自动
监测设施运维不规范等四大类
27 个问题，全部移交当地生态
环境部门进行督办整改。

经过激烈角逐，宝鸡市生
态环境局获得团体一等奖，铜
川市和汉中市生态环境局获得
团体二等奖，咸阳市、西安市和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获得团体三
等奖。宝鸡市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执法支队赵青松和铜川市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王燕
洁获得个人一等奖。

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
掀起了各级生态环境执法机构
和执法人员向受表彰单位和个
人比学赶超的热潮，在生态环
境执法系统中营造了“学业务
技能、当岗位标兵、打好攻坚
战”的浓厚氛围。

肖颖 赵志勇

陕西举办执法大练兵综合业务竞赛比武

深入13座污水处理厂检验练兵成效

西安遥感应用成为环境管理“指挥棒”
获数字西安“智慧政务类”建设优秀成果奖

忙碌了一周，周六晚上想找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渭滨分局的一
个朋友聊聊天放松一下，电话打过去，朋友竟说他们在加班。我下
意识地看了下表：19∶35。便有些奇怪，问道：“周末晚上加班，有什
么重要任务？”他回答：“有一起群众投诉要查。”

经常在系统工作动态中看到他们查环境投诉，却没有亲身体
验过，我便动了当“战地记者”的心思，于是询问能否一起，朋友爽
快地答应了。

等车时他电话告诉我，周五上午一上班就接到群众投诉，说在
其居住的地方经常能闻到一股夹杂着烧塑料的异味。当天他们就
去现场进行了查看，把周边的企业都排查了，却没有发现异常。为
了防止个别企业周末和夜间不规范生产，他们决定晚上突击检查。

于是我怀着激动而又好奇的心情等待踏上“夜查之路”。
车到了，司机竟是渭滨分局的李局长。我开玩笑地说：“怎么

李局私车公用了？”李局爽朗地说道：“局里现在实行区域网格化管
理，把全区分成了 9 个网格，局里每名同志都分配了包抓区，但公
车不够，有些女同志甚至骑着电动车去检查。”

一路说着到了群众投诉的地方。这是城郊的一个村子，年久
失修的水泥路面坑坑洼洼，在几盏昏暗的路灯照射下，我们来到了
一家亮灯的企业。出示工作证后，门卫师傅一边打开厂门一边抱
怨这么晚了还来检查。检查的同事耐心做着解释，仔细检查了生
产情况确认环保处置设施正常运转后，我们离开了厂区。

途中我问同事，对群众投诉要求多长时间办理结束？同事说，
按照《环境信访办法》和《生态环境举报热线“12369”工作管理办
法》规定，投诉查处最长时效为 60 天内。我便问：“那你们为什么
这么急着检查？”同事认真地说：“处理投诉事件多了，我们更能理
解他们的心情。如果是你在家里总是闻到不舒服的味道，你会不
会难受？所以处理投诉越快越好。”

大大小小的企业检查了好几家，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 21 点 30
分，仍然没有找到问题原因。我原以为就此收兵了，没想到一起检
查的张副局长与投诉人联系后，投诉人愿意领着我们去现场查
看。大家一下又精神起来，二话不说跟着投诉人就走。

然而，当大家详细询问和反复检查了投诉人所在的小区后，仍
然一无所获。投诉人倒是过意不去了，不迭声地道谢。同事们劝
慰：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给您满意的答复。

等我们回到停车的地方，李局长却不见了。四处张望，看见不远
处有几道微弱的光柱慢慢移动，原来是李局长带着另一个司机用手机
照着在小区四周排查。我们赶过去，刚刚接近就闻到一股异味。

这里有三四个种植大棚，占地约 4 亩~5 亩，紧挨着大棚有一条
两米宽的河道，河面上漂浮着一层树叶和杂草，站在地边，时不时
能闻到一股和投诉人描述相同的异味。

为了解详细情况，我们来到和小区一墙之隔的一家菜籽油罐
装厂，罐装厂生产设备正常运转。据厂长反映，这片种植园近期在
浇肥，而且时不时地会点燃地里收集来的杂草和塑料。

问题查到这里，大家心里似乎有了答案。然而，为确保万无一
失，我们又到不远处的一家橡胶企业进行检查。在确认企业按环
保要求和规定生产后终于鸣锣收兵。

时间已经是 22 点 50 分了，回去的路上我已哈欠连天，不由感
叹：你们太辛苦了。渭滨分局的同事回道：“基层人少，事情却很
多，一个人负责做五六份业务是常态，像今晚的投诉也只是几百个
中很平常的一个。”

“每件投诉都像这样查，你们能吃得消吗？”我问道。大家半开
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是铁军嘛！群众投诉是大事，检查必须及
时、迅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回复。”

作者单位系宝鸡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本报讯“没事，这种地形以前经常练，
我熟悉，我去查。”说完他就一头扎进两米
多高的杂草丛。

这位迷彩打扮、裤脚绑起来的身影，是
来自陕西省咸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支队的熊叶伟。他和队友承担了山西省晋
中市灵石片区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第二批
现场排查工作。面对无从下脚的杂草丛、
湿滑的陡坡，还有时不时萦绕全身的蚊虫，
曾在部队摸爬滚打 20 多年的他，始终冲在
最前面，钻涵洞、进草从、下河沟、爬墙头，
放弃休息，连续作战，仅仅一天时间，他们
就完成了 25 个推送点位、5 个新增点位的
现场排查任务。

虽然“全副武装”，但一天下来，胳膊也
有好几处擦伤。“能让母亲河不再疼痛，负
伤也是值得的。”熊叶伟笑着说。

罗大利

初心使命，要在奋斗中刻画，
在实干中彰显。近年来，陕西省
宝鸡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
队练队伍、强素质、提能力、找差
距、补短板，积极开展生态环境执
法大练兵活动，形成了生态环境
监管提质增效、执法队伍不断优
化、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的良
好局面。

2019 年，宝鸡市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支队被生态环境部表
彰为“2019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集体”。

宝鸡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
法支队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
队上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提高政治站位，建立积分考核、环
境执法等制度，设立党员示范岗，
让 党 建 工 作 与 环 境 执 法 同 频
共振。

生态环境部启动执法大练兵
活动后，宝鸡市生态环境局立即
成立了大练兵活动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下发实施方案，细化任
务，明确时间节点，建立完善月研
判、季分析、半年报、年总结的生
态环境执法大练兵运行机制和管

理制度，并为全体执法人员办理
了工伤保险，解除了后顾之忧。

大练兵活动开展后，宝鸡市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针对
执法人员在理论和技能等方面的
短板，制定计划，加强执法培训，
先后组织法律法规知识竞赛、执
法案卷制作、现场实践执法等，邀
请陕西省执法局开展业务培训。

同时，宝鸡市生态环境综合
执法支队采取闭卷考、现场抽、总
分评的办法，先后组织全市 13 个
县区 160 多名执法人员，进行了
法律法规理论知识竞赛、案卷评
查比赛、现场模拟执法检查比武
竞赛。

在大练兵中，宝鸡市克服练
兵和实战“两张皮”，把各类执法
检查当作练兵场，先后开展了“散
乱污”企业专项整治、排污许可证
后执法、工业炉窑污染防治专项
整治等 11 个专项执法检查，对偷
排偷放、超标排放、非法处置危险
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形成了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
高压态势。2019 年，宝鸡市共出
动执法人员 18263 人（次），检查
企业 8165 家，办理“四个配套办
法 ”案 件 193 件 ，罚 款 金 额 3096

万元。
为增强服务意识，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2019 年以来，宝鸡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邀
请 117 名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
企业代表开展民主评议，委托第
三方机构进行环保管家服务，对
企业进行体检式检查，帮助企业
把脉问诊，开处方解决问题；坚决
纠正一律关停、一律高线处罚等

“一刀切”行为。
同时，宝鸡市组织执法人员

走 进 企 业 ，开 展“ 大 调 研 、送 服
务、解难题”活动，特别是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宝鸡市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所有党
员干部冲锋一线，每天对市区医
疗废物定点处置单位和三级医疗
机构的医疗废物收集、存储、处置
情况进行检查，指导企业合法合
规收集、存储和处置。

疫情防控初战告捷后，宝鸡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又
迅速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主动送
技术送服务，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426 人（次），帮扶检查企业 712
家，帮助解决各类环境问题 140
余起，受到了监管服务对象的一
致好评。

宝鸡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练队伍、提能力、补短板

守初心担使命打造生态环保铁军

从“地面巡查”到“高空瞭望”，实现“巡烟灭火”向“精准锁定”转变

从“想烧就烧”到“自觉防控”，实现“干部单打独斗”向“全民主动参与”转变

从“层层包抓”到“实时管控”，实现“人海战”
向“智能化”转变

让母亲河不再疼痛

“我们一定会给您满意的答复”
——跟随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渭滨分局

夜查环境投诉

图片新闻

◆孙亚军

2020 年以来，陕西省咸阳市生态环境局长武分局不断加密黑
河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频次，加大环境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辖区
群众饮水安全。图为长武分局主要负责人带领环境监测人员对黑
河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进行采样。咸阳市生态环境局长武分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中共
西安市委网信办获悉，2020 年
数字西安建设优秀成果和最佳
实践案例（共六类）征集评选活
动获奖结果出炉。其中，西安市
生态环境局的西安遥感应用基
地建设项目喜获数字西安“智
慧政务类”建设优秀成果奖。

西安遥感应用基地建设项
目于 2020 年 1 月启动，由生态
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推送
卫 星 影 像 数 据 并 提 供 技 术 服
务。在生态环境遥感综合管理
平台方面，建设西安市高分卫
星影像数据推送系统、西安市
高分卫星影像数据推送服务、
西安市生态环境遥感一张图产
品生产、西安环境遥感监测管
理系统优化、现场技术服务支
持等。

“大气环境遥感监测针对
西安市建成区和郊县建成区，
以 高 分 辨 率 卫 星 为 主 要 数 据
源，开展施工工地扬尘源及苫
盖 措 施 卫 星 遥 感 动 态 监 测 工
作。”西安市智慧环保综合指挥
中心大数据分析部部长陶剑给
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图片上红
色框线部分代表疑似施工工地
未覆盖，黄色框线代表部分覆
盖，绿色框线代表全覆盖。目
前，通过卫星影像对全市建成
区共监测 10 期，累计识别扬尘
源 11065 个（次），涉及扬尘源

2037 个，累计发现疑似未覆盖
或 部 分 覆 盖 问 题 扬 尘 源 5790
个（次）。

此外，这一项目按照生态
环境要素专题类型，将遥感监
测成果划分为“蓝天、碧水、净
土、青山”四类，涵盖了建成区
施工工地监测、农村垃圾露天
堆放监测、三夏和三秋秸秆焚
烧监测、农村涝池水质监测、黑
臭水体监测、饮用水水源地风
险源监测六大生态环境专题要
素监测。系统实现了多源卫星
数据自动化处理、海量数据快
速入库管理、遥感专题产品轻
量化展示、案件全流程追踪及
闭环办理、业务化遥感监测报
告一键生成、多维数据统计等
功能优化，系统更轻量、更简
洁、更实用。

据悉，这项技术已成为西
安市生态环境管理的“指挥棒”
和“巡航机”，实现了精准打击，
促进了环境问题整改，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不仅加大了监管
力度，使抽查发现问题、出事发
现问题转变为定期、大范围监
管，实现了精准治污；而且补充
了气站、水站等固定点位监测
的不足，解决了自动监测或手
工监测到达不了或难度大的问
题 ，实 现 了 盲 点 监 测 、面 状
监测。

王双瑾

◆梁磊

◆张永宁 梁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