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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群众通过信访平台
举报某小区附近有 冒 黑 烟 现 象 ，根 据
地图和点源分布情况，我们锁定了附
近的一家企业，但经过连续几天的检
查 都 没 发 现 任 何 偷 排 偷 放 的 蛛 丝 马
迹 。 于 是 ，我 们 选 择 守 株 待 兔 ，直 到
第 6 天 凌 晨 才 抓 到 企 业 排 污 的 证
据 。”湖北省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监察
一科科长王伟说。

“居住于武汉某高档小区的群众经
常反映晚上有异味，相关科室就对小区
所属的开发区周边 1 公里范围进行排
查，没有发现异常。后来我们联合 3 个
区环保局，拓展了排查范围，经过连续
几天的排查、蹲点，发现是其中 1 个区
的城中村存在露天垃圾焚烧问题，我们
立马禁止了焚烧行为，后来又联合城管
部门进行追踪处理，最后问题得到了根
治。这是一起典型的跨区域跨部门的
环境问题。”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信访
科秦卫华说。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也只是
我们工作的一个缩影，日常监察和执法
过程中遇到的情况比这还要复杂，困难
比这还要多。”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支
队长曾欣告诉记者，监察支队的工作可
以用少、杂、多、好来概括，也就是人手
少、事情杂、手段多、效果好。

记者不禁对这支少、杂、多、好的队
伍产生了兴趣，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究
竟面临哪些困难和压力？如何克服这
些困难？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带着
疑问，记者走进了武汉市环境监察支
队，一探究竟。

人手少素质硬
人人都是多面手

46个在编人员，仅略高于其他副
省级城市平均在编人数的一半，却承担
近90项工作任务。

目前，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编制数
为 49 个（含 信 访 机 构 及 应 急 机 构 人
员），而实际在编人数为 46 人。“据初步
了解，全国其他副省级城市环境监察机
构平均在编人数 80 人（含信访机构及
应急机构人员），武汉仅是其他副省级
城市平均在编人数的一半多一点。”武
汉 市 环 境 监 察 支 队 办 公 室 王 磊 告 诉
记者。

除了监察支队人数不足以外，各区
的环境监察人员也处于紧缺状态，人员
多的区有 30 多人，少的只有 8~9 人，17

个区级行政机构的环境监察人员总共
也仅有 210 余人。而全市市域面积有
8494 平方公里，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几千
家，现有环境监管执法力量严重不足。

“但承担的任务没有减少。”王磊表
示，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设 7 个科室，
有的科室仅有 3~4 人，却要承担直管企
业、重点企业的环境监管、重点建设项
目的环境监察、环境应急、环境信访、在
线监控、专项稽查等大大小小近 90 项
工作，且大部分都涉及对上沟通协调，
对下部署、指导、监督和检查。这样算
来，平均每个科室都要承担十几项任
务，专项行动、专项稽查等行动还需要
所有人“集体上阵”。

“虽然人数少，但是每个人都是实
打实的干将，都是环境监察方面的全
才。”王磊说，环境监察任务今年开始实
行条块结合后，以往有的监察人员只擅
长某方面的监察内容，而不熟悉其他监
察工作，现在，每位监察人员都是“全科
医生”，可以从问题发现到问题的解决
及处罚一条龙办理完结，环境监察人员
的综合执法能力和素质得到了极大地
提升。

同时，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还致力
于提升全市执法能力。新环保法实施
后，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组织开展了各
项培训，比如组织了由大学法律教授、
法官、律师任教的全市环境监察队员执
法培训班，针对全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
统的管理培训及监测设备的现场操作
培训，针对全市环境监察应急人员的培
训，配合上级部门，支队还组织了全市
30 名正科级以上环境监察干部及 80 名
环境监察人员参加各类培训。在全市
环境监察人员采样资质培训中，全市
200 多名环境监察人员取得了水质采样
资格。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
负责的“12369 环保举报热线系统”被环
境保护部授予全国优质服务窗口荣誉
称号，执法人员也在首届湖北省环境监
察 移 动 执 法 系 统 模 拟 竞 赛 中 荣 获 第
一名。

事情杂压力大
变压力为动力

看得见的压力与看不见的压力并
存，每年参与武汉市多项重点环保工
作，并面临武汉市政府“10个突出问
题”的电视问政。

7 个科室负责 90 多项任务，这些任
务到底都有哪些？武汉市环境监察支

队面临哪些考验？
据了解，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

对全市 50 多家直管企业及 100 多家临
管企业进行企业现场监察及排污费核
定，对环境保护部、湖北省环保厅、武汉
市环保局审批的 1000 多个建设项目进
行清理排查、现场监察，并对其中重点
工业项目、涉湖等重点敏感项目进行重
点监管，组织开展环保专项行动、环境
监察稽查、生态环境监察等工作。此
外，还承担着应由独立机构承担的环境
应急、环境信访工作。同时，提高大气
环境质量、整治工业烟粉尘污染、污染
源稳定达标排放、创建环保模范城等多
项重点工作也在职责之内。

“尤其今年是新环保法实施元年，
环境监察工作不仅强调量，而且强调
质。”曾欣说，新环保法对环境监察工作
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如对国控重点污染
源现场监察要求每月不少于 1 次，一般
污染源每季不少于 1 次，对涉危的企业
监管每月不少于两次。如果发现企业
有环境问题，每月到现场就不知道多少
次了。

近年来，环境监察工作已经成为武
汉市环保局的重点工作，比重逐渐加
大。比如，2015 年，武汉市政府对市环
保局绩效目标考核指标一共 12 个，环
境监察支队重点承办的有 3 项，其他项
均要参与。2015 年，武汉市环境保护局
重点工作任务有 21 项，环境监察支队
作 为 责 任 单 位 的 有 8 项 ，另 外 参 与
10项。

“这只是看得见的压力，还有很多
看不见的压力。”曾欣说，许多问题表面
看是环保问题，实际上涉及当前城市化
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如位
于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乡（村）级工业
园的小锅炉冒黑烟问题，这些小企业部
分无工商营业执照，同时，还存在消防
安全隐患问题，最终还牵涉到就业问
题，只有依靠区政府联合执法、综合整
治，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

同时，由于环保部门人少事多，涉
及工作职责面广，难免会有兼顾不到的
地方，存在执法的薄弱环节及盲点。每
年武汉市委、市政府都会开展“10 个突
出问题”的电视问政活动，武汉市环保
局从 2012 年开始，连续 4 年参加了“10
个突出问题”电视问政，武汉市治庸办
会严格依据相关规定进行问责。武汉
市环境监察支队每年都是作为承办单
位，牵头与人大政协代表委员、环境保
护志愿者、专家探讨解决问题的具体办
法，起草十个突出问题承若整改的长效
管理工作机制。

“‘十个突出问题’电视问政，对我
们既是压力，也是促进工作的动力。”曾
欣表示。

手段多效果好
人防技防立体执法

地上有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天上
有无人机和卫星遥感，手上有移动执法
系统，钩织立体监测网络。

在日常环境监察工作中，环境监察
人员会定期不定期进行巡查，同时开展
抽查和夜间突击检查，加大对工业污染
源监管。但是，支队 46 人加上区里 210
余人如何监管 8494 平方公里？

“人防+技防是我们环境监察执法
的秘诀，近些年，我们不断创新科技手
段，弥补人力的不足，极大地提升了监
察效率，成为监察执法的一把‘利剑’。”
曾欣告诉记者。

自动监控数据“开口说话”

“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控制难”
是环境监察中的老大难问题，如何创建

“监、管、查、控”四位一体的监管模式？
武汉环境监察支队用污染源自动监控
系统破解了这一难题。

据了解，武汉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
统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处于先进水平，
可 对 排 污 单 位 实 施 24 小 时 不 间 断 监
控，并对现场端传输的数据进行快速分
析，一旦某企业排放的污染因子超过国
家规定标准，系统将以短信形式第一时
间发送给环境监察人员、企业环保负责
人和运维单位负责人。

此外，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还可以
自动生成各类企业排污情况报表，通过
分门别类地分析企业某一时间段内的
排污情况，结合企业实际生产状况，可
以发现企业是否存在偷排等环境违法
行为。

“通过观察企业日常的监测数据，

我 们 就 可 以 判 定 一 些 企 业 的 偷 排 嫌
疑。”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监察四科科
长王骏说，前段时间，一家印染企业排
污状况数据过于平稳，波动值非常小，
同时化学需氧量指标只有排放标准的
三分之一，“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这与
企业的主要生产工艺状况不相符合，随
即相关执法人员对这一企业进行了突
击检查，发现这一企业有未经处理的印
染废水通过暗管绕过自动监控设施外
排。随后，我们要求企业立即拆除暗
管，并处以 150 余万元罚款。”这也是武
汉市有史以来罚款金额最大的单笔环
保罚单。

为避免数据造假，目前，武汉市已
经在重点企业的排污口、主要生产场
所、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站房等位置，
安装了视频监控，并由第三方对污染源
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维护。

王 骏 告 诉 记 者 ，目 前 ，污 染 源 自
动 监 控 系 统 的 数 据 除 了 用 于 发 现 环
境问题，也用于核算排污费和行政处
罚等。

据了解，目前，全市 250 多家企业
安装 1245 台套在线监控设施，设施正
常运行率为 95.2%。近年来，监察支队
着力加强运维管理，制定并细化监督考
核管理体系，每日查看全市污染源自动
监控系统运行情况，对异常情况及时处
理，并做好台账记录，保障系统运行正
常。2015 年通过分析自动监控数据，查
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25 起，下达监察
通知 64 份，罚款金额为 870 余万元，核
定排污费 92万元。

无人机+遥感监测 不放过任何一
个角落

污染源监控系统只能监控地面的
已知污染源，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很多污染行为具有隐秘性，传统的执法
手段已经“无能为力”。于是，武汉市环
境监察支队于 2014 年启用无人机，开
展大气污染源巡查，从无人机拍摄的照
片和视频上寻找违法线索，实现定点
执法。

“人机结合的监管方式，加大了对
扬尘、排污烟囱、工业园区等环境污染
防治重点领域督察的频次和力度，目
前，无人机巡查已经实现常态化，并初
见成效。”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
长李立胜表示，无人机已进一步拓展功
能，尝试开展夜间执法与巡查；并与卫
星 遥 感 监 测 相 结 合 ，巡 查 秸 秆 焚 烧
火点。

“地上有 24 小时不间断的污染源
自动监控系统，天上有无人机和卫星遥
感，从而构建起武汉环境监察天地空一
体化监控体系。”李立胜表示。

移动执法系统让执法动起来

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也开始探索
新 的 执 法 手 段 ，构 建 监 察 执 法 闭 环 。
2014 年，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全面启用
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在全国率先使
用 Surface平板和移动式车载视频监控，
并开发了电子手签功能。

“移动执法系统实现了现场执法、
现场记录、现场上传，大大规范了执法
流程，提升了执法效率。”王骏说，工作
人员执法过程中只需按系统提示操作
即 可 ，刚 入 职 的 新 人 也 可 以 立 马“ 上
手”。

截至 10 月底，全市移动执法系统
已直接导入环境质量及 2749 家企业的
环境统计、污染源普查、排污申报、环境
质量等基础数据共计 2.15 万条，建立、
完善市直管企业档案 49 家、填报各类
数据 397 条，上传行政处罚文件 146 份、
建 设 项 目 环 评 报 告 及 审 批 文 件 1165
份、监测报告 96 份、排污许可证 100 份，
环境应急预案 107个。

机制活创新强
条块结合联防联动

通过主动发现问题、实行条块监
管、跨部门合作等手段，不断创新环境
监察机制。

人少事情多压力大的情况下，武汉
市环境监察支队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手
段增强执法能力？曾欣告诉记者，近些
年在监察执法过程中，他们不断创新机
制，走出了一条武汉监察执法的特色
路线。

主动发现问题 引入公众参与

以往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存在滞后
性，“现在，对于企业超标违法排污行

为，我们不是一罚了之，针对企业多次
整改仍难以根治的 疑 难 杂 症 ，我 们 会
邀 请 上 市 环 保 公 司 的 环 保 专 家 为 企
业诊脉，提出药方，建立病例，并定期

‘复查’。”曾欣说，希望通过环保部门
和专业人士的技术支持，使企业少走
弯 路 ，主 动 帮 助 企 业 发 现 问 题 、解决
问题，这也与环境保护长远发展的需要
相契合。

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特别注重公
众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将信访打造成
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个要道。9 月
1 日，“12369”受理中心平台正式投入运
行，群众投诉热线满意率不断提高，在
全市 30 家有群众投诉电话的“部门和
单位”抽查评比中的综合排名不断上
升，4 月份排名第 27，9 月份已上升至第
13名。

此外，媒体监督也是武汉市环境监
察支队发现问题的重要渠道。环境监
察支队积极参加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行
风连线》、长江网《重点问题整改首场网
络问政活动》等行风评议和网络问政活
动，现场受理市民、网友投诉和建议。
在近期“零点行动”中，全市出动 40 个
检查组、236 名人员，检查了 126 家企业
污水收集、处理和排放情况，省、市主要
媒体全程参与执法。

开展区域化监管 实现条块结合

以往环境监察每项工作由不同的
科室牵头开展，监察一科主要负责直管
企业的环境监管，监察二科主要负责专
项行动，监察三科主要负责建设项目环
境管理，监察四科主要负责在线监控和
环境应急，监察五科主要负责环境监察
稽查。但每个科室工作量大、涉及面
广，独立推动工作难度较大，监察人员
疲于应对。“监察一科原有的 5 人，负责
近 60 家直管企业的环境监管，平均每
人要负责 12 家企业。”王磊告诉记者，
而这些只是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是各区环境监察大队对
原有的监管方式也有怨言，上午监察
二科为专项行动去过某区，下午监察
三科因建设项目管理又得再去，既浪
费人力物力，也给区监察人员带来陪
同负担。

为此，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整合执
法人员力量，将以往各业务科室独立推
进单项工作的模式变为各业务科室分
片区推进，实行区域化监管。监察支队
将武汉分为汉口、武昌和汉阳三片区，
每个片区由 1~2 个科负责，每个科负责
管辖片区的所有监察工作。

但是，分片分头推进环境监察工作
又极易造成环境监察工作碎片化，影响
工作整体的推进和部署，于是监察支队
实行条块结合的监察模式，条就是说每
项任务都有一个牵头科室，其他科室需
要将所辖块上的所有监察情况实时汇
总到牵头科室，形成上面一条线，下面
三块片的协同监察格局。

条块结合提升环境监察人员综合
执法能力的同时，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
率，既方便对各区开展督察，避免多头
检查的弊病，又明确了责任，加大了环
境监察执法力度，形成了拳头效应。

跨部门解决环境问题 优化环境应
急体系

“解放大道古田路附近的居民反映
下水道散发有异味的水汽，检查后并没
有找到异味的来源，只能打开下水道的
井盖，而这涉及到监测部门、水务部门
和交通部门。第二天，环境监察支队会
同 3 部门联合执法，将解放大道古田一
路至古田二路污水井盖逐个掀开检查，

监测分析其水质和挥发性有机物水平，
最终找到了异味来源。”武汉市环境监
察支队监察二科科长袁传建说。

“跨部门合力解决环境问题已经成
为常态机制，尤其体现在环境应急事件
的处置上。”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监察
五科科长付中强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的
积极协调下，武汉市环境局横向间已经
与武汉市有关部门建立了应急联动机
制。比如武汉市环保局与市水务局签
署了《武汉市环境保护局武汉市水务局
水污染事件预防及应急联动工作机制
协议》，确保长江、汉江等流域的水上运
输安全和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与武汉
市公安消防局签订了《关于建立应急联
动工作机制的协议》，用于预防和妥善
处置因火灾、爆炸和泄漏等各类事故引
发的突发环境事件。

由于长江及其最大的支流汉江流
经武汉，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还积极健
全区域和流域上下游之间纵向应急联
动工作机制。比如，武汉市已与仙桃
市、潜江市、孝感市、荆门市、天门市等
签订了联动协议。今年，又与咸宁市环
保局签订了《武汉市环境保护局咸宁市
环境保护局跨流域水污染事件预防及
应急联动协议》。

展望“十三五”量体裁衣定计划

“无论建设立体化监管网络，还是
创新机制体制，目的都是提升环境监察
执法能力。”曾欣说。

据了解，2015 年 1 月~10 月，武汉市
立案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699 起、处
罚 518家、行政处罚金额 3002.5万元，相
比 2014 年同期立案查处家数、处罚家
数、行政处罚金额数分别增长 54.3%、
93.28%和 233.38%。其中，市环保局直
接立案 112 家、处罚 103 家、行政处罚金
额 1393.08 万元，相比 2014 年同期立案
家数、处罚家数、行政处罚金额数分别
增长 133.33%、164.1%和 462.57%；全市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12 家，实施查封、扣
押 73 家，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案件
5 家，实施《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
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的环境处
罚 案 件 3 家 ，实 施 移 送 司 法 部 门 处 理
两家。

整个“十二五”期间，武汉市共核定
征收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近 5 亿元；立
案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2327 个、处
罚 1655 家 次 、行 政 处 罚 金 额 5997.4
万元。

目前，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也量身
打造了自己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从进
一步完善环境监管机制、提升环境监管
能力、保障环境安全、维护群众环境权
益 4 方 面 入 手 ，以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为 中
心，以新《环保法》及配套办法、《大气
污染防治法》等新的环保法律法规实
施 为 契 机 ，积 极 贯 彻 落 实“ 水 十 条 ”、

“大气十条”，充分发挥环境监管网格
化作用，进一步完善环境问题发现机
制和全民参与机制，持续加大环境监
管 执 法 力 度 ，重 点 打 击 偷 排 、偷 放 等
环境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恶意违
法排污行为，集中整治篡改和伪造监
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加强环境执
法与刑事司法联动，严惩相关违法企业
及责任人，进一步强化企业环保主体责
任意识。

“‘十三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时期，环境监察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我们只有迎难而上，强化监察执法人员
素质，创新监察执法手段，盘活监察执
法机制，才能在新时期实现新跨越。”曾
欣展望道。

武汉环境监察前行跨过几道坎武汉环境监察前行跨过几道坎武汉环境监察前行跨过几道坎？？？
人手少 事情杂 压力大 责任重

◆本报记者徐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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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环境监察人员在硃山湖排污口现场调查。

2

3

4

图为环境监察人员利用无人机探测大气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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