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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监测形成一张网 应急处置实现专业化

重庆两江新区环境应急迈入智慧管控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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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余常海 通讯员谭人育

去年，重庆两江新区辖区内一输油管
线泄漏，虽然成功处置，但面对长江嘉陵江
两江交汇、22 条次级支流和六大湖泊水库
交织，399 家环境风险企业、42 家较大环境
风险企业分布，各类新型产污环节、治污工
艺的挑战等问题，如何第一时间了解情况、
如何形成立体的预警体系、如何多方联动
进行专业处置，这一切都让重庆两江新区
生态环境分局重新思考。

近日，两江新区召开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队伍授牌暨汛期环境安全工作会。
会上，大数据平台指挥调度、物资配套信息
共享、3 类队伍提供应急保障处置、4 项联
动协作机制相应公布，标志着两江新区建
成以“1 个平台”“2 项支撑”“3 类队伍”“4 种
机制”为主要内容的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
体系，也意味着两江新区环境应急管理工
作迈入了“智慧管控、立体预警、多方联动、
专业处置”的新阶段。

数字大脑指挥高效

“‘1’个平台，是指建立完善‘生态两江
大数据’平台。”两江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局
长郑阳华表示，该平台旨在强化突发环境
事件预防预警、指挥调度和应急管理。

具体而言，是指以环境风险防控为主
线，围绕大气、水、固（危）废、声四大污染防

治领域，将两江新区 61 家涉水污染源、62
家涉气污染源、43 家固（危）废 和 43 家 较
大 以 上 环 境 风 险 企 业 等 重 点 风 险 源 ，以
及 居 住 区、文 教 区、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河 流 湖 库 、商 务 区 等 环 境 敏 感 受 体 信 息
等 空 间 数 据 融 入 系 统 ，立 体 勾 画 风 险 防
控对象之间的要素关联影响和空间关联
影响，形成覆盖 638 平方公里的生态环境
监测一张网。

该平台还通过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重要河流监测断面等敏感受体布设高
清高架监控视频，实施 24 小时监控；对重
点风险企业和风险源同步接入视频监控和
企业预警信号；对烟火、油污、泄漏、违法倾
倒等环境风险和违法行为进行智能抓拍和
AI 识别；对上级交办信息、友邻部门预警
和网络舆情动向进行实时联通等措施，初
步形成覆盖全域，联结基层触角、舆情监
测、环境监测、风险源监控、举报投诉受理、
其他部门信息的环境风险防控信息化预警
体系。

信息共享物资配套

“2 项支撑”，则指的是提供科技物资
配套支撑与信息数据共享支撑，强化提升
智慧环境应急能力。

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六
支队支队长潘伟介绍，用好“生态两江大数
据 系 统 ”，在 建 设 和 使 用 过 程 中 ，两 江 新
区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全 面 完 善 环 境 信 息“ 纵
向 到 底、横 向 到 边 ”的 共 享 通 道 ，进 一 步
优化了环境应急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的
内容设置和系统搭建。

据 了 解 ，2022—2027 年 ，两 江 新 区 将
分批分步骤逐步完成 1 个中心物资库、4 个
工业园区、六大河流湖泊的流域及区域物

资库建设，最终形成“1+4+6+N”的两江新
区环境应急物资装备库建设储备格局，进
一步夯实“中心物资储备齐全、园区企业全
面覆盖、水域逐段布点设置”的科技装备物
资支撑体系硬件基础。

专业队伍共护两江

队伍是打胜仗的基础。在过去两年
里，两江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和行政执法总
队六支队通过入企调研、专题研讨、实战演
练等方式，初步探索出“全域覆盖、要素集
全 、专 业 处 置 ”的 队 伍 建 设 目 标 和 组 建
路子。

依托 12 家企业处置队伍和环境应急
社会专业机构，两江新区逐步建立了全域
应急机动处置队伍、片区应急处置队伍和
专业技术保障小组构成的“3类队伍”。

此次会上，12 支环境应急处置队伍正
式授牌。“应急现场有队伍，队伍用了能管
用”的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执法总队六支队副支队长刘晶向记者
介绍，“3 类队伍”按照“专常兼备、反应灵
敏、作风过硬、科学救援”的标准组建。全
域应急机动处置队伍按水污染、大气污染、
土壤固（危）废污染等要素分类，由专业化
社会应急处置单位组成，负责两江新区范
围内专业性较强、现场情况较复杂、涉及饮
用水水源安全和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
现场处置工作。

片区应急处置队伍按照水土新城、鱼
复新城、龙兴新城、保税港区和直管街道 5
个片区分区组建，各区域 1—2 家龙头企业
的应急处置队伍，负责该区域突发环境事
件的现场处置工作。专业技术保障小组由
环境应急专家和环境应急专业技术团队组
成，其中专家团队主要负责信息研判、决策

咨询、授课考评等工作；专业技术团队主要
负责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指导，以及
无人机、无人船等高科技装备的技术服务
等工作。

内外协作联动应急

而“4 项 机 制 ”是 指 深 化 落 实 应 急 预
案，建立更加有力、有序、有效的“地（流）域
联动、部门响应、社会应急、政企联合”4 项
联动协作机制。

地域相邻，流域相汇，是两江新区面临
的现实问题。2021 年 12 月，两江新区生态
环境分局主动走出去，与北碚、江北、渝北、
沙坪坝、渝中区建立长江、嘉陵江流域上下
游（左右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动机制；今
年 4 月，与两江新区建设局、应急局、公安
分局、市场监管局、消防支队、城管局、社发
局、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单位）建立部
门协作机制。

通过构建地（流）域联动、部门响应的
协作机制，两江新区与长江、嘉陵江上下游

（左右岸）5 个行政区域，两江新区 8 个部门
单位、3 个开发新城、12 家工业企业深化协
作联动，建立了“防控—预警—接报—调度
—处置—调查”纵向到底和多层级多部门
环境风险协同管控横向到边的环境应急责
任体系。

“建立两江新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
控与应急处置体系，旨在着力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不断 强 化 环 境 风 险 管 控 。”郑 阳
华 表 示 ，两 江 新 区 将 围 绕 环 境 安 全“ 四
个责任”要求，不断提升“三个能力”，推
进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风 险 管 控 、预 防 预 警 、
接 报 受 理 、指 挥 调 度 、末 端 处 置 一 体 化
统 筹 ，用 高 水 平 的 保 护 促 进 两 江 新 区 高
质量发展。

◆袁晶 张林霞

“她是个默默干事、很能吃苦的
人。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需要到脏乱臭
的地方去，也没看她皱下眉，我心里觉
得这个小姑娘靠谱。她不懂就学、不
懂就问，不经意间就成了技术骨干。”
江西省上饶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青
海说起杨燕时赞不绝口。

“不管多困难的工作，她
都能够踏实完成。”

今年是杨燕来到上饶市城市管理
综合服务中心工作的第八个年头。自
工作以来，杨燕先后从事生活垃圾填
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废弃物无
害化处理及生活污水处理监管工作，
每项工作都需要与垃圾、污水以及废
气打交道，都需要到现场对各厂(场)
生产运行、污染防治及安全管理制度
等情况进行核实。

工作日复一日，重复繁杂，寻常人
避之不及的臭味和脏乱，作为城市生
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监管人的杨燕却从
不嫌脏、不嫌臭、不怕累，而是主动履
行监管职责，任劳任怨认真对待。正
是凭着这股肯吃苦能吃苦的劲头，换
来了领导、同事以及被监管单位的一
致认可。

做好城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置和污
水处理监管工作，除了要能吃苦，还对
专业素养和综合实力的要求极高。

“我的专业是水处理方向的，在实
际工作中，垃圾进场、填埋、渗滤液产
生、渗滤液处理等环节涉及的专业知
识很多，需要不断在工作实践中学习
提高，才能胜任岗位。”杨燕说道。

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水
平，杨燕主动收集环保法律法规、行业
标准以及技术规范等相关资料，在工
作实践中努力学习提高。有时为了弄
清楚一个问题，她常常需要忍受刺鼻
的异味，多次往返跑现场。

2016 年，上饶市风顺生活垃圾填
埋场渗滤液处理站氧化沟出现大量泡
沫异常现象，企业技术人员一直找不
到问题症结所在。

“风顺生活垃圾填埋场环保问题
整改是让我感到任务最艰巨、感触最
深的一项工作。”杨燕告诉记者。

上饶市风顺生活垃圾填埋场环保
问题在 2018 年、2020 年两次被长江经
济带警示片曝光，生态环境部就此约
谈了上饶市政府，市长做了表态，督察
组随时可能进行“回头看”。

面对时间紧、压力大的严峻形势，杨燕和十多名同事连续几个
月日夜驻守填埋场，以“白加黑、5+2”的工作模式坚守在环保问题
整改一线，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杨燕梳理出大量指标数据，发现
问题症结并最终圆满解决了问题，企业主和身边同事都不由地向
她竖起了大拇指。

“在市风顺生活垃圾填埋场环保问题整改过程中，面对极其困
难的情况，杨燕总是能主动想办法，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不管多
困难的工作，她都能够踏实完成。”提起杨燕的表现，上饶市城市管
理综合服务中心第三方经营管理科监管填埋场的负责人刘定辉说
道。

扭转了生活垃圾监管考核无据可依、无章可
循的局面

业务能力的不断精进和提升，让杨燕逐渐成长为单位的技术
骨干。参加工作以来，她先后发表了《用臭氧/超声处理含对硫磷
农药废水的研究》《超滤水处理膜组件选型及其应用研究》等论文。

结合监管工作实践，杨燕负责制定的《上饶市风顺生活垃圾无
害化填埋场运营绩效考核实施办法》《上饶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监
管考核办法》《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厂 BOT 项
目监管考核办法》以及《上饶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浓缩液）处
理系统运行和处理费支付监管考核办法》,更是扭转了生活垃圾
监管考核无据可依、无章可循的局面。

2021 年，上饶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成立后，市生活污水
处理厂纳入中心监管。面对不熟悉的监管领域，杨燕多次利用下班
时间专门到厂里查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要求厂方制定有关安全风险
防范处置预案并进行实践演练检验，使预案更具针对性、操作性。

此外，杨燕还结合工作实际，草拟了《上饶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监督管理考核办法》，结束了对生活污水处理厂监管“全凭经验、全
凭感觉”的情况，使生活污水处理厂监管工作规范化起步、标准化
运行。

过硬的专业技术和任劳任怨的吃苦精神，让杨燕先后荣获上
饶市“巾帼建功标兵”“最美职工”和“2022 江西最美环保人”等多
项荣誉。

“我只是想为环保事业添砖加瓦，为让上饶这片山水更加洁净
尽自己的一份力而已。”杨燕说。

图为杨燕（左一）在排查污水管网。

奋斗者奋斗者
正青春正青春

本报记者董若义济南报道 今年以来，
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聚焦危险废物、
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等环境要素，先后开展
了废弃危化品污染防治专项排查整治、废
弃危化品等危险废物风险集中治理专项行
动 、2022 年 度 辐 射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专 项 行
动、全市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专项
行动，做到重点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职责
全覆盖，有效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领域各类
安全风险。

聚焦生态环境部门安全生产职责落
实，强化安全生产要素监管和行业监管。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领域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对排查发现的安
全生产问题隐患建立台账，实行清单式管
理，及时督促整改。为增强安全生产监管
实效，建立“常态化检查+专项抽查”相结
合的工作模式。一方面，组织各分局每季
度邀请安全生产专家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开展现场检查，一季度共检查企业 30 家，
发现问题 304 个，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改；另
一方面，组织有关处室并邀请安全生产领
域专家组成专项监督检查组，对部分危废
经营企业进行专项抽查，共发现问题隐患
63 项，目前已整治完成 61 项。对于未整改
完成的安全隐患，正督促企业按照时限要
求尽快整改到位。

为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利用排污许可证管理平
台 ，先 后 两 次 向 领 有 排 污 许 可 证 的 全 部
2715 家企业联系人发送短信，督促开展环
保设施和项目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与整
治。

为加快工作开展进度，济南市生态环
境局实施一周一调度一通报，截至目前，已
组织各分局向 2100 家生产经营单位发放、
回收《环保设施和项目安全防范工作责任
告知书》，做到事前告知、事中督促、事后提
醒，确保生态环境领域的生产安全。

本报讯 江苏省泰兴市财政
聚焦“绿色发展”专项资金，统筹
安排资金 200 多万元，用于开展
重点耗能企业节能专项诊断，进
一 步 支 持 绿 色 标 杆 城 市 建 设
工作。

今年５月，泰兴市邀请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东南大学、南京工
业大学、江苏大学等国内权威机
构专家上门服务，为年耗能 5000
吨标煤以上企业把脉问诊，“一企
一策”制定节能降碳改进建议。
在已完成诊断的 4 家企业中，共
识 别 出 节 能 改 进 项 目 27 个 ，其
中，管理类项目 5 个，技术改造类
项 目 22 个 ，预 计 可 产 生 节 能 量
17.6 万吨标准煤。如金燕化学环
氧乙烷装置升级改造项目实施

后，预计可产生节能量达 2.5 万吨
标煤；爱森絮凝剂聚丙烯酰胺干
粉干燥系统蒸汽冷凝水改造项目
实施后，预计可产生节能量 8000
吨标煤。

今年，泰兴市综合运用政府
购买服务、节能量分档奖励等方
式，重点向绿色改造升级、绿色制
造示范倾斜，加快绿色标杆城市
建设步伐。

下一阶段，泰兴市还将进一
步加强绿色发展观念，不断完善
财政支持制度体系，加大财政资
金 投 入 力 度 ，探 索 多 元 化 投 入
机 制 ，为 加 快 产 业 层 级 跃 升 步
伐 ，为 实 现 绿 色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力量。

顾继红 石志广

统筹200多万元开展重点耗能企业节能专项诊断

泰兴政府买单扶持企业“绿色发展”

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不断加快生态绿化建设步伐，以河水治理为根本，在提升森林和河水
质量上下功夫，打造出有“森林氧吧”之称的溪口、大堰、西坞、黄贤等“绿肺”之地，极大提升了市民的幸福
感、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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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变革

上接一版

同时，对江堤外滩和堤内，
进行景观改造，累计栽种各类
绿植 700 多万株，铺草皮 33 万
平方米，堤顶道路“白改黑”近
160 公里。在相对开阔的地段
为群众打造景观游园 60 个。一
条集“守护长江、美化长江、展
示长江”于一体的沿江生态廊
道基本成型。

美丽岸线，美在对
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

九 江 坚 持 把“ 产 业 美 ”作
为 打 造 长 江“ 美 丽 岸 线 ”的 重
中 之 重 ，全 力 锁 定 最 优 路 径 ，
为 发 展 注 入 科 技 要 素 和 绿 色
动能。

“我们在淘汰落后产能上
做‘减法’，提出了‘三个一律不
许’的铁律，即长江岸线 1 公里
范围内一律不许新上任何化工
项目、5 公里范围内一律不许新
建任何重化工园区、非化工园
区内一律不许新上任何化工项
目，从严从紧把关九江沿岸产

业发展。”九江市工信局副局长
方保平介绍说。

九江市综合运用法治化、
市场化手段，加大“小散乱污”
企业和“僵尸企业”出清力度，
加快淘汰低端、低效和无效产
能，先后拒绝产业相对低端和
排放较大的投资项目 400 多个，
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 348 家，
实现了产业腾笼换鸟。

另一方面，九江市在新动
能 培 育 上 做“ 加 法 ”。 坚 持 以

“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
术产业化”为基本思路，加快新
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加速新
产业、新业态集群集聚，有力推
动了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
培育。

目前，九江市入库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 816 家，获批“独
角兽企业”3 家、“瞪羚企业”19
家。10 家企业、3 个园区分别获
批省级绿色工厂和省级绿色园
区 ，4 家 企 业 获 批 国 家 级 绿 色
工厂。

尤其是江西心连心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作为曾经被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点名的项目，将

督 察 整 改 作 为 转 型 发 展 的 契
机，断然将岸线边的 30 万吨化
肥产能整体搬离，并采用新技
术、新工艺，异地新建了 40 万吨
复合肥项目。

此外，九江稳步推进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

“专管+群护”的网络化管护体
系 逐 渐 形 成 。 1.79 万 名 渔 民

“洗脚上岸”。现在，久违的江
豚越来越多，今年 4 月初，还在
都昌松门山水域发现了本地近
十年未见的鳤鱼。

生 态 好 不 好 ，候 鸟 最 知
道 。 九 江 全 市 2908.87 亩 被 非
法侵占的湿地全部得到恢复。
近年来，每年约有 70 万—80 万
只候鸟在九江越冬，种类多达
400 余种，包括全球 98%以上的
白 鹤 、80%以 上 的 东 方 白 鹳 和
70%以上的白枕鹤。

一江清水，百业兴旺。九
江这颗镶嵌在万里长江与百里
鄱湖交汇点的璀璨明珠，正向
着打造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
市的目标扬帆远航，努力走出
一 条 生 态 文 明 的 永 续 发 展
之路。

九江以督察整改为契机打造百里长江美丽岸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