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智慧环保攻克信息孤岛

◆本报见习记者徐丽莉

“APEC会议保障期间，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和各区县环境保护局全面开展了空气质量保障
工作，工作任务加重，数据处理量骤增，而环境保障
服务工作的顺利推动都依赖于北京市环境信息中

心运维的环境数据中心及相关业务系统提供的支
撑服务。”北京市环境信息中心主任陈海宁说。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环境数据中心不仅是在
“特殊时期”发挥作用，而且已经在行政审批、环境
监管、业务处理等各个环境管理环节发挥着支撑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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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汇

本报讯“明升化工，你们厂
6号污水池酸碱度符合排放标准，
可以向污水外理厂排放。”“普宁
化工，你们厂固体废弃物仓库请
按要求有序存放，本周集中处
理。”江苏省灌云县环保局工作人
员正通过“环保监控系统”对化工
园区各企业污染物进行实时监控
和指挥调度，化工园区治污工作
跨入数字化时代。

“环保监控系统”是灌云县
环保局与中国移动连云港灌云
分公司合作搭建的远程智能监
控管理系统，通过在各化工企业
的污水排放口、固体污染物仓
库、污水蓄水池、污水处理厂等
关键部位架设摄像头，安装酸碱
度传感器，利用移动提供的传输
将前端视频图像和相关数据实
时传输至环保局监控室，使得工
作人员可以通过电脑或智能手

机实时查看监控图像，实现污染
物 7×24 小时监控、一个月连续
视频存储，是名副其实、全年不
休的“环保卫士”。

“灌云燕尾港化工园区在城
区 70 公里以外，这里聚集了 120
多家化工企业，以往有些化工企
业污水、污染物处理不按环保部
门要求执行，与环保执法人员玩

‘捉迷藏’，污水排放集中在节假
日或夜间，严重影响园区环境，而
传统的人工监管方式又难以实现
无缝监管覆盖。”据工作人员介
绍，现在有了这个系统，监管效
率、效果都有了提高。

据了解，“环保监控系统”目
前已经覆盖灌云燕尾港化工园区
90%化工企业，实现污染物从排
放、储存、输送到集中处理的全过
程管控，从技术层面遏制不法企
业的违法途径。 徐向东沈超

灌云化工园区治污数字化
远程智能监控管理系统提升监管效能

本报综合报道“眼前就是
张店区东部化工区的情况，这个
摄像头可以拉近，对污染源的监
控更清晰了。同时，还可以 360
度旋转，查看周边情况。”在山东
省淄博市环境监控中心监控大
厅，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东部
化工区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清晰
可见。随着最后一个摄像头调
试完毕，淄博 3 个高空视频监控
系统近日正式“上岗”。

据了解，这 3 个摄像头分别
安装在淄博市的三大主要工业
区，安装高度在 30 米到 60 米之

间，能够监控到淄博中心城区周
边三大工业区的污染物排放情
况。环保工作人员在淄博市环
境监控中心监控大厅内，就可通
过这 3 个高空高清摄像头，从大
屏幕上清晰地看到淄博这 3 处
主要工业区的实时画面。

未 来 ，淄 博 市 环 境 监 控 中
心的这些高空视频将与国控、
省 控 的 视 频 监 控 集 中 到 一 个
平台上，可以查看在线数据以
及同步的实时画面，对淄博市
整 个 环 境 的 监 控 将 更 加 全 面
和准确。

淄博高空摄像头“上岗”
360度实时查看监控地区污染源

热点击

满足更多需求 提供更多服务

北京环境信息化追求最大资源化

图为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综合办公平台市域审批项目统计图。

邯郸环保局开通官方微信
及时发布各类权威环保信息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
冯涛 张婷邯郸报道 记者从河
北省邯郸市环保局获悉，近日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 邯 郸 环
保”正式开通运行。

“ 目 前 ，邯 郸 环 保 微 信 平
台 发 布 的 信 息 主 要 是 环 保 工
作动态、环境新闻、图片新闻、
环 保 知 识 等 环 保 资 讯 。”邯 郸
市环保局局长崔志红表示，下
一步，邯郸环保微信平台将陆
续扩充发布内容，及时发布各
类权威环保信息，尤其是涉及
公 众 关 心 的 公 共 事 件 和 政 策
法规方面的信息。此外，邯郸
市 环 保 局 还 希 望 通 过 新 媒 体
的 互 动 功 能 ，能 及 时 、便 捷 地
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努力将

微 信 平 台 打 造 成 为 百 姓 喜 闻
乐 见 的 环 保 信 息 服 务 和 交 流
互动平台。

崔 志 红 告 诉 记 者 ，“ 邯 郸
环 保 ”微 信 平 台 的 开 通 ，将 有
助 于 进 一 步 树 立 邯 郸 环 保 部
门 开 放 透 明 、公 平 公 正 、勇 于
担 当 的 良 好 形 象 。 通 过 微 信
平台弘扬生态文明，传播环境
文 化 ，倡 导 绿 色 生 活 ，推 进 公
众参与，大力拓宽环保传播宣
传渠道。与此同时，微信平台
也 能 够 更 好 地 接 收 社 会 公 众
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更好地为
社会公众提供环保资讯服务，
回 应 群 众 普 遍 关 心 的 环 保 民
生 问 题 ，与 公 众 进 行 互 动 交
流。

◆陈天力

出门用手机 APP 打车，购物扫二
维码支付，关注商家微信享受折扣，以
信息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席卷
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全改变了社会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杭州市也启动了“一号工程”，将
推动智慧经济建设、打造智慧城市作
为 杭 州 市 深 化 政 府 自 身 改 革 的 总 抓
手。就环保部门来说，信息化也为环
保部门解决事情多、人手少、增编难、
监管难、管理协调难等问题打开了新
的窗口，提供了新的道路，同时也面临
着新的挑战。

☞ 为何要转型升级？

“传统、粗放”的管理依然突出

基层环保部门大多仍停留在“眼
看、鼻闻、耳听、手摸”等粗放型监管阶
段，单纯靠人员扩张和挖潜的管理模
式已经不堪重负，频频遭遇“天花板”
效应，急待转型升级。

“两不、两化”的问题依然存在

面 对 管 理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的 新 常

态，墨守成规、止步不前、不思进取等
与新常态不适应、不合拍的现象仍时
有发生，“思维僵化，工作固化”的问题
仍存在，影响了环境管理效能的提标
升级。

“数字到智慧”的跨越依然漫长

环境信息化只要肯投入，一定能
实 现 数 字 化 ；但 方 法 不 得 当 ，未 必 能
智 慧 化 。 数 字 化 侧 重 于 环 保 自 身 业
务 的 管 理 ，智 慧 化 更 侧 重 于 以 公 众
为 中 心 的 服 务 ，而 目 前 环 保 系 统 内

“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不平衡、
不 协 调 、不 经 济 、不 安 全 的 现 象 还 不
少 ，尚 处 于 大 数 据 的 数 字 化 阶 段 ，离
统 计 计 算 和 数 据 分 析 的 智 能 化 阶
段 、预 测 预 警 和 便 捷 服 务 的 智 慧 化
阶段还有较大距离。

☞ 如何进行转型升级？

强化法治思维，推进理念转变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
作判断、出措施，深入贯彻落实新环保
法，积极打造服务型、法治型、透明型
政府。从全面推进智慧经济发展的高
度来考虑，从环保整体工作的大局来
着手，通过环境信息化扎实推进环境
信息公开，推动环境管理方式方法的
转型升级。将重点围绕建设市场主体
环境信用动态管理平台为突破口，进
一步落实企业的环保主体责任和社会
责任；同时公布环保部门行政权力清
单 、部 门 职 责 清 单 、企 业 投 资 负 面 清
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等“四个清

单”，提高环境监管的透明度，实现环
境监管的全过程信息化。

强化互联网思维，推进流程再造

流程再造是政府改革的重点，环
境信息化不单纯是技术问题，更是管
理 问 题 。 现 代 管 理 应 突 出 需 求 为 导
向，问题为导向，以提供服务为中心，
多换位思考，用互联网思维来推动环
境信息化，打造全天候在线的网上政
府 。 互 联 网 时 代 要 求 进 一 步 解 放 思
想，敢于担当，敢动真格，从思想上、流
程上、行动上全面破除“等服务对象上
门 ，靠 书 面 提 交 资 料 ，要 重 复 提 供 材
料 ”不 符 合 互 联 网 流 程 要 求 的 做 法 。
环保部门要通过指路牌、打路条、拆路
障等方式，提高服务的效能，为服务对
象提供优质、便捷、有效的服务指引。

通过全面推行网上办理模式，积极探
索基层环保管理模式的优化，试点办
事网点向乡镇街道的延伸，从技术上
缓解环保部门人员不足的矛盾。

强化创新思维，推进资源整合

推进环境信息化建设，最重要的
是整合存量资源，同时还要高起点高
质量的设计和谋划增量项目。要敢为
人先，敢于突破，用创新思维和方法探
索高新技术在物联感知、系统集成、分
析研判等方面的应用。将重点探索环
境数据中心建设，完善一源一档管理
制度，努力推动资源整合和业务协同，
消除信息孤岛，填平数字鸿沟，实现信
息共享，努力实现“全省领先、全国一
流”的目标。

强化底线思维，推进安全保障

数据是灵魂，安全是根本。要用
底线思维牢固树立环境信息化建设的
安全意识和保密意识，落实安全等保、
第三方安全测评、第三方全天候安全
运行维护等工作。进一步健全和落实
环境信息化项目建设的程序和规范，
确保项目资金安全和人员廉政。

总之，以智慧环保为代表的环境
信息化建设，是环保部门参与各部门
在网络空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
重要比赛，是部门治理能力和服务水
平的集中展示。环保部门要抓住信息
化新时机，助推环境管理转型。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环境信
息中心

数据共享
对外靠机制 对内靠制度

制度建设
从办公流程到运维规范全过程约束

记者注意到，北京市环境信息
化建设过程中，不仅针对数据共享
和综合办公应用平台出台了相应的
管理办法，而且对信息化建设项目
管理、信息安全、运维管理、移动办
公系统、视频会议系统都有完整成
熟的管理办法。“制度化的管理是北
京环境信息化建设的秘诀。”陈海宁
告诉记者。

据陈海宁介绍，2014 是制度化

建设的“大年”，仅今年就出台了 8 项
管理办法，从日常的办公流程到具体
系统的运维规范都有了详尽的规定。

在信息化项目建设方面，新出台
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局项目管理办法》
和《北京市环境信息中心信息化建设
项目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中心的地
位和作用，规定由信息中心负责统筹
全局信息化软硬件建设项目，规范了
信息化项目的业务流程，对项目的申
请立项、建设、验收以及变更都做了规
定。“《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实
施结束了信息化项目一盘散沙的局
面，以往各个业务处室分别建立系统，
现在系统必须要从环境信息化建设顶
层设计和规划出发。”陈海宁说。

作为北京市环保局对外的窗口，
北京市环保局政务网站曾在环保政务
系统的网站评选中名列前茅。登陆北
京市环保局网站，记者可以看到最新
的工作动态、各地的空气质量、环境处
罚信息、通告、网上办事大厅等。记者
注意到政民互动的版块，点开后，可以
看到北京市环保局每 7 天就会集中回
复一次市民投诉。

北京市环保局政务网规范流畅的
运行离不开《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政务
网站管理办法》，新完善的《北京市环
境保护局政务网站管理办法》对各部
门的职责、信息公开、栏目的设置进行
了详细的规定，“特别是增加了宣传互
动的要求”，陈海宁说。

记者了解到，新增加的宣传互动
版块开始重视公众的力量，加强了与
公众的互动，比如其中规定环保各部
门应通过网站民意征集栏目，针对环
保工作重点和公众关注热点开展与公
众的互动，并负责汇总征集的意见和
建议，及时给予答复。

数据中心的建设为北京市环保局业务处
室间的数据共享提供了基础、平台和技术保障，
但是数据共享长效机制的确立还需要制度保障，
为此，今年3月，《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数据共享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共享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对于共享数据的有效性，《共享管理办法》
规定各部门要对其进行整理分类形成有效数
据，确保数据的准确可用和及时更新，还需要提
供数据说明和共享范围，由信息中心协助汇集
至环境数据中心。

《共享管理办法》还对共享的数据范围进行
了规定，对于其他政府部门发布的共享数据和
各部门在环境保护业务工作中获取或产生的具
有共性及相对静态特性的基础数据，可以共享，
信息中心负责提供服务。而对于各部门具有业
务特征及相对动态特性的结果数据提供有限共
享。对于指定业务成果数据无共享权限的部
门，需要通过信息中心向数据获取或产生部门
提出共享申请，获得同意后，由信息中心负责提
供共享服务。

“制度规范了各业务部门的职责，确定了信
息中心统筹的地位，保障了共享机制的长效实
施，将数据共享作为机制长期确立下来，为未来
信息化工作提供了开展的基础。”陈海宁说。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环保局的相关数据不
仅实现了对内共享，还实现了跨部门的共享，与
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质监局进行数据共享。
通过与工商库和法人库进行共享，可以实现污
染物全生命周期管理。“污染源管理的目标是实
现污染源从产生到许可、日常管理再到注销的
全过程动态监管，在全过程管理中，将污染源从
建设项目审批、排污申报，到排污收费、环境统
计、监督性监测、日常监察、执法处罚，应急管理
等进行串联。目前，通过与工商局共享，可以将
污染源的全生命周期串联起来。”陈海宁说。

据了解，跨部门之所以实现共享，首先得益

于北京市建立了共享平台，规定相关部门
必须进行共享，这种机制保证了部门之间
的横向沟通。其次，双方能够实现真正的
互通还得益于双方的需求，比如环保部门
可以与工商部门共享企业处罚和环评信
息，工商部门可以与环保部门共享企业法
人信息。

在加强环境数据中心建设的同
时，北京市环境信息中心也不断加
强综合办公平台的建设。在各业务
系统没有集成之前，比如大气环境
监测数据发布系统、环境监察内部
管理系统、机动车尾气检测系统、辐
射环境质量自动检测系统等，每个
系统都有一套数据体系和登陆密
码，由不同业务处室管辖，而随着环
境资源中心的建设和共享制度的出
台，目前，这些应用系统都被集成到
综合办公平台，实现了单点登录。

“综合办公平台集成了各项业
务应用系统，用户达到千人以上，基
本上覆盖了环保局主要的业务，已经
成为北京市环保系统日常工作必不
可少的综合性门户，无论日常办公还
是业务开展都离不开综合办公平
台。”陈海宁说。

“以往我们每次发文都要跑好
几个地方，现在只需要打开行政办
公工具中的公文流转选项，一点鼠
标，所有的收文部门都可以收到。”

北京市环保局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说。另一名来自大气环境管理处的工
作人员补充道：“以前我们要记好多密
码，现在只需记住一个，就可以开展所
有的业务。”

综合办公平台作为“老资格”的应
用，其管理经验被很多部门甚至其他
地区所学习和效仿，这都得益于早在
2010 年出台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综
合办公平台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综合办公平台管理办法》），对频道
及栏目设置、信息发布与更新、用户管
理、应用系统集成、安全保密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规定。

虽然《综合办公平台管理办法》出
台比较早，但记者发现其中有很多前
瞻性的内容，例如已对未来新建的业
务系统有所要求，新筹建的业务应用
系统要与综合平台集成，以实现用户
统一身份认证和单点登录，集成接口
开发应遵循《北京市环保局综合办公
平台系统接口规范》等，为之后的信息
化建设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

专家专家谈谈

应用集成
单点登录，办公平台全覆盖

北京市环境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早，由于应用
系统是在不同的时期逐步建设完成的，导致信息
化的资产比较分散，信息共享程度低，资源集合程
度差，形成了数据孤岛。而推动数据共享的前提
是数据的整合，因此数据中心建设迫在眉睫，目标
是形成北京市环境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从而逐步
形成北京市环境信息资源共享服务体系。

为此，北京市环境信息中心从 2012 年开始
着手建设环境数据中心，并于 2013 年正式投入
使用，目前，各个业务处室主要的业务数据已经
进入环境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建成之后，大大方便了环保工作
人员的业务操作，原先环境监察人员进行污染
源监管，需要查阅大量纸质资料，手工记录现场
情况，现在只要通过监控终端或移动客户端，就
可以对污染源相关数据进行查阅和记录，环境
监管省时省力。”陈海宁说。

“然而，环境数据中心建设完成后，我们发
现资源池的这些数据不能很好地满足各业务部

门的需求，没有达到建设的初衷。”陈海宁
说，数据整合度低、综合利用率差成为北京
市环境信息中心面临的一道坎。

自此，北京市环境信息中心开始思考
自身定位。信息中心不仅仅是发挥集纳数
据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根据业务处室的
要求整合和加工数据，从而满足各业务处
室对数据的需求，增强数据中心的实用性
和使用率。

“原来数据中心就像是我们自己搭台
自己唱戏，是我们按自己的理解给观众提
供产品，但是发现产品受欢迎程度不高后，
信息中心开始转变思维，从原来的‘主导
型’向‘服务型’转变。现在的做法是我们
准备了很多戏本，观众想看什么戏就可以
直接点戏，我们组织编排，提供菜单式服
务，使数据中心能够满足业务处室的各项
需求，真正发挥数据中心的作用。”陈海宁
形象地比喻道。

角色转变
从“主导型”向“服务型”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