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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牛秋鹏

一家企业，连续两天都被抓
了个正着。

事情发生在 2021 年 8 月，位
于天津市北辰区某机电企业的
分表计电装置持续报警，引起辖
区内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的注
意，随即前往现场核实。

经 查 ，该 企 业 在 生 产 过 程
中，大气污染防治处理设施未开
启，产生的烟尘及挥发性有机物
未经处理，通过车间门窗无组织
排放，从而引发装置报警。

令人意外的是，该企业心存
侥幸，第二天在未开启污染防治
设施的情况下继续生产。这次
被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通过工况
用电监控系统数据分析，发现用
电数据存在异常，一个“回马枪”
抓了个正着。

这起天津市上下联动让违
法行为无所遁形的案例，恰是我
国近年来不断优化生态环境执
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缩影。

执法方式向高科
技、精准化转变

通过将非现场监管的线索
运用到日常执法中，让违法行为
无处遁形，是执法人员的“必修
课”。

过去，执法主要靠“人海战
术 ”“ 撒 网 式 监 管 ”等 方 式 ，既
浪 费 大 量 人 力 、物 力 ，效 率 又
不高。

2021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印
发的《关于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
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
出，将非现场监管作为统筹执法
资源、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
效能的重要手段。

一年来，构建以污染源自动
监控为主要手段，辅以视频监
控、用电用能监控、无人机、卫星
遥感、走航车等“海陆空”“天地
人”的非现场监管模式，执法方
式向科技执法、精准化监管转
变，初步破解了基层执法人员
少、任务重难题，执法效能得到

有效提升。
福建晋江运用“河道哨兵”

精准发现线索查处违法排放水
污染物企业，山东烟台“环保医
生”助力解决干扰自动监测设
施问题，浙江温州利用“自动监
控 +无 人 机 ”查 获 私 设 暗 管 排
污行为，辽宁营口通过“高空视
频”查处“散乱污”企业……在生
态环境部已公布的 49 个优化执
法方式典型案例中，采用非现场
方式发现违法行为问题线索的
案例有 18个，占比达 37%。

非 现 场 监 管 并 非 新 鲜 事
物。2019 年《生 活 垃 圾 焚 烧 发
电 厂 自 动 监 测 数 据 应 用 管 理
规 定》的 出 台 ，率 先 实 现 自 动
监测数据应用行政处罚，实现
自 动 监 测 数 据 应 用 执 法 的 重
大 突破，成为探索非现场监管
的成功实践。

排污口排查中“天上看、地
上查、水里测”，水源地整治、清
废行动中运用“卫星遥感+大数
据”，提升了发现问题的效能；广
西针对辖区山多林密、河流纵横
等地形困难，充分利用无人机，
严厉打击“捉迷藏、打游击”等违
法行为。

实践证明，对于大面积、大
尺度的监管，只靠“人走车跑”是
查不出来的。特别是疫情发生
以来，非现场监管的优势和作用
更加凸显。

实施“千里眼”大气环境远
程监管计划，利用卫星遥感技
术，结合气象数据、空气质量监
测数据等，对京津冀及周边重点
区域进行网格划分，从中筛选出
PM2.5、NOX 和 VOCs 浓度较高、
污染排放较重的区域作为热点
网格，指导地方精准发现涉气环
境问题，“让数据多跑路，让基层
少跑腿”。

“ 非 现 场 监 管 本 质 上 是 一
种既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又
能 精 准 发 现 违 法 线 索 的 监 管
手段，目前各地都有很多不同
的实践，作为日常执法检查的
重要方式，能提高违法问题的
发 现 能 力 ，不 断 提 高 执 法 效
能 。”生 态 环 境 部 生 态 环 境 执
法局负责人说。

发现环境污染问题
靠什么？

“发现违法问题”和“查处违
法问题”是生态环境执法的主责
主业。

而在违法问题发现机制中，
生态环境执法遵循“分类监管”
原则，瞄准“精准高效”目标，提
升精准化、智能化、社会化的发
现能力。

2021 年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人
员例行打开“环保码”平台查看
排污企业告警“情报”，发现某造
纸企业在线监测 pH、总氮数据
在前日凌晨超标后迅速回落，同
时排放流量加大。通过回溯视
频监控录像，发现多名员工相互
配合在排污口、在线监测站房进
行插拔采样管和“闲置”监测探
头等操作，致使在线数据失真，
以此掩盖超标排放事实。

这起通过“环保码”查获的
“重点排污单位干扰自动监测设
备排放污染物”环境犯罪案件，
说明以数字化改革驱动执法方
式改变逐渐成为非现场监管常
态化，提高监管的精准度和执法
效率。

然而，正如这起案件所反映
的，随着自动监测数据在执法中
的广泛运用，企业通过数据造假
逃避监管的问题不断出现，并且
越来越系统化、流程化，手段越
来越高科技化。

2021 年 ，生 态 环 境 部 会 同
公安部、最高检联合开展的打击
自动监测造假专项行动，共查处
自动监测违法案件 1045 起，不
乏干扰自动监控设施、伪造篡改
自动监测数据的案例。

自正面清单制度实施以来，
对清单内企业非现场执法检查
频次提升 41.5%，现场执法检查
的频次下降 43.5%，切实减少了
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
扰，不断提升执法监管的精准性
和有效性。

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也
不等同于“不管不问”“降低要
求”，而是要通过非现场监管等

方式履行法定职责。
2020 年 4 月，河南省洛阳市

生态环境局将河南洛正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纳入洛阳市生态环
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但之后，同年 6 月 27 日，执
法人员通过自动在线监控数据
平台发现企业涉嫌超标排放水
污染物，经现场勘察和调阅，该
企业污水处理设施未及时添加
处理药剂导致废水排放口总氮
日均排放浓度超标。

2021 年 1 月，洛阳市生态环
境局将该企业移出生态环境监
督执法正面清单。

此外，通过加强跨省（区）生
态环境执法交流合作，也可以推
动区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如上海青浦
区、江苏苏州吴江区和浙江嘉兴
嘉善县开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联合执
法，提升跨区域执法能力。

一年来，全国各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均出台“指导意见”的实
施方案，31 个省份和 344 个地市

（包括部分省直管县、林区、特区
等）建立实施了举报奖励制度，
10 余个省份出台轻微违法行为
免予处罚事项清单。

他们通过深化“双随机、一
公开”、强化非 现 场 监 管 、健 全
举报奖励制度、探索第三方辅
助执法等方式，提升问题发现
能 力 。 通 过 建 立 专 案 查 办 制
度 、完 善 自 由 裁 量 权 制 度 、提
高执法服务水平等方式，提升
问 题 查 处 能 力 。 通 过 完 善 正
面清单、强化守法激励、开展普
法教育等方式，鼓励更多的企业
提升自主守法能力。

如今，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正
以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
为总抓手，认真做好垂直管理和
综合执法改革的“后半篇文章”。

生态 环 境 部 负 责 人 表 示 ，
执 法 工 作 要 突 出 精 准 、科 学 、
依法，对企业等市场主体既要
做到严格监管，又要做到热情
服务，要加强基层生态环境执
法，确保运行机制、能力建设、
法 治 保 障 全 面 到 位 ，实 现“ 真
垂管”“真综合”。

本报记者季英德枣庄报
道 为严格执行《枣庄市轻微违
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
法 行 为 减 轻 行 政 处 罚 事 项 清
单》，山东省枣庄市对生态环境
领域 10 项轻微违法行为不予
处罚，3 项一般违法行为减轻
行政处罚。截至目前，全市共
对 39 家企业实施了免罚，对 11
家企业减轻处罚。

为落实正面清单制度，推
行差异化执法监管，枣庄市将
污染治理及环保 管 理 水 平 先
进 、环 境 信 用 评 价 连 续 两 年
以 上 为 绿 标 、具 备 在 线（用
能、用电）监控等非现场执法
条 件 的 行 业 标 杆 企 业 纳 入 正
面 清 单 管 理 。 动 态 调 整 正 面
清 单 企 业 名 单 ，积 极 鼓 励 将
省 市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重 大 工
程、资源要素产出高的企业，
与 民 生 保 障 密 切 相 关 的 企
业，污染物排放量小、环境风
险低、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小微
企业纳入正面清单管理，不断
扩大正面清单企业范围。

同时为避免正面清单企业
“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探索建
立了黄牌提醒机制：清单企业
出现 1 次轻微免罚行为记黄牌
1 张，对其书面提醒 1 次；如企
业 1 个自然年内累积黄牌两张
及 以 上 ，则 立 即 移 出 正 面 清
单。目前，全市纳入正面清单
管理的企业已达到 107家。

2021 年，枣庄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智慧监管系统正
式投入使用，标志着全市生态
环境执法监管步入智能化、信
息 化 时 代 。 目 前 ，全 市 共 有
615 家重点企业安装了用电监
控设施，206 家重点排污单位
安装了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生态
环境部门联网。全市统筹运用
空气微站、在线监控、视频监
控、无人机巡查、用电监控、大
气走航监测、气溶胶雷达等科
技手段，精准锁定排污单位，累
计开展非现场检查共计 472 家
次，非现场执法比例不断提升，
逐渐成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的
重要方式。

新闻+

执法人员如何练就执法人员如何练就““火眼金睛火眼金睛””？？
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主要手段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主要手段，，辅以非现场监管模式辅以非现场监管模式 本报讯 2021 年，安徽省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推
动 排 污 单 位 履 行 治 污 主 体 责
任，加强自动监测设备运维。
一年来，全省纳入“三个全覆盖”
监管的 2568家排污单位的自动
监 测 数 据 日 均 值 超 标 天 数 较
2020年下降了38.7%。

2021年，全省立案查处涉自
动监测数据超标案件 131起，罚
款 1091.3 万元。办理涉自动监
测数据弄虚作假案件25起，罚款
468.2万元，相关违法分子受到了
法律制裁。

《安徽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
理办法（试行）》及《安徽省污染
源自动监控“三个全覆盖”工作
实施意见》印发，规定涉自动监
控环境违法行为的判定情形，
为 规 范 自 动 监 测 设 备 运 行 管
理，提高自动监测数据质量，奠
定了制度基础。

运用“数字江淮-智慧环
保”平台的超标报警功能，将超

标信息自动推送至生态环境部
门 及 重 点 排 污 单 位 相 关 责 任
人，督促企业及时排查超标原
因并进行整改。

同时委托运维监管服务单
位巡查企业 10923 家次，巡检
自动监测设备 41417 台（套），
核查自动监测数据日均值超标
企业 2410 家次，及时督促企业
整改发现的问题。部分企业结
合整改工作，淘汰老旧自动监
测设备 419 台（套），确保自动
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此外，对全省45家企业开展
了“送法暖企”活动，实行普法与
执法相结合，既为企业纾困解难，
又帮企业提升法治意识。去年以
视频会议、现场培训等方式，向
2200名企业管理人员开展普法
宣传，重点讲解涉及污染源自动
监控管理的法律法规及专业知
识，助力企业提升环境管理水平，
增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沈世伟 左金林

枣庄优化监管方式提高执法效能
对 39家企业免罚，对 11家企业减轻处罚

安徽推进污染源自动监控“三个全覆盖”
2568家单位数据日均值超标天数下降近四成

本报记者牛秋鹏报道 2021
年，全国共实施奖励案件 13983
件，同比增加 0.8%，奖励总金额
1119.23 万 元 ，同 比 增 加 55.6% 。
从奖励金额看，山东最高，达到
521.23万元。

2020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印
发《关于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是
对《关于改革完善信访投诉工作
机制推进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进一步
落实。

石马河（系东江支流）位于广
东省东莞市东部，长期以来因受
工业企业偷排、超排的影响，水质
恶化严重。

2016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对广东省开展了督察，并
于 2018 年对督察整改情况开展

“回头看”时，曾指出该河流存在
的问题。

“石马河污染反弹，下游河口
断面氨氮、总磷浓度分别较 2012
年上升 123%和 122%。”

2019 年 ，为 降 低 总 磷 浓 度 ，
东莞市针对举报石马河流域的塘
厦、凤岗、清溪、樟木头 4 镇范围
内企业违法排放含磷工业废水行
为实施重奖，单条信息最高奖励
更是高达 50万元。

政策实施后，东莞市生态环
境局接到公众通过电子邮件、来
信、来访等途径提供的生态环境
法行为线索约 600 条，已查实 52
条，累计发放奖金 1350 万元。4
镇范围相关断面的总磷浓度也从
前 期 的 0.8 毫 克/升 以 上 降 低 到
0.4 毫克/升以下，最低测得仅有
0.14 毫克/升，水质明显改善，绿
水清幽，白鹭飞栖。

石马河流域重奖举报政策试
行的经验，反映出近年来地方生
态环境部门转变思想观念，变被
动为主动，把人民群众的信访举
报作为发现环境问题、解决环境
问题的“金矿”，通过不断完善“有
奖举报”制度，充分调动群众的积
极性，推动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
会共治新格局。

有奖举报推动
构建社会共治
去年全国共实施

奖励案件 13983 件，

总金额 1119.23万元

执法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