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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娣 杨裴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环保局
率先提出环境数据综合化应用
与系统智能化运行概念，以互联
网、云计算、3S 以及智能传感技
术为基础，从互联网感知、传输、
平台和应用四个层面入手，明确
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创建新型环
境监控管理业务模式，对环境质
量、污染源、危险源、辐射、危废
及工况等各类环境因素进行“更
透彻、更精准、更有效的感知”，
保障发现环境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实施环境监管和评估实施效
果这四项环保部门基础工作靶
向行动，收到环境治理实效。

明晰环保主体责任
推进生态体制改革

近 几 年 ，贯 穿 于 哈 尔 滨 市
环保工作主线的一件事就是明
晰责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要求，明职责、理边界，明确各
个 部 门 的 职 责 ，初 步 搭 建 起 多
元 共 治 、综 合 施 治 的 环 境 治理
体系框架。

以超常措施制定出台的《哈
尔 滨 市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责 任 规
定》，明 确 了 36 个 部 门 环 保 职
责，构建起气象、规划、工信、安
监和公安等部门的环境应急会
商、联席、联动运转机制。在国
内城市中率先实施了环境保护
督察专员制，在政府 32 个部门
设立了正处级的专职环保督察
专员，形成了各级党政主要领导
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相
关部门履职担责的环保工作责
任体系架构。哈尔滨市环保局
局长张欲非介绍说，发现环境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实施环境监
管，调查评估效果，这四句话不
仅界定了哈尔滨市环保部门的
工作模式和范畴，更为哈尔滨市
环保部门实现从污染治理到环
境管理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哈尔滨市环保部门着眼于
“破除障碍、释放红利”目标，稳
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环
保部门承担了哈尔滨市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的 15 项改革工作，
研究制定了《哈尔滨市推行环境
污染第三方治理实施方案》，作

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已于今年 3 月实行，为推
动建立符合全市实情的排污者
付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治
污新机制，形成统一规范、竞争
有序、监管有力的第三方治理市
场，有效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环境法治
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先后出台或
修订了 3 部地方环保法规，其中
包括全国唯一专门针对燃煤污
染防治为题的立法——《哈尔滨
市燃煤污染防治条例》和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地方性法规——

《哈尔滨市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条例》。秉承“划定红线、坚
守底线”按照“多规合一”改革试
点部署，编制完成《哈尔滨市阿
城区发展总体规划》。

转变工作模式和范畴
创新环境监控管理模式

哈尔滨市环保部门正在打
造一支素质过硬、奋发有为的人
才群体，树立环保干部职工的职
业自豪感、职业使命感和职业安
全感。

环保部门转变工作模式和
范畴，首先从“三个转变”开始，

“从污染防治转型为环境管理”、
“从包片管户抽身落实政府管理
网格化”和“从模糊概念管理转
变为精准细致管理”。

与“三个转变”对应，哈尔滨
环保部门停止监测站的验收性
监测工作、停止环科院从事环评
工作、停止执法人员包片管户式
管理，快速出台一些权利清单、
责任清单，并且正在研究负面清
单。可以说，“三个转变”和“三
个禁止”相辅相成，环环相扣，进
一 步 理 清 了 部 门 职 责 、权 力 边
界，建立起了权责一致、分工合
理、执行顺畅、监管有力的环境
管理工作机制，推进环境监管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无
缝对接、全面覆盖。

哈尔滨市加快推进环境管
理转型和创新，提升环境治理的
水平，遵循“三个十条”，对土壤、
大气、水等制定行动计划 ，对环
境污染精准施策、重拳出击。在
治理大气污染方面，连续 3 年组
织开展冬季“治黑烟、保蓝天”百

日 攻 坚 专 项 执 法 活 动 ；制 定 了
《哈尔滨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
动方案（2016~2018 年）》和《哈尔
滨市 2016 年大气污染防治“冬
病夏治”实施方案》。在治理水
环境污染方面，印发《哈尔滨市
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召开全
市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对重点
工作任务进行了部署。在土壤
污染防治方面，组织编制《哈尔
滨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调研，印
发了《进一步加强哈尔滨市工业
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场地再开发
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
知》，开展土壤污染特殊问题区
域排查，完成对污染行业企业周
边、历史污染区域及周边、工业
园区周边等重点区域的土壤污
染检测布点设置。

开发“智能化环保行政审批
管理系统”，通过对发改委等 20
个部门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的梳
理 和 优 化 ，建 立 了 智 能 流 程 引
擎、智能适配系统，可以根据申
请人个性化的信息填写，自动适
配出唯一最优的审批流程，实现
了市域环保行政审批窗口联网，
做到了一个平台运行、多个窗口
受理、一站式服务，大大缩短了
审批时间，全年累计完成建设项
目审批 221 个，验收 210 个，窗口
的 审 批 服 务 群 众 满 意 率 达
99.99%。

加强对环评第三方机构的
监管，出台了《哈尔滨市建设项
目环评技术评估名录》、《哈尔滨
市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信用等级
管理办法（试行）》和《哈尔滨市
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管理办法（试
行）》，对全市 168 家涉审中介机
构进行网上公示，公开通报测评
结果，并将测评结果作为信用等
级评定的基础依据，实行末位淘
汰制。启动建立覆盖所有固定
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严格
环境执法，依法查处大气污染物
超标排放、偷排偷放等各类环境
违法行为。这些措施使哈尔滨
市的环境管理做到事先严控、事
中严管，通过移动执法、行政处
罚，与其它部门联合执法等做到
事后严惩，不断提升管理质量和
效能。

强化信息公开
展开大数据下环境监管

今年，哈尔滨市环保局将以
市委、市政府新闻办名义定期召
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发布环境保
护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哈
尔滨环保网上设有专栏定期公
开区域环境质量、环境监测、重
点环境信访案件、行政处罚等信
息，全年公开率 100%，全面推进
环境信息公开。环保部门督导
53 家重点企业编报了环境行为
白皮书并公开发布，督促企业及
时公布自行监测情况，按照《哈
尔滨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

（试行）》，组织对全市 95 家企业
开展环境信用评价工作，评价结
果在哈尔滨环保网公开。

哈尔滨市“互联网+”向环
境保护多领域纵深发展，数据平
台建设初具雏形。积极推进大
数据、互联网、高宽带互联网等
高新技术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利用遥感卫星、无人机、GPS 定
位、移动执法终端等现代技术丰
富环境监管手段，以天地一体化
为依托的“智慧环保”建设项目
稳步推进。

“智慧环保”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环境监控互联网工程、
环境预警与应急指挥系统、环境
综合业务管理系统等五大部分，
细分为哈尔滨市燃煤锅炉环境
管理系统、环境气象监测服务系
统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系
统、环保双随机系统等内容。

“智慧环保”项目管控体系
分为环境感知层、信息传输层、
平台支撑层和管理应用层四个
层次，一期建设内容包括：建立
环 境 质 量 监 测 监 控 体 系 ，包 括
水、大气等自动监测站及环境在
线监控管理服务平台，借助无人
机及卫星监测，形成立体化监测
监控网络；建立大气复合污染立
体监测解析体系、大气环境监测
超级站、天地空一体化雾霾监测
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及源解
析系统，增强污染成因分析及污
染趋势研判能力；建立机动车尾
气动态分析组网；建立燃煤设施
分布式中心控制及监控系统等。

“智慧环保”工程还将建设
环境综合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
排污单位产污全过程逆向追踪
系统等，实现对城市空气、水、噪
声等污染全方位监测和分析，为
城市工业、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
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智慧
环保”最大的亮点是通过卫星应
用、高宽带互联网等一系列高新
技术在环保领域的示范应用，建
立一套内部畅通、内外联动的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管控体系，提高
区域环境监测预警、监察执法以
及 多 部 门 业 务 协 同 管 理 水 平 。
哈尔滨环保政务通作为政务执
法移动工作平台，担负着传达政
令、信息互动、移动执法等任务。

哈尔滨市燃煤锅炉管理系
统涵盖了吨位查询、管辖范围查
询、监测点分析、环路分析、环面
分析等 13 项查询功能。环面分

析查询功能能够查询区域内的
已登记的单位、地址、锅炉数量、
每台吨位、联系方式、燃料类型、
燃煤量、网格责任人等信息，监
测点分析查询功能可以显示全
市 12 个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输
入辐射半径数值，点位相关情况
就会一一呈现，系统对哈市燃煤
锅炉运行的基本数据进行登记、
核 算 ，通 过 哈 市 燃 煤 锅 炉 专 题
GIS 地图服务展示全市已普查
的燃煤锅炉。

目前，全市国控重点监控污
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有效性审核
通过率达到 84.9%。

哈尔滨市环境宣传教育工
作走上前台，为打赢补齐环保短
板攻坚战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官
方微博、微信、哈尔滨环保网等自
媒体成为哈尔滨市有影响力的环
境信息发布平台。哈尔滨环保网
嵌入官方政务微博、微信链接，实
现官方微博、政务微信、12369 环
保举报微信一键接入。

正在建设的哈尔滨市生态
环境基础信息数据库，以一个数
据 平 台 ，两 个 基 础 数 据 库 为 基
础，整合和完善以法人数据为基
础的污染源数据库和以空间信
息为依托的地理信息数据库，建
立全市数据交换网络和数据资
源中心，为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
理改革和排污许可证管理提供
信息化支撑。

2016 年，是哈尔滨市环境保
护的“立法之年”，哈尔滨市出台
或修订了 3 部地方环保法规，其
中包括专门针对燃煤污染防治的
立法——《哈尔滨市燃煤污染防
治条例》和针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地方性法规——《哈尔滨市

重 点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条
例》。截至目前，哈尔滨市共出台
了 6 部环保地方性法规，为哈尔
滨市环保工作法治化建设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让哈尔滨市环保
局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发现环境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实施环境监管 评估实施效果

哈尔滨创新大数据下的环境管理模式

依法治污 强化管理

稳步推进环境法制体系建设

逐年突破完善法制体系建设

今年 ，哈 尔 滨 市 将 启 动《哈
尔滨市松花江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条例》的立法工作，完成立法
调研及草案起草；完成《环境行
政处罚管理系统》，实现行政处
罚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
运行、执法活动网上监督的行政
处罚管理运行新模式；通过组织
开展行政执法责任考核和行政
处罚案卷评查，进一步依法界定
执法职责，规范执法程序，促进
依法行政。

持续开展环境保护法实施年
活动，运用新的“两高”司法解释，
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
动，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
继续组织开展污水、大气、噪声、
危废等环境保护专项行动，运用

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强化重点
监控企业和污染减排项目监管；
加强重点行业监督检查，强化民
生领域执法，深入开展供暖期“百
日攻坚”大气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等；推进市域网格化环境监管体
系建设落实落靠，采取“双随机”
执法模式，强化环境监管执法力
度；严格依法查处建设项目环境
违法行为；组织开展农村环境保
护综合整治、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小区）现场监察、自然保护区专
项执法检查等工作，配合市农委
认真做好秋冬季秸秆禁烧现场执
法工作，继续加强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资源开发类等项目
的监管。

杨晓娣 王轶慧

近年来，在哈尔滨市人大、市
法制办的大力支持下，哈尔滨市
共出台了《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
住 环 境 保 护 条 例》（2013 年 修
订）、《哈尔滨市机动车排气污染
防治条例》（2016 年修订）、《哈尔
滨 市 燃 煤 污 染 防 治 条 例》（2016
年）、《哈尔滨市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条例》（2016 年）、《哈尔
滨市西泉眼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2009 年）、《哈尔滨市磨盘
山水库饮用水源保护条例》（2015
年修订）等 6 部环保地方性法规，
以及《哈尔滨市水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2000 年）、《哈尔滨市防治
城 市 扬 尘 污 染 暂 行 办 法》（2002
年）等 8 件 环 保 地 方 政 府 规 章 。
哈尔滨市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地
方环境保护立法体系。

为切实提高环境行政执法能
力和水平，哈尔滨市环保局还制
定了《哈尔滨市环境保护局行政
执法暂行规定》、《重大环境行政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环境
行政执法程序规范》、《环境行政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以及《哈尔
滨市环境保护类行政处罚裁量标
准》，进一步规范环境行政执法行
为。

为完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
准，哈尔滨市环保局先后对新《大
气污染防治法》、《环评法》和《燃
煤污染防治条例》的行政处罚裁
量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制定《环
境行政执法程序规范》、《环境行
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
环境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

（试行）》、《哈尔滨市环境保护局
行政执法暂行规定》，健全了局系
统行政执法制度；对全局行政执
法人员资格和行政执法证件进行
全面清理，建立局系统行政执法
人员信息档案；对行政执法案卷
开展评查，共抽取 67 本行政执法
案卷，对评查结果进行了通报。

重拳出击打击环保违法行为

为促进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履
行发展、建设、城市管理等职责的
同时，依法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哈
尔滨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哈尔滨
市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进一
步明确了 36 个部门的环保职责，
在 32 个政府部门设立环境保护
督察专员，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
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
具体抓、各部门履职担责的工作
推进体系，推进经济社会与环境
保护协调发展。该项工作得到了
环境保护部的充分肯定，并在全
国环保系统转发。

环保联合执法成为常态，市

环保局与市公安局密切协作，按
照《加强环境保护与公安部门执
法衔接配合工作实施方案》实行
联动执法；与市公安局、市检察院
和市法院联合下发《环境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暂行规
定》，实现了环境案件与刑事处理
衔接的常态化、制度化。

2016 年，全市共实施行政处
罚 624 件，罚款 4361 万余元，实施
查封扣押 14 件、限产停产 14 件、
移交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5 起，清
理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5743 个，一大批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环境违法行为受到严惩。

加强立法让环保工作有法可依

图片说明

①哈尔滨市“互联网+”向环
境保护多领域纵深发展，数据平
台建设初具雏形。

图为哈尔滨市环保局应急指
挥中心。

②哈尔滨市积极推广智能执
法，在环保系统启用并逐步推广
便携式手持移动执法终端技术，
利用在线监控数据率先在水泥、
电力行业进行监管，充分利用应
急指挥中心、自动监控、卫星遥
感、无人机巡查、车载录像、对讲
通信系统等现代化技术手段，整
合执法资源，强化执法能力保障。

图为哈尔滨市环境应急监测
车辆。

②②

①①

哈尔滨市以生态环境安全为底线，加大环境风险防控力度。
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强化关系公众健康的重点
领域风险预警与防控，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图为哈尔滨环保、安监、防化等部门对清河湾动迁区沉睡多
年的 17 桶化工原料 DD 混合剂（主要是二氯丙烷）危险化学品进
行挖掘清理，环境监测人员进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