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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丹

经过日常竞赛和预赛的一
路比拼，广东省深圳市第五届
生态环境执法比武竞赛近日迎
来了决赛，来自深圳市生态环
境 局 各 区 管 理 局 的 11 支 参 赛
队伍巅峰对决、各显风采。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入贯
彻 落 实 生 态 环 境 部“ 全 员 、全
年、全过程”大练兵部署要求，
连续五年开展生态环境执法比
武竞赛，今年更是突破传统练
兵模式，充分应用前沿科技为

“执法比武”赋能，锻造铁军，不
断推动全市生态环境执法工作
实现新突破、新成效。

VR比武
形式新颖精彩纷呈

在本次竞赛中，VR 污染源
自动监控考核、VR 现场检查考
核作为全新赛段被首次纳入其
中 。 参 赛 选 手 们 头 戴 VR 设
备，手持操作柄，按照点位和路
线提示，在企业虚拟场景内开
展全面检查，将发现的环境问
题逐一记录，并制作完成现场
检查笔录，真正做到训战一体。

“VR 现场考核环节涉及废
水、废气、固废以及污染源自动
监控系统等多个领域，就是为
了全方位考评执法人员的综合
能力。”深圳市生态环境综合执
法支队副支队长伍明说。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
原执法检查现场，考察参赛人
员发现问题的能力，既是对竞

赛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丰富，也
进一步体现了深圳对日常执法
基础工作的重视，是对执法大
练兵全年环境执法基础工作水
平的特殊考核和真实检验。

“VR 比武”结束后，现场组
织评审专家对考核情况进行了
详细分析，进一步找差距、促提
升，全面推进行政执法办案规
范化、程序化。

“这次比武形式非常新颖，
我们日常执法中就遇到过类似
问题，听完专家点评后，能更清
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便于查
漏补缺。”参加 VR 现场检查考
核的执法人员表示，赛后将继
续总结复盘，补短板、强基础，
巩固提升实战能力。

综合大考
内容全面比学赶超

“报告裁判组，组装完毕，
申请起飞。”

“开始起飞。”
听到裁判宣布指令后，参

赛选手们娴熟地操控无人机，起
飞、拉升、绕行、拍摄、返航……

一气呵成，充分展示出选手的
操控技能以及无人机执法实战
应用能力。

作为深圳市生态环境执法
比武竞赛的重要一环，此次无
人机比赛主要考察执法人员水
平八字绕飞、超视距内环绕、信
息采集等能力，参赛选手在指
定航线飞行，搜寻巡查区域张
贴的二维码并拍照识别，完成
规定的飞行任务，大力拓展非
现场监管的应用。

除了对业务技能进行专项
考核，今年的比武竞赛将案卷
评查、执法信息公示等内容作
为日常竞赛纳入考核范围，并
首次将监督帮扶、信息化建设
与运用纳入考核标准，占总成
绩的 40%，凸显执法大练兵常
态化的重要性。

决赛当天，现场还开展了
环境法律法规知识竞赛，通过
集中组织知识竞赛，全面考察
大气、水、噪声、固废等多项内
容，进一步提升执法人员对生
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掌握情
况，持续营造规范执法、科学执
法、公正执法的生态环境执法

氛围。
从扎实的理论知识积累、

精湛的现场执法技能，到熟练
的无人机操作技术、规范的执
法工作流程，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注重强化执法人员业务能力
培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执法
监管能力和水平，将进一步加
强执法人员装备使用培训，及
时、准确、有效地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行为。同时，加强法律法
规培训，让执法人员掌握必要
的法律知识和技能，确保执法
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年度练兵
覆盖全员群英集结

近年来，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不断强化实战演练，展现队
伍新形象，探索执法新方式，执
法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
壮大。

本次比武竞赛决赛现场，
120 余 名 一 线 执 法 人 员 参 加 。
既有军事化训练，又有执法设
备操作培训，更有新型违法手
段、非现场执法及典型案例培
训，100%涵盖一线执法人员，达
到 了 全 员 练 兵 、全 员 考 核 的
效果。

在执法比武预赛阶段，全
市 11 个 辖 区 管 理 局 都 开 展 了
各 具 特 色 的 实 战 比 武 练 兵 活
动，围绕“学、技、战、考”，结合
辖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
时段及实战练兵基地，进一步
提升生态环境执法监管能力。

市区两级的环境执法比武
竞赛，通过多元化实战练兵，动
态管理执法人才库，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开展各具特色的
实战比武练兵，促进提升了执
法人员精准发现问题能力，提
升了生态环境执法效能，培养
了实战型执法骨干，实现了练
强兵、锻尖兵、砺精兵的目标。

沙场验兵
贴近实战效果显著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深
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斩
获此次比武竞赛团体一等奖。
活动现场对本次比武竞赛过程
中优秀团体与个人进行表彰与
颁奖，并将单项成绩优异的参
赛选手纳入执法人才库。

值得一提的是，在无人机
比赛中，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罗
湖管理局、龙华管理局、深汕管
理局 3 支队伍表现突出，以满
分成绩完成该项考核。

今年 9 月 30 日，在广东省
垃圾焚烧行业生态环境执法技
能竞赛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荣获“最佳无人机执法运用奖”
第一名。

实战比武见真功。今年以
来，执法支队积极组织动员全
市生态环境系统力量，启动对
口监督帮扶工作，已组织 3 批
次帮扶，共出动 15 名业务骨干
奔赴全国各地，其中两人因表
现突出获得生态环境部表彰。
同时，针对大气帮扶，向广东省
生态环境厅报送了 3 批次 12 人
帮扶名单，助力区域大气环境
质量不断提升。

当前，深圳市生态环境专
项执法“利剑七号”行动正在持
续推进，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扎
实开展，实战练兵成效也在此
次行动中尽显。

截至 10 月底，“利剑七号”
行 动 已 对 1609 宗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共 出 动
281559 人（次），组织现场检查
企业 107007 家（次），非现场检
查 41193 家（次），科技手段运用
次数 1164 家（次），有效震慑了
环境违法行为，为全市生态环
境质量保持稳定向好提供了重
要支撑。

深圳生态环境执法比武竞赛上演巅峰对决

11支队伍同场拼技能展实力

执法执法
大练兵

图为 VR 污染源自动监控考核现场。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盐城
市生态环境局狠抓作风建设，持续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
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工
作调度与形势分析研判，强化民主
集中、“三重一大”等制度执行。紧
盯行政执法、行政审批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权力运行方面的廉政风
险，制定《廉政风险防控手册》，常态
化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和提醒，以案
说纪、以案促改。

为持续促进作风建设提升，集
中力量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适
时开展环评审批、信访举报、环境执

法等专项整治活动，严防反弹回潮、
隐形变异。

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党组织
统一活动日等活动，推进党员示范
岗建设，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发
挥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
项机制”作用，树正选人用人导向。

此外，强化党务纪检干部队伍
建设，推进自查自纠与监督提醒；深
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规范
信访举办办理，对发现有倾向性、苗
头性、潜在性问题的干部，及时进行
谈话提醒、约谈函询和批评教育。

陈玉

盐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党建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

进入秋冬季以来，河北省邯郸市生态环境局永年区分局大力推进非现
场执法监管，充分利用无人机、走航车、分表计电在线监测等科技手段开展
溯源监管，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监管各类污染源。图为巡查人员在田间
地头操控无人机巡查秸秆露天焚烧情况。 张铭贤 赵子豪摄

产业生生不息，城乡逐绿
而美，生物欣欣向荣。今年，南
通市本底物种记录刷新至 3789
种，比上一轮新增 281 种，物种
数量已超过江苏省记录总数的
一半。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
数达 94 种，IUCN 珍稀濒危物
种数达 89 种。江豚、麋鹿、黑嘴
鸥、中华凤头燕鸥、斑鱼狗、东
方白鹳这类“珍稀客”，在南通
沿 江 沿 海 的“ 能 见 度 ”越 来 越
高。它们喜欢在这里歇脚、安
家、繁衍，渐渐成为南通市民相
熟的“老朋友”。

长江江豚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随着长江生态环境日益
向好，“微笑天使”江豚也常来

“做客”。为进一步加强对长江
江豚的监测能力，今年 10 月 28
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在长江
南通段安装了两台实时声学监
测系统，可以 24 小时不间断探
测和识别长江江豚在水下的发
声信号，听到它们的“悄悄话”。

11 月 12 日，南通市正式启
动“南通江豚湾”项目，市委书
记吴新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彤在狼山风景区七星栈道区域
共同为项目揭牌，成为南通市
首个以江豚为主题、独具江海
特色的城市新地标。为吸引公
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南 通
市 专 门 针 对 公 众 开 发 了“ 南
通 生物脸谱”APP，并成功入选
生态环境部科技成果科普化十
大典型案例。

生态好不好，生物说了算，
数据也是最好的佐证。截至今
年 12 月 20 日，南通市 PM2.5浓度
为 25.9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
比例为 83.9%，两项指标均暂列
全省第一；1 月—11 月，全市省
考及以上断面水质优Ⅲ比例达
到 94.5%。南通市生态环境领
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获生态
环境部通报表扬；在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完成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等方面成效明显，连

续获江苏省政府督查激励；作
为全国唯一地级市代表，在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绿色发展高级别论坛上作
案例分享；作为全国 6 个获国务
院生态文明督查激励地级市代
表之一，在首个全国生态日湖
州主场活动上作经验交流；参
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 二 十 八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28）中 国 角 江 苏 专 场 活
动，并作案例分享。

南通市生态环保铁军不负
厚望、乘势而上，以奋斗者的心
态、奔跑者的姿态、追梦人的状
态，挥动新时代的画笔“书写答
卷 ”，勾 勒 出 低 碳 经 济 加 速 发
展、生态名片不断擦亮、人民生
活和谐幸福的新图景，在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上，江海门
户南通市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应有
贡献。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供稿

南通：江海门户 绿意盎然
冬日的南通五山滨江地区风

景宜人，阳光均匀地铺洒在江面
上，江面波光粼粼，岸边的树木黄
绿参半，甚至比满是绿色时更有
韵味。

行走在江边的剑山路，层林
尽染，仿佛巨幅油画一般铺展开
来。骑行者、拍摄者、漫步者，享
受着悠闲慢时光，无不感受到大
自然的美好。沿山路拾阶而上，
伴随着婉转鸟鸣，目光所及皆是
惊喜。居高远眺，但见江面辽阔，
波光粼粼，水运繁忙。神奇的大

自然挥毫泼墨，在长江入海口描
绘出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
气常新的生态画卷。

揽 景 入 怀 ，一 年 好 景 君 须
记。17 公里的南通滨江示范效
应不断扩大，启东（长江口北支）
湿地、海门南布洲公园、开发区洪
港滨江生态湿地公园、如皋龙游
湾等 10 个生态特色示范段，犹如
珍珠成串，贯通着沿线 430 公里
沿江沿海特色城镇、智造园区、田
园乡村，不断推进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

“化工锈带”到“绿色高地”——沿江沿海地区精彩变身

今年是部署长江经济带发展
重大战略的第八个年头。江苏省
南通市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战略为导向，治沉疴顽疾、促
转型升级。以生态修复为“绿色
引擎”，清单化推进岸线清理、非
法码头取缔、排污口治理等 20 多
项专项整治行动，提前一年完成
3300 余个入江入海排污口整治，
关 闭 和 退 出 沿 江 化 工 企 业 273
家，全市化工企业入园率近 80%，

位居全省第一。
走进厂房林立的南通经济技

术开发区化工园区，没有刺鼻的
味道、污浊的空气，各处生产马不
停蹄。这里已被南通市大气办初
步 认 定 为 全 市 首 个“ 无 异 味 园
区”，今年辖区内星湖站点 VOCs
浓度同比下降 26%，涉化工废气
扰民的举报投诉下降 90%。

年末将至，在园区南通星辰
合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 程 师 、操 作 工 们 繁 忙 而 有
序。公司质量管理部副经理杨
小燕介绍，在废 气 治 理 方 面 ，
斥 资 对 VOCs无组织废气进行
收集，并经过RTO等高效治理
设施治理后达标排放，成功通
过园区“无异味工厂”审核；在
固废治理方面，优化固废焚烧
炉进料方式和提高后端废气治
理能力，使其超低排放，双酚 A

生产装置通过技术改造，减少
危 废 产 生 量 约 1500 吨/年 ；在
废水治理方面，通过实施环氧
树 脂 含 盐 废 水 MVR 技 术 项
目，提升生产工艺用水中物料
的回收利用率，从而降低 废 水
产 生 量 。“ 我 们 正 在 对 污 水
处 理 站 的 污 水 中 水 回 用 项
目进行设计，预计 2024 年 4 月
建成投用，届时可减少废水排

“珍稀客”成“老朋友”——物种记录持续刷新

放量约 30 万吨。”杨小燕透露，
企业乘着节能降碳的东风，持
续推动转型升级，促进企业绿
色低碳发展。

连续五年跻身“中国化工
园区 30 强”的如东县洋口化学
工业园，现有企业 89 家，涵盖两
条主导产业链：以优嘉植保、长
青农化、精华制药为领衔的“化
工新材料及高端专用化学品产
业链”，以威名、嘉通为领衔的

“ 石 化 以 及 石 化 中 下 游 产 业
链”。园区大力开展绿色制造
体系建设，在工艺装备、节能降
耗、循环利用、污染排放等方面
不断提标升级，从源头减少污
染物排放，建立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产业链条。

位于海门三厂工业园区的
瑞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原是一
家化工生产企业，在化工企业
腾退过程中，搬离了生产部分，

将原厂房改造成研发总部，目
前已获评省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这是南通市海门区推动
沿江企业向绿色低碳转型的一
个缩影。

随着“进与退”“取和舍”的
辩证法在实践中运用，南通市
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格
局均发生了绿色蜕变，重塑出
独 具 魅 力 的 绿 色 产 业 发 展 新
高地。

▲禁捕显成效，众镜摄江豚 吴有涛摄
◀长江镇东风滩湿地飞鸟翔集 薛冯摄

▲《如东 LNG——绿色能源》 赵敏摄

南通五山森林公园是立足长三角森林城市群建设
的南通市首个国家森林公园。公园构建了沿江、沿路
生态屏障，以 迷人的森林姿态惠及市民。 洪凡摄

本报讯 辽宁省沈阳市生态环境
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环委办）
近日发布《沈阳市典型生态环境问题
曝光工作规则》，提出将对应当予以
曝光的生态环境问题实施公开曝光。

按照《规则》，市环委办负责在
沈阳生态环境公众号和沈阳市生态
环境局官网开设曝光台，对应当予
以曝光的问题实施公开曝光。在曝
光台曝光的生态环境问题，责任单位
反应迟缓、整改不力、屡屡反弹的，也

可以通过主流媒体实施曝光。
《规则》明确了应当列入公开曝

光范围的问题：上级交办的生态环
境问题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市环委
办巡查交办两次及以上仍未积极进
行整改的；群众反映集中但责任单
位整改不积极不主动的；生态环境
质量考核连续排名末位且工作谋划
推进落实不到位的；区域性、行业性
问题反复出现的；其他应当予以曝
光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姚亮

沈阳加大典型生态环境问题曝光度
反应迟缓、整改不力、屡屡反弹等被列为重点

专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