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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管好柴油货车
力促大气污染“削峰缩时”

实时预警处置涉水问题，针对不同生态问题自动推荐修复措施

浙江浦江上线浙江浦江上线““水生态健康在线水生态健康在线””
◆◆本报记者朱智翔本报记者朱智翔 通讯员徐旻通讯员徐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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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天眼”，帮助解决生态问题

“聪明大脑”，提升专业决策能力

“这样悠闲觅食、追逐打闹的
白鹭十多年没见了，没想到现在又
回来了。”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老
环保人徐彬彬盯着“水生态健康在
线”应用系统的摄像头自动抓拍的
白鹭画面，难掩心中的激动。

“水生态健康在线”应用系统
是浦江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探索
河流从单纯的水质达标向生态健
康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这个应
用 构 建 了 水 生 态 体 检 、水 生 态 保

护、水生态修复、水生态共富 4 个
子场景，走出了一条整体智管、协
同共护、价值共享一体集成的水生
态保护和修复新路径。

“应用系统的运行，从理念、思
路、方法、手段、体制机制等方面进一
步促进了治水工作系统性变革重塑，
推动区域水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与保
护修复的‘多跨协同、数字智管’，助
力河湖生态修复。”金华市生态环境
局浦江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见习记者霍晓 白姝

冬日暖阳下皑皑的白雪，映衬得吉林省
珲春市英安镇富民村亮亮堂堂。当记者提到
身边生活环境的变化，村民李大爷高兴地说：

“以前房前屋后都是排水沟，大家一盆脏水，
哗啦一泼，不仅臭烘烘，结上冰还呲溜溜地
滑。今年脏水都从管里走，家门口大道上整
洁了，看村里干干净净。我很满意。”

让李大爷赞不绝口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作，是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因村施策、深入全
省乡村，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出来”的，不仅
美化了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更提升了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近年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着力攻坚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工 作 。 2022 年 共 计 投 资
6801 万元，完成 1993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
理，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21.4%，超
额完成国家预期 19%的年度目标任务，切实
把水清路净的美景，绘就在广袤的吉林大地。

“走下去 面对面”，调研施策
破难题

全省农村分布呈点状分散、管网建设无
法纳入乡镇污水处理站，冬季严寒影响污水
设施运行。一项项难题摆在吉林面前，深入
一线、实地调研成为破题根本。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针对这些问题，组织
10 余名专家组成调研团队，对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针对存
在的问题，采取“点对点、面对面”的形式与各
地进行研究会商，积极破解工作中遇到的重
点和难点问题，务求工作实效。

“为制定出‘行得通、用得好’的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方法，我们开展实地走访调研，专家
组和地区的同志面对面进行研讨论证等，分
区分类施策，科学确定技术路径和模式。”吉
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杨宁宁
向记者介绍。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生活污水专家组走遍
了全省 68 个县区与千余个村，将每个村的行
政村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水平等现状精
准、详细地记录下来。在永吉县北大湖镇，专
家组组长范鑫向五一村村长讲解到：“不怕冬
天冷，咱们现在有了新技术，地埋不上冻。”

经过踏实调研和精心研讨编制，《吉林省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指南》《吉林省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工作指南》应运而
生，为各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明确了方向和
路径。

“一村一策”，不同问
题 各个击破

在指南文件的指导下，针对
远离城镇、无法纳入管网的村，吉
林采用‘管网+治理设施’‘改旱
厕+粪污资源化利用’两种处理
模式。对人口较集中的村落，为
其单独建设小型集中式污水处理
设施和管网；对人口较分散的村
落，则采取改厕、粪污资源化利用
模式，根据各自特点，治理农村生
活污水。

例 如 ，由 于 距 离 乡 镇 较 远 、
人口密集、管网建设无法纳入乡
镇污水处理站的吉林省珲春市
英安镇富民村，投资建设了日处
理 量 500 立 方 米 的 污 水 处 理 一
体化全自动运行厂站，有自动切
换、报警功能，满足了全村生活
污水处理需求。污水处理装置
让生活污水从原来的路边随意

“一倒了之”，变成现在的有序处
理、洁净清新。

为了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
受吉林漫长且寒冷的冬季制约，
经过多次专家论证和实验，吉林

在部分地区采用“地埋式”污水处
理工艺，污水处理设施埋深超过
当地冻土层。同时，在处理罐上
面覆盖土壤，土壤中含有专家团
队研发出的耐寒土壤微生物，这
样即使在严寒冬季，也能够保证
污水处理效果。

在吉林市永吉县，采用“地埋
式”建设的 3 座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对当地天气寒冷、污水“水质、
水量波动大”等特点适应性很强，
现 在 实 际 日 均 处 理 量 共 计 531
吨/日，全年运行稳定，COD、氨
氮、总磷等各项出水指标稳定达
到一级 A 标准要求。

因村施策，吉林省积极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充分衔
接改厕、示范镇建设、乡村旅游精
品村建设、重点边境村建设、千村
示范和百村提升等重点工程，不
仅在环境治理上取得明显效果，
更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曾经“污水靠蒸发”的情况已逐步
扭转，村容整洁，水清岸美，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

“资源管家”，深挖绿色发展动能

图为美丽的金狮湖畔一只白鹭飞落。 吴拥军摄

抓点示范典型引领

2022年陕西省生态环境监测成绩斐然

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机动车排污管理中心近
日联合市公安交管部门，分别在甘
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米东区黑沟
东路和经开区(头屯河区)祥云西
街柴油货车主要通行路段开展路
检路查联合执法行动，确保上路行
驶的柴油货车尾气达标排放。

在工作现场，生态环境工作
人员对柴油货车 OBD(车载自动
诊 断 系 统 )、污 染 控 制 装 置 的 运
行情况和尾气排放达标情况进
行检查，对尾气排放检测超标的
柴油货车下达《机动车排气污染

维护治理通知书》，公安交管执
法 人 员 依 据“6063”处 罚 代 码 对
超标车辆进行处罚，严厉打击冒
黑烟车和不达标车辆上路行驶
的违法行为。

下一步，乌鲁木齐市机动车
排污管理中心将积极落实市委、
市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
施，继续聚焦重点时段、重点路
段、重点车辆，将柴油货车日常检
查和夜间抽检相结合，加大重污
染天气期间联合执法力度，力促
大气污染“削峰缩时”。

陈奕皓 渠娟

“‘水生态健康在线’应用下的‘水生态体
检’子场景整合生态环境、水务、自然资源、农
业农村等部门数据，利用摄像头、水文水质自
动监测站、卫星遥感等感知设备，将遥感解析
技术与视频 AI 智能识别技术结合，全方位、
全周期自动监控水生态状况。”金华市生态环
境局浦江分局副局长张纯钢告诉记者，同时，
结合 GM 灰度预测算法、水文水动力模型，对
浦阳江浦江段的水文和水质进行预测，自动
生成浦阳江的“水生态健康体检”实时报告，
让生态环境好不好能随查随看。

水生态环境好了，如何能让生态环境的
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就成了新课题。为此，
浦江在“水生态健康在线”应用中开发了“水
生态共富”子场景，探索利用水动力水质模
型，动态计算浦阳江浦江段环境容量，并分析
出剩余环境容量，为政府部门上马新项目提
供决策支撑。

“以前浦阳江水环境容量的测算在一段
时间内是固定不变的，对现状的分析有点滞
后，现在有了应用系统之后可以动态分析环
境容量。”张纯钢解释说。

此外，应用系统还改变之前只能对全域
进行水环境承载力分析的状况，实现分段对
浦阳江计算承载力，使得管控更加精细化。

“根据应用系统的智能分析，目前，浦阳
江总氮的现状容纳量已达到承载力阈值，但
是氨氮和总磷现状容纳量分别为总容纳量的
7.4%和 57%，可在保障水质稳定达标的情况
下，招引更多符合要求的商资项目，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张纯钢表示。

接下来，浦江将充分运用“水生态健康
在线”应用，推动浦阳江水生态环境源源不
断地转化为经济效益，不断激活一池“共富
水”，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绿色共富带来的

“红利”。

“‘水生态健康在线’应用不仅仅
能通过摄像头自动抓拍白鹭等鸟类的
画面，还能借助 AI 识别技术，对抓拍
到的鸟类进行识别，实现全天候不间
断的鸟类识别，为开展水生态保护和
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调查等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浦江
分局生态和法规科陈越介绍。

除了自动抓拍识别鸟类，“水生态
健康在线”应用还可以实时监控水环境
问题，并智能溯源，实现智慧闭环处置
监管。不久前，一起河道破坏行为就在
这一应用的帮助下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当日，浦江县水务局收到应用发
出的报警。“有人在黄宅镇曹街桥附近
河道管理范围内开垦种植农作物。”接
警后，浦江县水务局立即会同县治水
办、黄宅镇政府快速处置，及时制止了
破坏河道开垦种植农作物的行为，有
效保护了河岸。

“如果是以前，我们只能通过人工
巡查发现处置破坏河道的行为，但因

为人手不足，时间限制，所以往往处置
不及时。”陈越表示。

现在有了“水生态健康在线”应
用，它的“水生态保护”子场景基于“天
空地底一体化”智能监管网络，对河道
漂浮物、生态流量、河道“四乱”（乱占、
乱采、乱堆、乱建）等行为都能实时监
控，而且发现水质异常时还会自动利
用系统建设的水模型进行科学的污染
溯源、控污引流，并第一时间派发线上
指令，形成了“发现问题—下发指令—
实效解决”的处置闭环，有效解决了水
生态保护人手不足、监管效率低、问题
发现不及时、职能部门处置协同不充
分等难题，让涉水问题无所遁形。

自动抓拍识别鸟类、实时预警处
置涉水问题，“水生态健康在线”应用
的运行，仿佛有一颗“智慧天眼”，协助
社会各界守护水生态。截至目前，“水
生态健康在线”应用借助 AI 识别鸟类
等数据 629 条，下达河道整改指令 15
条，解决河面问题 11个。

“水生态健康在线”应用不仅有
“智慧天眼”，还有一颗“聪明大脑”。

“聪明脑”“聪明”在哪？应用系统
开发负责人戚成效自豪地解释：“应用
系统‘水生态修复’子场景收集了全省
45 个专业生态修复的典型案例，形成
了优秀案例库。同时，归纳总结了水
质、缓冲带、植被、生物等 20 个指标，
利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可针对不同生

态问题自动推荐修复措施。”
此外，“水生态修复”子场景还建

立了浦阳江数字修复模拟系统，采用
基于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 Delft3D
模式，根据不同流量、不同水位、不同
污染物等情况，基于二/三维水动力—
水质模型，集合对水质、水文变化趋势
进行模拟预演，并通过河道生态缓冲
带修复、基地修复、水下森林构建等

20 多种修复措施构建上百种修复组合，为各
种各样的水生态修复情景提供精准科学的决
策支撑。

“眼下，我们已将这颗‘聪明脑’投入了应
用系统。”戚成效兴奋地介绍说，针对浦江县
污水处理一厂、污水处理二厂、污水处理三厂
等 5 处待建设河湖缓冲带的区域，浦阳江数
字修复模拟系统对不同植物排列组合下的污
染去除率进行了评估。同时，考虑了土地成
本、项目资金及建设工期，为水生态修复提供
了既高效又节约的实施方案。

如今，借助“水生态健康在线”应用开展

水生态修复的好处不断显现，让使用系统的
各方赞不绝口。

“没有‘水生态健康在线’应用时，我们只
能找专家 勘 现 场 、出 方 案 、做 评 估 ，不 仅 效
率 低 ，而 且 有 时 出 的 方 案 还 会 有 这 样 或 那
样的问题。”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浦江分局相
关 负 责 人 感 慨 道 。 现 在 通 过 该 应 用 ，自 动
监 测 分 析 建 模 预 演 ，很 快 就 能 给 出 最 优 的
方案，还可以为方案实施作评估，彻底避免
了 县 域 水 生 态 修 复 业 务 专 业 性 不 足、修 复
成效难预见、修复效果难跟踪、政府部门难
决策等问题。

鸡泽县农村生活污水有了好归宿
已解决 52个村污水排放和处理问题

本报讯“今年我家接上污水
管网，废水排放问题一解决，这生
活可比城里滋润。”河北省邯郸市
鸡泽县曹庄镇杨曹庄村村民高玉
粉说。污水管网的接通，让生活
废水有了好去处。

从 2020 年开始，鸡泽县对全
县农村污水治理进行整体规划。
目前，已铺设污水管网 12 万米，
建设 23 个污水处理终端，成功解
决 52 个村污水排放和处理问题，
有效改善农村生活，减轻面源污
染。此外，鸡泽县积极争取资金，

实施 264 套分户式污水处理终端
配备工程。

“我们站负责周边村庄生活
污水处理工作，污水直接通过各
村管网进入污水处理站，经过氧
化沟、沉淀池、过滤池等一道道工
序，处理后的水汇入赵寨干渠。
目前，我们每天能处理 700 吨生
活废水，可用于农业灌溉和绿化
养护。”鸡泽县小寨镇生活污水处
理站工作人员王改强说，不少村
民冬小麦的冻水就是用的处理站
的出水。 张铭贤 甘冲

◆高雪玲 郭云飞

2022 年，陕西省生态环境监测领域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政府《关于推
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
的若干意见》，持续开展“抓点示范、典型
引领”工作，涌现出了一批特色鲜明、富有
成效、可推广、可复制的示范点和生动典
型，为推动监测体系和监测能力现代化提
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举措，为美
丽陕西建设贡献了更多监测力量和监测
智慧。

奠基：区域环境监测站建设
陕西省立足省情，科学谋划省市县环

境监测站建设布局，提出了“做强省级、做
大市级、做实县级”的总体思路，鼓励各市
区根据区位优势、产业特色、污染物分布
等特点，积极推进区域环境监测站建设。

2022 年 12 月 16 日，宝鸡市眉县区域
环境监测站举行揭牌仪式，这标志着陕西
省 区 域 环 境 监 测 站 建 设 走 出 了 关 键 一
步。区域环境监测站建设涉及人员、资
金、业务管理等方面，宝鸡市多次组织相
关部门讨论党组织建设、业务合并、工作
运行、质量控制、设施整合、经费使用、人
员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印发了《眉县
区域环境监测站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确
定了“人员统一管理，设施统一调配，业务
统一安排，费用统一核算，质量统一管理”
的运行体制。整合后的眉县区域环境监
测站拥有 1200 平方米的实验楼，建成水
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噪声、土壤、生
物、机动车尾气、非道路移动机械等七大
类实验室，具备开展 200 多个参数的环境
监测条件，承担 4 个县区的执法监测和应
急监测任务。咸阳市提出整合秦都区、渭
城区环境监测站设立城区环境监测站的
思路，在市委编办正式批复之前，先行启
动筹备工作，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整合设
立市城区环境监测站有关筹备工作的通

知》，召开整合试点工作推进会，成立整合
设立城区环境监测站工作领导小组和两
个工作专班，推进人员、仪器设备、业务工
作整合。截至目前，城区环境监测站已进
入试运行阶段。

引领：示范实验室创建
近日，陕西省生态环境厅正式授予西

安市环境监测站“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
监测示范实验室”、汉中市环境监测站“土
壤监测示范实验室”。

此前，陕西省印发了《关于陕西省生
态环境监测示范实验室评选办法（试行）
的通知》。西安市环境监测站按照评选要
求，高标准改造了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
实验室，并投资 500 多万元购置了适用于
117 种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分析的先进设
备，涵盖了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全过程。在
2021 年、2022 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以下
简称总站）组织的国家环境监测网能力验
证有机物分析方面的考核中，示范实验室
被评为国家网能力验证考核优秀单位。

汉中市将土壤监测示范实验室创建
作为提升监测能力的重大契机，配套建设
土壤分析实验用房 22 间，面积约 507.77
平方米；购置各类土壤监测仪器设备 40
余台（套）；监测资质能力由 251 个参数提
升 至 十 一 大 类 209 项 706 个 参 数 ，增 加
181%，土壤监测资质能力达到 27 项 211
个参数；高质量完成国家网全省土壤风险
点位多环芳烃、滴滴涕和六六六等有机和
无机金属污染物分析任务，顺利通过总站
组织的历次质控检查。

保障：监测数据质量管理
在 2022 年 7 月召开的全省确保监测

数据质量视频会上，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党
组书记、厅长张智华郑重提出：全省生态
环境系统要严守监测数据质量生命线。

咸阳市率先行动，联合市场监管局印
发《咸阳市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并邀请在咸开展业务的 135

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和在线监测运维机构
的代表，召开全市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提升工作座谈会；对社会化监测机构开展
能力验证考核，对考核结果进行通报，“不
合格”的机构，责令其限期整改后并进行

“回头看”；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机 构 专 项 监 督 检 查 的 通
知》，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
直奔现场的方式，对全市 20 家城镇污水
处理厂自行监测开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对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开展比对监测。

榆林市采取县区自查、市局抽查的方
式，对全市社会化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
专项检查，累计抽查近 3 年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业务的社会化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40
余家，对能立行立改的问题，现场督促整
改。同时，对全市涉气、涉水重点排污单
位组织开展“执法与监测百日攻坚”专项
检查，从企业和第三方机构两面突破，高
压倒逼企业和社会监测机构守法经营。

牵引：重点任务完成
针对安康市白石河、蒿坪河流域环境

问题，安康市按照“一个中心、两个抓手、
三方协同、四步举措”的工作思路，即以打
赢碧水保卫战为中心，以两河流域污染治
理为抓手，依靠市县政府、市生态环境局
及各类检验检测机构三方协同推进，持续
做好摸底排查、定期监测、集中整治、长效
巩固 4 个步骤。根据白石河流域和蒿坪
河流域地表水污染现状，有针对性地制定
专项监测方案，共布设地表水监测断面
42 个，对铜、铅、锌、氟化物等 37 个监测项
目开展常规监测，获取数据近 6000 个，撰
写专项分析报告 20 余份，为推动两河流
域 污 染 治 理 提 供 了 及 时 、可 靠 的 数 据
支撑。

铜川市入选全国碳监测工作基础试
点城市以来，抽调专业人员成立工作组，
聘请有关科研机构和高校作为技术支撑
单位；严密组织编写《铜川市碳监测试点
工作方案》；开展了 4 轮次手工监测和 3 轮

次走航监测，完成 4 个地面站高精度仪器
的安装调试工作，成为全国 5 个基础试点
城市中率先完成设备安装并开展持续监
测的城市。

支撑：人才队伍建设
延安市全面提高环境监测人员业务

水 平 和 技 术 能 力 ，组 织 开 展“ 环 境 监 测
100 讲”专题系列视频讲座。讲座以“专
家专题讲”“领导干部讲”“一线职工讲”的
方式，采取直播或录播的形式，围绕案例
剖析、技术规范、操作规程、质量控制、仪
器设备维护、现场采样分析等方面开展
100期专业知识讲座。

安康市举办了首届生态环境监测技
术能手竞赛活动。各县（区）监测站、第三
方检验检测机构共 12 个代表队顺利完成
了竞赛环节，形成了环保系统监测机构和
社会环境监测力量同台竞技、一展风采的
新风尚。

助力：监测能力全面提升
2022 年 9 月，随着商洛市柞水县环境

监测站取得环境监测资质认定证书，具备
了水和废水、噪声项目的监测资质，商洛
市 8 个环境监测站全部取得环境监测资
质证书。

商洛市把全面提升市县环境监测能
力确定为年度“抓点示范、典型引领”重点
工作，为监测系统引进高层次人才 14 名；
市委编办为全市环境监测系统增加编制
30 名；市人社部门招 录 11 名 监 测 人 员 ，
极 大 地 壮 大 了 监 测 力 量 。 在 能 力 建 设
上 ，实 行 局 领 导 包 抓 责 任 制 ，对 县 区 监
测 工 作 实 行“周 调 度、月 通 报 ”，发 现 问
题面对面推动解决，对进展缓慢的县区
开展约谈问责；相继出台《商洛市“十四
五”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规划》《2022
年商洛市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实施方
案》《商 洛 市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工 作 绩 效 评
估办法》等。

在重点问题突破上，商洛市做好“一
个 提 升 ”，即 全 面 提 升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能
力 建 设 工 程 ；补 齐“一 个 短 板 ”，即 按 时
完 成 省 级 环 境 监 测 示 范 实 验 室 创 建 工
作 ；做 到“两 个 确 保 ”，即 确 保 全 市 环 境
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在开展
环 境 监 测 大 练 兵 上 ，印 发《检 验 检 测 技
术 能 手 管 理 办 法》，开 展“比 作 风、比 效
能、比 贡 献、争 一 流 ”活 动 ，打 造 了 一 批
监测技术能手、技术标兵、技术先锋，形
成了有效的示范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