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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林霞通讯员欧海燕

7 月 15 日 ，在 中 国 信 息 协 会 主 办 的
2022 数字政府论坛上，发布了最新评选出
的数字政府管理创新成果与实践案例，江
西省抚州市的“抚州环保用电监控平台”建
设项目脱颖而出，成为生态环境领域数字
政府管理创新的唯一先进典型。

异常用电告警，线索很精
准，让企业更守法

“抚州环保用电监控平台”建设项目由
政府投资 124.8 万元，于 2021 年 12 月开工
建设，2022 年 3 月正式运行。这个平台能
对 32 家企业的 72 处产污设施和 90 处污染
治理设施共 343 个监测点位，进行实时用
电监控。平台建成至今，共产生异常告警
信息 1046 条；提供涉嫌不正常运行设施线
索 122 条；开展“非现场”环境执法 162 次；
为抚州市启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后提供企
业停限产执行状态信息共 84家次。

“7 月 22 日，我的手机接到辖区内某纺
织公司的告警信息，进入 APP 查看，用电
监控平台立即出现这家公司治污工序分布
图，用电异常告警的地方亮起了红灯。”抚
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一大队大

队长吴永辉说。
于是，吴永辉和相关环境执法人员按

照分布图显示，直奔这家企业车间，精准找
到用电异常点位。不到两个小时，就对企业
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
完成了取证、现场勘察和调查询问等工作。

如果企业出现用电异常情况超过 1 小
时，用电监管平台就会向抚州环境执法人
员推送告警信息，执法人员立即到现场核
查，实现精准查处。据悉，今年以来，抚州
市利用“环保用电监控平台”异常用电告警
线索，成功查处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
案件 3起。

随时随地查看设施用电情
况，让监管更高效

“这种数字化监管，非常简单方便，只
要打开手机上的 APP，就能随时随地查看
企业生产设施和污染治理设施的用电情
况，不需要到企业现场去。”抚州市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张晖告诉
记者。

目前，抚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支队只有 3 个大队，每个大队只有 3 人，每
个大队直接负责巡查监管的企业有几十
家，以前都是一家一家企业巡查，几个人根

本忙不过来。现在通过 APP 就能实现有
效监管，工作量减少了很多，工作效率也大
幅提高。

“我们采用‘非接触’执法模式，开展精
准‘非现场’执法，切实减少对企业非必要
现场检查频次，做到‘无事不扰’。”抚州市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魏如
斌说。

实现有效“数字”监管，减少了检查频
次，企业也非常高兴。

及时发现故障，减少违法行
为，让企业更欢迎

“就是通过这个‘小盒子’，我们可以随
时了解风机的运行情况。只要风机出现故
障停运，15 分钟内‘小盒子’就会向用电监
控平台反馈，平台就会同步向我们企业管
理人员的手机推送用电异常告警信息。”抚
州高新区某水泥企业负责人指着安装在降
尘风机用电终端的设备说。

通过平台查看，这家企业就能迅速锁
定用电异常的治理设备，立即检修处理。
不仅企业可以及时、有效避免治污设施因
故障停运而导致的环境违法行为，而且环
境执法人员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完成交办、
跟踪、处置等多个事项，减少了企业巡检的

人力，还能精准发现故障位置，很受企业
欢迎。

“抚州环保用电监控平台围绕数字化、
智能化、高效化、信息化，采用物联网、互联
网及云计算技术，推广‘科技+非现场执
法’创新模式，实现政府监管、企业效益、社
会效益的共赢。”魏如斌介绍说。

抚州市在制定实施方案和建设用电监
管平台方案时，始终瞄准执法不精准、手段
落后、效率低等痛点问题，多次与抚州市大
数据中心沟通对接，想方设法实现系统的
智能化、高效化和信息化，不断充实完善平
台功能，全面发挥数字引领和科技赋能。

下 一 步 ，抚 州 市 将 增 加 政 府 投 资
247.08 万元推广建设环保用电监控平台

（二期）项目，对全市所有重点涉气企业做
到全覆盖。通过利用自动监控系统，大力
推行非现场监管，不断提升智能管控、风险
监控、快速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有效保障
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和生态环境质量，让“数
字化”更加广泛地应用到生态环境领域。

抚州以数字化手段优化环境监管
对企业从单纯的污染物排放监测延伸到治理环节监测

““山川秀美山川秀美””新甘肃新甘肃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本报记者李莉通讯员黄溢

笔直的道路，干净的村舍，空
旷的农田……经过“散乱污”企业
整治，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太平
街道莲港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厂房没有了，农田恢复了，
呼吸顺畅了，心情也好了。”相城
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
公室现场组组长周国新表示，“散
乱污”企业整治，不仅改善了生态
环境，也还清了生态环境“欠账”，
算好了长远发展的“新账”。

铁腕治理，“散乱污”
企业动态清零

“在‘散乱污’企业淘汰整治
工作之初，相城区共有 179 个村
级工业集聚区，‘散乱污’企业数
量更是高达上万家。”周国新回想
起整改工作启动时的难处仍记忆
犹新。

相城区各地按照“镇不漏村、
村不漏户”标准全面摸清底数，并
结合相关部门登记信息，梳理形
成涵盖国土、工商、环保等各方面
情况的淘汰企业清单。在此基础
上制定印发《相城区“散乱污”企
业（作坊）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明确十大类重点行业范围。

同时，相城区成立了区、镇、
村（社区）三级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将责任压实到村（社区）；以

“两断三清”为抓手，对依法关停
取缔企业，采取相应的监管倒逼
等措施，加快推进“散乱污”企业
淘汰退出。生态环境、公安等部

门加强司法联动、“两法”衔接，依
法严惩环境违法行为，倒逼企业
落实环保主体责任。

据了解，2017 年 10 月以来，
相城区已累计淘汰整治“散乱污”
企业（作坊）15316 家，其中关停
11939 家，关停率为 78%；累计清
理村级工业集中区 93 个，腾空土
地 12975 亩；整治提升村级工业
集中区 74 个；基本实现了“散乱
污”企业（作坊）在全区范围内动
态清零。

腾挪空间，推动新动
能绿色崛起

“散乱污”企业、小作坊没了，
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了空间。

在被拆除的北桥街道庄基村
泗塘工业区 600 亩已经平整一新
的土地上，新引进专注色母粒研
发的宝丽迪项目已启动厂房建
设。这个项目预计年产值 8.5 亿
元，年税收 6000 万元。

令人振奋的还有高铁新城富
民工业区。高铁新城富民工业区
将“散乱污”企业整治与征收搬迁
等工作有机结合，彻底清除涉及
日化、小化工、印刷等高能耗、高污
染的 11家企业。京东全球研发中
心项目将在这里落地，打造国内
领先、国际一流的“云计算+大数
据”的新经济基础设施智慧小镇。

周国新说，相城以环境治理
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产业强区，走
上了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的“双
赢”之路。

2021 年，相城区 PM2.5平均浓

度为 29 微克/立方米，较 2017 年
改 善 29.3%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3.8%，较 2017 年 改 善 19.1 个 百
分点。环境信访实现连续 5 年大
幅下降，下降率达 79.5%。生态
文明建设群众满意度达 92%，较
2017 年提高 10.1个百分点。

科学助力，防止“散
乱污”企业卷土重来

如何防止“散乱污”企业卷土
重来？相城区出台了 2022 年“散
乱污”企业（作坊）淘汰整治工作
方案。重点排查新增“散乱污”企
业（作坊）；对前期淘汰整治的“散
乱污”企业（作坊）开展“回头看”；
检查淘汰类“散乱污”企业是否存
在反弹回潮现象，新进企业是否
合法合规；对整治提升的“散乱
污”企业（作坊），组织专家团进行
验收评估；对现存镇、村级工业集
中区的情况进行摸排，将安全、环
境隐患突出的镇、村级工业集中
区列入淘汰清理计划。

相城区还创新数字应用，让
“数字帮手”为整治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助力。黄埭高新区、太平
街道借助 VOCs 走航监测车，对
全域进行 VOCs走航分析。

VOCs 走 航 监 测 车 全 称“ 高
时空分辨率走航监测车”，在行驶
过程中可对 300 多种有机废气物
进行分析和快速检测，并根据监
测出的 VOCs 污染物总浓度描绘
污染地图，直观地提供区域及企
业污染物排放情况，从而全面、快
速地锁定重点污染源。

本报讯 安徽省淮北市纪
委机关、市监察委员会、市生态
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市生
态环境局日前联合印发《建立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与纪检监察
机关联动机制》，提出建立健全
监督检查协作配合、环保问题
联合通报、问题线索移送反馈、
重大案件会商督办四项联动工
作机制，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

根据监督检查协作配合机
制，淮北市纪委监委将生态环
境责任履行情况纳入政治监督
重要内容，发挥派驻机构驻在
优势，加强与生态环境部门党
组 的 工 作 会 商 ，形 成 监 督 合
力。结合巡视巡察整改等日常
工作，强化工作联动，监督的同
时帮助生态环境部门推动解决
堵点、难点问题。对县区和市
直 部 门 落 实 生 态 环 境 主 体 责
任、监管责任及生态环境工作
履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构建沟通顺畅、衔接高效的配
合机制。

建立健全环保问题联合通
报机制。经协商一致，对中央
和省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长江（安徽）经济带生态环
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及举一
反三发现生态环境案件查处情

况进行集中通报。对重点环境
问题整改存在的形式主义、走
过场问题，大气、水、土壤、生态
等领域污染防治重点任务进展
缓慢、不作为问题，县区和有关
部门依法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
责不力问题，经市纪委监委与
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协商一致，进行通报。

按照问题线索移送反馈机
制，淮北市生态环境局对突出
环境问题实行“双向交办+发
函提醒+约谈警示”制度，对多
次催办仍未落实到位的，及时
向市纪委监委通报，构成问题
线索的，及时移送。市纪委监
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管辖规
定，对照工作要求，优先受理、
优先处置、快速查处，并及时将
办理结果向市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办公室予以反馈，严肃开
展追责问责。

依据重大案件会商督办机
制，对案情重大、社会影响面广
的生态环境案件，市纪委监委、
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成立工作专班，组织专人负责
办理，视情实施挂牌督办。联
合做好重大案件的剖析工作，
开展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以案
促治，发挥案件治本功能。

潘骞 杨永超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
道 记者近日从 2022 年全国航
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暨全国青少
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以下
简称“航模节”）媒体见面会上
获悉，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红寺堡区正在系统实施罗山西
麓生态保护修复提升、调蓄、示
范、美化、涵养和保护六大工
程 ，项 目 建 设 已 经 取 得 初 步
成效。

据介绍，本次“航模节”于 8
月 5日—22日在吴忠市红寺堡
区罗山航模基地举行。红寺堡
区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是全
国最大的单体易地生态移民扬
黄扶贫集中安置区。罗山是宁
夏“三屏一带五区”生态安全格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治
理好罗山生态环境，实施罗山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是红寺堡
区生态建设的“头号工程”和创
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
示范区的重要举措。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三
山一河”建设总体布局要求，红

寺堡区采取工程、技术、生物等
多 种 措 施 ，系 统 实 施 六 大 工
程。项目总投资 6.96 亿元，建
设总规模 14.29 万亩，南北总长
27公里。

目前，六大工程已经完成
项目建设投资 4.69 亿元，完成
退化林抚育提升 9.77 万亩、原
生荒漠草原保护 4 万亩、生态
廊道建设 0.52 万亩；完成生态
造林 0.5 万亩，其中，防护林带
建 设 0.076 万 亩 、生 态 经 济 林
0.45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 33.89
万株；新建调蓄水池 3座。

下一步，红寺堡区将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大生态脆
弱区环境保护修复力度，实施
好防沙治沙、天然林保护、湿地
资源保护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
生态重点工程。加大矿山生态
修复治理力度，5 年内完成 53
个片区治理任务 1 万亩，对罗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关 联 区
12 个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治理。

本报讯 四川省泸州市生
态环境局近日召开 2022 年上
半年环评和排污许可工作会，
总结 2022 年上半年全市环评
和排污许可工作，并部署下半
年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稳
增长服务保障举措，切实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贯彻落
实，全力服务经济稳增长，提速
提质环评审批，确保重点项目
不因环评受限。

今年以来，为全力做好生
态环境领域稳增长服务保障工
作，泸州市生态环境局针对环
评编制中存在的问题邀请业主
单位和编制单位召开环评协调
会 1 次，接听电话咨询 77 次，接
待访问人次 41 次，在大气污染
治理、放射源作业、排污许可申
报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实施上门

服务 44次。
会议要求，要全力做好“两

稳一保”工作，依托四川省“三
线一单”数据分析系统，继续实
施重点园区规划环评和重点项
目环评预审；加强助企纾困政
策宣传，持续开展小微企业“三
个一”环保服务；强化环评质量
管理，不断加大力度打击弄虚
作假，对环评严重失实等加大
问责处罚力度；优化简化环评
文件编制，对位于已完成规划
环评并落实相关要求的园区，
且符合生态环境相关准入要求
的建设项目，可简化部分分析
内容，共享共用污染源调查、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继续落
实正面清单动态管理，将治污
水平高、环境管理规范的企业
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并动态
调整。 唐语瑶

本报讯 湖北省蕲春县人
大常委会近日集中听取相关部
门《长江保护法》执行情况的汇
报，并深入横车灵虬山石英砂
矿山、彭思镇茅山策湖泵、湖北
美凯化工有限公司现场，开展

《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实地
查看生态环境入河修复、排污
口整治等情况。

近年来，蕲春县着力推进
长江岸线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整
治，争取中央专项资金 4418 万
元，对原县农药厂银山厂区土
壤污染地块进行全面治理与修
复 ，规 范 处 置 场 地 遗 留 危 废
1500 吨，处理污染土壤两万多
吨，拆除厂房 34 栋，管控危废
两万多立方米。

同时，对长江入河排污口
开展全面溯源，查清污水来源，
确认整治责任主体工作任务。
截至目前，已完成入河排污口
溯源、分类、命名、编码和标志
牌设置等工作，完成立行立改

整治任务 22 个。严守长江岸
线产业政策底线，沿江 1 公里
内禁止新建任何重化工项目，
严格限制重化工产业入园，严
格控制重化工企业审批，坚决
严禁高污染、高耗能项目落地，
促进产业转型。

蕲春县开展常态化执法监
管，坚持“零容忍”执法态势，严
厉打击长江生态环境领域违法
犯罪行为。3 年来，出动执法、
监测人员 6000 多人次，约谈企
业负责人 60 多人次，下达责令
整改违法行为文书 500 余份，
立案 127 件（涉水 62 件），移送
拘留 4 件，查封扣押 11 家，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 57 家，实施停产
整治 5 家，关闭企业 5 家，处罚
金额 1062 万元。2019 年快速
办结江苏常州某公司向张榜镇
塘底村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
130 吨案，这起跨省案件被湖
北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列 为 典 型 案
例。 詹钧名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
刘白歌秦皇岛报道 河北省秦
皇岛市日前成功跻身“第二批
国家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
秦皇岛市将建设会呼吸、有弹
性的绿色生态港城。

在 2022—2024 年 三 年 示
范期内，秦皇岛市将围绕打造

“安全韧性、生态循环、共建共
享”的滨海旅游海绵城市，投资
30 余亿元，完成市政道路、公
园绿地、公共建筑、河道水系、
雨水管网泵站及老旧小区改造
等 九 大 类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项 目
100多项。

在秦皇岛市政府新闻办公
室近日召开的“系统化全域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新闻发布会
上，秦皇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局副局长李守元介绍，
秦皇岛市将利用天然的山、水、

林、田、湖、海生态基底，构建系
统性生态空间格局，保护自然
水 系 结 构 ，实 现 水 体 良 性 循
环。强化城市蓝绿线管控，完
善城市排水体系，推进城镇排
水系统厂网一体化运营，优化
防洪应急保障体系，提升城市
内涝应急处理能力。

据介绍，示范期内，秦皇岛
市计划改造积水点 43 个，改造
雨水泵站 10 多座，着力提升排
水能力。通过改造，秦皇岛将
实 现 城 区 防 洪 标 准 100 年 一
遇，城市内涝防治标准 30 年一
遇。同时，做好管网现状普查，
有针对性地实施包括城区雨水
设施改造工程、老旧排水管网
改造工程等公园绿地、自然廊
道、排水通道建设、老旧管网修
复等工程，整体提升城市水资
源保障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

淮北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与纪检监察机关联动机制
聚焦问题整改，关注重点难点

吴忠红寺堡区六大工程护罗山
总投资6.96亿元，已完成原生荒漠草原保护4万亩

秦皇岛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建设会呼吸有弹性的绿色生态港城

泸州加强环评管理保障稳增长
对小微企业实施上门服务 44次

蕲春县人大开展《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
实地查看入河修复、排污口整治情况

苏州相城区整治“散乱污”盘活土地资源
清理村级工业集中区 93个，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秀山岛的 LHD1600“奋进号”是由我国自主研发也是我国首台兆瓦级潮流能
发电机组，自通过国网并网验收以来，一直保持稳定运行，源源不断提供绿色清洁能源。截至今年 7 月底，电
站已连续运行超过 62个月，累计发电总量超过 293万千瓦时。 人民图片网供图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近年
来，乌兰县不断改进固沙方法，采用多种治沙措施，现已累计完成
62.85 万亩沙化土地的防沙治沙。图为在乌兰县泉水湾防风固沙
工程现场，治沙队员们在给植被挖坑浇水。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