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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利推进污染源普查，全省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门均建立
了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明确了分
管领导，建立了普查联络员制度，积极参
与 并 认 真 做 好 本 区 域 的 污 染 源 普 查
工作。

四川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工作的安排部署，采取积极有力
措施全面推进污染源普查工作。省政府
成立了四川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
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印发了《四川省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召开了
工作推进会议。省委绩效办连续三年将
二污普工作纳入全省 21 个市（州）人民
政府和省级相关部门“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目标绩效考核。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要求，认真履行污染源普查牵头职
责，多次召开厅党组会议、厅务会议，安
排部署污染源普查工作，研究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厅领导多次
听取污染源普查工作汇报，深入企业和
基层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
题。入户调查期间，厅党组统筹协调，提
出 一 手 抓 好 迎 接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回 头
看”，一手抓好打赢入户调查攻坚战的要
求，全省上下齐心努力，提前一天全面完

成数据采集入库工作。为了解决数据入
库难、退库难和部分数据入库后不到位
的问题，厅领导在两个月之内，3 次专题
调研，解决问题，鼓舞士气，全省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将互联网端数据全部提交至
环保专网，成为全国第一批顺利完成互
联网和专网并库工作的省份之一。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
工，积极配合，加强协作，及时提供相关
普查数据，参与数据审核，共同推进普查
工作。

各市（州）、县（市、区）党委、政府把
污染源普查工作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和党
政目标绩效考核，周密部署、全力推进。
成都、德阳、绵阳、乐山等市多次在国家
检查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普查期间，
绵阳市安州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蓬
安县、盐亭县政府主要领导专门听取普
查工作汇报，提出工作要求，推进普查工
作。南充市西充县晋城街道办事处高度
重视，精心组织，成立专班，采取普查员
逐一上门核查、街道办逐一审核的方式，
确保填报数据质量达标。

四川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自 2017 年启动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经过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
的辛勤努力，达到了既定目标，取得了初
步成果，高质量圆满完成了任务。

张德良王维竹 高碧飞

十年一剑结硕果
——四川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回顾

四川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历时三年，全省共成立
污染源普查机构 723 个，其中：全省生态环境部门成立工作机构
205 个 ，配 备 专 职 人 员 1389 名 、兼 职 人 员 796 名 ，选 聘 普 查 员
24405 名、普查指导员 5787 名，委托 252 家第三方机构开展普查
工作，动员 4000 多名乡镇（街道）普查联络员、10 万多名普查对
象信息填报员参与污染源普查。全省共划分普查小区 53868
个，全面调查普查对象 137710 个，填报各类报表 1228544 份。
2019 年 12 月 25 日，全省顺利完成定库任务；2020 年 6 月，全省顺
利通过国家验收。2020 年 9 月 21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普查公报和普查成果。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省 21 个市（州）对外发布了普查公报，乐山、绵
阳、遂宁、南充、广安等市以市政府名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铸造污普铁军，勇于忠诚担当，是完成任务的重要基础

四川省二污普涉及 60 张报表和
1796 个指标，其中关键指标 412 个，包
括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集中式污
染治理设施和移动源，指标复杂、专业
性强、牵涉面广，没有相对全面的专业
知识，很难准确完整填报普查表。加
之工业企业的生产类型多、工艺流程
各不相同，而污染源普查 每 十 年 才 开
展 一 次 ，负 责 污 染 源 普 查 的 工 作 人
员 多 数 是 从 机 关 、直 属 单 位 临 时 抽
调 的 ，对 普 查 的 各 项 技 术 规 定 和 要
求 都 不 甚 熟 悉 ，面 临 的 困 难 十 分 艰
巨。为了高质量按时完成任务，各级
污普办一方面在选人、用人上不拘一
格，另一方面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方
面下足功夫。

坚持全省统一培训和市（州）、县
（市、区）分级培训相结合的原则，培养
了一大批污染源普查的“明白人”。据
统 计 ，全 省 共 举 办 各 类 普 查 培 训 班
2100 多期，培训人员 15.8 万人（次），
省级培训全面覆盖到了 183 个县级普
查机构人员。许多同志虚心好学，不
懂就问，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成为污

染源普查的行家里手。全省有 72 个
表现突出的集体和 267 名表现突出的
个人受到国家二污普领导小组办公室
的通报表扬。全省有 158 个表现突出
的集体、332 名表现突出的个人和 155
份优秀报告（技术报告、专题报告、数
据分析报告、质量核查评估报告、工作
总结报告）受到四川省二污普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通报表扬。许多同志不但
在思想上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而且在
个人的成长上也有所进步，有的被交
流到重要工作岗位，有的被提拔为单
位领导职务。2019 年 6 月，原乐山市
五通桥区污普办执行副主任余平被任
命为五通桥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

污染源普查任务重、内容多、时间
紧、标准高、要求严，为了高质量按时
完成任务，参加污染源普查的许多同
志继承和发扬生态环保铁军精神，勇
于担当奉献，埋头苦干，经常加班加点
工作。在普查清查质量交叉核查期
间，参加核查的 600 多名同志上高原、
进深山，闯峡谷、涉险滩，迎狂风、顶暴

加强质量管理，严格数据审核，是完成任务的核心关键

污染源普查的成败关键在质量。
据有关数据显示，2017 年四川省

奶牛存栏量为 79 万余头，但普查数据
仅有 14 万余头。为此，四川省污普办
立即组织核查，通过对 2017 年全省牛
奶总产量推算奶牛存栏量，并深入畜
牧养殖区实地调研，与相关部门掌握
的其他统计数据反复比对，最终发现：
有关数据 79 万余头奶牛存栏量中将
几十万头产奶的母耗牛也统计为奶
牛，污染源普查获取的 14 万余头奶牛
存栏量符合实际。

这只是四川省二污普工作开展进
程中的一个剪影。

四川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方
针，建立完善了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
体系，各级普查机构明确了一名质量
负责人。普查期间，省污普办委托 7
家第三方机构对全省 21 个市（州）的
工作质量进行了全过程的监督和评
估 ；组 织 多 个 调 研 组 ，深 入 21 个 市

（州）开展现场指导和调研；在各个重
要环节，强化工作调度和督导。清查
建库中，采取大型企业自行填报、中型
企业由普查员指导填报、小型企业在
普查员的指导下进行集中填报的方
式，基本保证了普查对象信息填报的

“真”和“准”。
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数据，需

要反复核对，多次核算。在普查数据

汇总审核阶段，有关技术支持单位将
二污普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从 V2.0
升 级 到 V5.9，进 行 了 30 多 次 升 级 更
新。每次升级更新完成后，全省各级
污普办都要进行核算核对，有时还要
到企业开展现场核查核实。

为了全面提升数据质量，省污普
办在各市（州）开展集中审核和县（市、
区）自查自审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 4
次宏观校核、8 次专项审核、1 次集中
审核、1 次专家审核、1 次质量现场抽
查核查评估和两次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数据对接、两次厅机关部门数据对接，
并借助信息化手段，先后与四川省相
关统计数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
据、农业部门畜禽规模养殖直联直报
信息系统相关数据和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名单、应急信访清单等不同来源
数据进行比对，及时将审核比对中发
现的疑似问题反馈至对应市（州）进行
核查核实和整改。

同时完成了国家 3 次数据集中审
核、1 次数据对接和 10 多次专项审核
反馈问题的核查核实和整改。每当发
现并纠正了一个错误数据时，大家心
里都感到非常高兴。四川省二污普工
作以关键指标综合差错率 1.87%的成
绩顺利通过国家污染源普查质量核
查，以关键指标差错率 0.19%的成绩
顺利通过国家组织的第三方评估。

各级高度重视，全面抓好落实，是完成任务的根本保证

2019 年 7 月 15 日，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赴
四川绵阳市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核查。 张德良摄

雨 ，战 酷 暑 、踏 冰 雪 ，南 征 北 战 毫 无
怨言。

南充市赴凉山州核查组的同志被
暴风雨堵在成都双流机场一日一夜
后，分批乘机迂回攀枝花市前往目的
地开展质量核查；成都市赴阿坝州核
查组的同志克服高原反应，风尘仆仆
到达目的地后，未来得及休息就进企
业、走农户、查实情；攀枝花市和甘孜
州赴成都核查组的同志在金堂县被洪

水围困在宾馆后，将现场核查改为资
料审核。

为了打赢污染物产排量核算攻坚
战，全省广大污染源普查工作者加班
加点埋头苦干半个月。乐山市五通桥
区为确保按期完成清查建库任务，动
员乐山师范学院化学学院 98 名师生，
在各乡镇、村、社区和普查联络员的全
力配合下，顶风冒雨开展现场入户清
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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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江苏省句容市市长周
必松日前带领镇江市句容生态环境
局、住建局、公安局、气象局等相关
部门和句容市经济开发区、华阳街
道等地负责人，对句容市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进行督查。

在句容市柏悦华府项目工地施
工现场，周必松实地查看了工地内
裸土覆盖、喷洒设施运行等情况，详

细询问了工地扬尘管控措施落实情
况。他要求，企业要进一步增强治污
意识，强化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督查，确
保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
到实处。

在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周必
松一行来到学院空气自动监测站，详
细查看监测站周边环境。他要求，要

对监测站周边精细化管控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全面梳理，建立问题台账，
特别是土石方作业、道路常态化清扫
等问题，要做到精确到地段，细化到人
头，明确到时间，确保从快整改到位。

周必松一行还来到句容市房家
坝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开展督查。
周必松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实责
任，落实整改提升方案，并落实到源
到人到岗到事到时，对履责不力人
员开展问责问效；聚焦污染源，排查
工业、机动车等大气污染源，建立污
染源清单，实施精细化管控；强化问
题整改，针对各类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清单，积极整改，并举一反三，严
防问题回潮。 徐波施雨 朱永月

句容市市长督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时要求

责任落实到源到人到岗到事到时

在江西省吉安
市泰和县万合镇草
皮基地，农民们日
前 正 忙 着 采 收 草
皮。 近年来，泰和
县为提升城乡生态
环境质量，加大力
度对城市、景区、住
宅小区进行美化绿
化，积极发展草皮
种植，既绿化了环
境又增加了农民收
入。 邓和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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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木 洪旭朝富静

老房子沉淀着时光的故事，绿树清泉吟唱着自然的赞
歌，书吧、咖啡厅、民宿又提供着现代生活的休闲舒适。在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有这样一个名为“下南山”的生态古
村，特色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泥墙青瓦，古朴自然。

但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被废弃的古村落。
下南山村，位于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始建于明万历年

间，现存 42 幢清末民初古民居。村内建筑风格统一，以夯
土墙、木构架、小青瓦的三开间和五开间形式为主，是浙西
南山地民居的典型代表。

2004 年，因生产生活需要，下南山村实施了整村搬迁，
许多老房子因村民搬迁，无人看管维护，导致老屋荒废，房
子漏雨、梁架倾斜、墙体开裂，百年古村逐渐衰落。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以及生态乡村旅游
的兴起，下南山村再次回到大众视野。

2016 年，下南山村对整村进行开发，通过环境综合整
治，推进古建筑修缮，进行污水管网、游步道、停车场等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经过修复治理和生态资源的整合利用，打
造了全国首个古村落度假综合体——“欢庭·下南山”原生
态度假村。

下南山村在修复整治过程中，最大程度保留了生态原
貌。承载着村庄历史的建筑风貌和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性传
承开发，水系环绕、古树掩映、流水曲觞，静态古建筑与动态流
水交相呼应，山水资源得到充分展示，生态美景一览无余。

“下南山随时有景，随处是画。”丽水市区的纪女士称赞
道，每逢周末节假日，她就会和朋友一起，自驾半小时，来到
下南山村，选一座老房子，择一处新院子，拍拍照，喝喝茶，
过过悠闲日子。

近年来，下南山村已经成为丽水市的网红打卡点之
一。乡村旅游不仅吸引了人气，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财气。

在下南山原生态度假村，上到店长，下到一线服务人
员，几乎都是下南山村和邻村的村民，他们既收着房子的租
金又赚着工资。整个度假村每年能为全村村民带来 640 万
元的收入。

同时，可观的客流量还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黑炭杨
梅产业的发展。

在度假村的餐厅里，能看到一排排供客人饮用的杨梅
酒。“这款杨梅酒是客人必点的，有的喝完还要买点带回
去。”店长陶素慧说。

蝴蝶效应下，下南山村农产品采摘、农家乐、农事节庆、
民俗体验、养生度假、美术摄影等业态也发展壮大，农旅融
合之路也越走越宽，美丽环境不断转化为美丽经济。

“下南山村是丽水美丽乡村的一个‘活样板’，也是‘两
山’转化的一个缩影。”丽水市生态环境局莲都分局局长高
稔荣说。

近年来，莲都区不断加强乡村环境综合整治，通过生态
修复综合治理、生态资源整合利用，越来越多老、破、旧的小
村像下南山古村一样复活，重新焕发出活力。这些村子生
态环境优美，生态产业蒸蒸日上，当地村民生活在美景中，
坐享家门口的生态红利，过上了美好生活。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新
华报道 集中隔离点垃圾是否暗藏
风险，应该怎么妥善处置？在上海
市长宁区集中隔离场所，所有生活
垃圾均按医疗废弃物标准处理，清
运处置正处于全程可追溯、全周期
信息化管理状态。

在 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某 集 中 隔 离
点，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包装
垃圾，并运送到隔离点内的垃圾暂存
点，这是一个临时运来的集装箱。

在暂存点前，工作人员拿着专
用设备，先扫描暂存点墙面上张贴
的二维码，再将垃圾一袋袋放在电
子秤上称重，打印出标签贴在垃圾
袋上。标签上有地点、经手人、重量
等信息。垃圾装入暂存点后，工作
人员对所有器具进行消毒。

据介绍，对一袋垃圾实现信息
化的闭环管理，是多个部门协作的
结果。长宁区卫健委负责相关人员
的培训指导，落实集中暂存点的场
地布置，配备足够的垃圾管理人员
和消毒人员，并做好垃圾清运处置
的信息化管理等。长宁区绿化市容
局则安排专人专车，将各个集中隔
离点包装好的垃圾转送至区集中暂
存点。随后再由上海市固体废物处
置有限公司安排专人专车到区集中
暂存点，将完好无损的垃圾袋运送至
医疗废弃物处置场所安全处置。转运
过程中不开箱，避免造成感染。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形势下，采用二维码、射频识
别（RFID）、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
器等技术对分类的废弃物进行唯一
标识，启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
建设医废监管平台，改变了医疗废
弃物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模式，
有利于实现医疗废弃物的全流程闭
环管理，避免因医废处理不当而产
生病毒传播风险。

据悉，上海市长宁区推行集中
隔离点垃圾信息化管理运行以来，
已处理集中隔离场所产生的垃圾
36211.98公斤。

上海长宁区对集中隔离点

垃圾实施信息化管理

全程可追溯
转运全闭环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杨燕
临沂报道 为检验环境应急监测水
平，提高应急监测能力，山东省临沂
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日前联合临沂
市生态环境局有关科室，创新举办
了环境应急监测室内演练。

此次应急监测演练首次采取室
内模拟，全方位、多元素、系统化开
展，内容涵盖大气、水、土壤和辐射
等多项环境要素。演练模拟场景为
某企业化工原料贮存罐起火爆炸，

消防员迅速扑救，空气遭到污染，消防
水外溢，导致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
不同程度遭到污染。

演练过程中，各专业组有条不紊，
忙而不乱，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协同开
展各项监测。大气监 测 组 利 用 便 携
式 烟 气 分 析 仪 、大 气 检 测 管 等 设 施
监 测 大 气 质 量 ；水 质 监 测 组监测水
质 COD、氨氮等指标；土壤监测组利
用 土 壤 监 测 仪 监 测 土 壤 受 污 染 情
况；辐射监测组则利用辐射测试仪进

行监测。
在室内演练现场，便携式烟气

分析仪、水质多参数分析仪、X 射线
荧光光谱仪等设备不停运转，对提前
采样的样本进行测试、监测、记录……
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各尽所能。

设备保障组还对电源、防护设
备等进行应急保障，材料组根据应
急监测进度编制快报，最终形成监
测报告。

临沂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
刘忠林表示，此次演练是为做好突
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工
作，检验应急监测设备现状，随时完
成各级应急领导小组下达或通报协
助的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任务，提高
预防、预警、应对能力。

临沂举行环境应急监测室内演练
检验应急监测设备现状，提高预防应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