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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哈尔滨市近日举
行了“排污许可证首发仪式”，
全市 27 家火电、造纸行业企业
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已全部按
期完成。

哈尔滨市副市长智大勇为
哈尔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颁发
了全市第一张排污许可证，标
志 着 哈 尔 滨 市 进 入 排 污 许 可

“一证式”管理的新时代。今年
下半年，哈尔滨市将严格按照
国家要求，到今年年底如期完
成钢铁、水泥、有色等 13 个行
业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排污许可制度是固定源环
境管理的核心制度，它要求企
业持证按证排污，开展自行监
测、建立台账、定期报告和信息
公开，实现企业从“要我守法”
向“我要守法”转变。同时，规
范监管执法，加大对无证排污
或违证排污的处罚力度，推行

“一企一证”、综合许可，将环境
执法检查集中到排污许可证监
管上。

今年 3 月 1 日，哈尔滨出台
了《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条例》，实现了排污许可证管理
有法可依。今后，排污许可证
将成为企事业单位生产运行期
间排污行为的唯一行政许可和
接受环保部门监管的主要法律
文书。企业要按证排污，企业
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建立准确
完整的环境管理台账，安装在

线 监 测 设 备 并 与 环 保 部 门 联
网。定期、如实向环保部门报
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向社
会公开污染物排放 数 据 并 对
数 据 真 实 性 负 责 。 环 保 部 门
将 公 布 无 证 和 不 按 证 排 污的
企事业单位名单，并纳入企业
环境行为信用评价体系。首次
发 放 的 排 污 许 可 证 有 效 期 3
年，延续换发的排污许可证有
效期 5年。

排污许可 证 作 为 排 污 权
的确认凭证，许可证发放后，
企 业 获 得 了 自 己 的 总 量 指
标 。 通 过 技 术 进 步 、深 度 治
理 获 得 的 结 余 总 量 指 标 可 以
在 排 污 权 交 易 平 台 交 易 ，获
得 经 济 收 益 ，为 企 业 下 一 步
发展提供更多资金。

如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
司哈尔滨第一热电厂目前已经
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 1870 万
元（交易二氧化硫 1335 吨），华
电能源股份有限 公 司 哈 尔 滨
第 三 发 电 厂 目 前 已 经 通 过 排
污 权 交 易 获 得 555 万元（交易
二氧化硫 396 吨）。截至目前，
全 市 已 实 现 交 易 总 金 额 3000
余万元。

为使排污权交易工作更加
规范，哈尔滨市制定了《哈尔滨
市总量指标交易暂行办法》，目
前正在等待市政府审核，通过
后将正式实施。

王轶慧

本报讯 哈尔滨市环保局
始终坚持以“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为原则，严格
规范行政审批行为，着力优化
发展环境，健全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制度，不断提高服务效率，
严守环境质量这道防线，从源
头控制了高耗能、工艺落后的
产业项目落地。

从 2013 年起，哈尔滨市环
保局就与市发改 委 在 审 批 过
程 中 实 现 了 无 缝 对 接 。 近 几
年 ，在 法 律 法 规 允 许 框 架 内
不 断 优 化 审 批 流 程 ，尽 最 大
可 能 寻 找 突 破 口 。 对 审 批 事
权进行调整，目前，市本级除
对 跨 域项目和报告书审批保
留外，其余全部下放，共下放
22类 145项。

同时，将《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 分 类 管 理 名 录》中 的 23 项
199 类项目重新组合，环评报
告书减少要件 36.5%。提档升
级 后 的“ 智 能 化 环 保 行 政 审
批管理系统”，实现了市域环
保 行 政 审 批 窗 口 联 网 ，做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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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哈尔滨市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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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加 强 对 环 评 第 三 方 机

构 的 监 管 ，哈 尔 滨 市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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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末尾淘汰制，
有 力 促 进 了 环 评 机 构 质 量 的
提高。

哈 尔 滨 市 坚 持 把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作 为 产 业 项 目 招 商 的
第 一 要 素 ，着 重 突 出 产 业 建
设 中 的 环 评 准 入 要 求 。
2016 年 ，从 严 审 批 重 点建设
项 目 52 个，否决项目 6 个，从
源头控制了高耗能、工艺落后
的产业项目落地。累计完成建
设项目环评行政审批 830 件、
备案 832 件、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 548 件、辐射审批 846 件、危
废转移审批 476 件，其中包括
群力污水处理厂、大飞机拆解、
节能汽车等多个百姓高度关注
的重大项目。

杨晓娣王轶慧

本报讯 哈尔滨 市 今 年 将
大 力 推 动 电 能 替 代 煤 炭 、石
油 、天 然 气 等 石 化 能 源 ，其
中 ，国 网 哈 尔 滨 供 电 公 司 将
配 合 完 成 主 城 区 205 台 10 蒸
吨 及 以 下 燃 煤 锅 炉“ 煤 改
电”，实现清洁供热，大幅度减
轻主城区烟尘污染。

哈尔滨市为进一步改善环
境空气质量，优化能源消费结
构，对燃煤消费总量进行控制，
制定了城市燃煤消费总量和煤
质种类结构控制方案，逐步降
低燃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到 2017 年年底，燃煤消费比重
将降至 65%以下，力争实现煤
炭消费总量负增长。

同时，《哈尔滨市大气污染
防治专项行动方案（2016~2018
年）》要求，每年新增天然气供
应能力 1 亿立方米，为燃煤小
锅炉“煤改气”提供燃气保障。

黑龙江省电力部门提供的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省电

力装机容量为 2783.1 万千瓦，
电网供电最大负荷为 1085.1 万
千瓦，电源与负荷比例超过两
倍，处于严重供过于求状态。
将煤炭消费向电能转变，改“用
煤”为“用电”，是调整能源结构
和转变能源使用方式的重要手
段。以电能取代其他终端能源
消费可以减少整体能源消费、
减轻污染排放，为清洁能源腾
出发展空间。

据介绍，哈尔滨即将推行
的“ 煤 改 电 ”，是 将 普 通 煤 锅
炉 更 换 为 电 锅 炉 ，配 合 锅 炉
改 造 ，哈 尔 滨 市 供 电 公 司 将
在 锅 炉 周 边 新 增 变 压 器 、进
出 线 电 力 管 线 ，改 造 计 量 表
及变电容量等。

改造前后，对居民居室的
供暖方式不变，仍是 此 前 的 管
网 热 水 循 环 。 改 造 后 小 锅 炉
周 边 供 暖 期 烟 尘 污 染将明显
减轻。

杨晓娣

205台小锅炉实施“煤改电”
实现清洁供热，减轻烟尘污染

优化发展环境 健全环评制度

源头控制高耗能项目落地

首批27家企业领证排污
年底将完成 13个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2013年，哈尔滨市决定建设生态环境综合管控系统，打造

“智慧环保”。从前期准备到紧锣密鼓的建设，从管理系统、监控

平台陆续上线到与执法移动工作平台进行有机融合，科技对环

境保护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哈尔滨市“智慧环保”时代正全面

开启。

哈尔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管控体系（以下简称“智慧环

保”工程），通过新型传感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卫星应用、

高宽带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示范应用，对空气、水、噪声等环境

情况实施立体监控。

立体监控空气、水、噪声等环境情况

哈尔滨进入“智慧环保”时代

近年来，哈尔滨市在环保信息化建设中遇到了一
些问题。

第一，各部门、各行业都开展了信息化建设，省环
保厅、市环保局之间信息不对称，诸多系统之间数据不
统一，存在数据壁垒，不能发挥综合效应，信息孤岛现
象严重。

第二，数据质量差、利用率低，“上边千条线，下边
一根针”，上级海量索要数据导致底层数据产生不真实
或不准确，在数据采集中存在关键数据缺失等问题。

第三，缺乏对数据的整合分析，软件展示程度低、
逻辑性差，难以直观地展示数据分析结果。

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哈尔滨市现代环境保护综
合管控系统的建设和发展，“智慧环保”工程的建设为
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按照《哈尔滨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
（2016~2018 年）》要求，哈尔滨市将采取最严格的措
施、建立最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从燃煤消费总量控
制、燃煤清洁利用、燃煤质量管控、燃煤锅炉淘汰、污
染物排放管控、移动源和有机源治理、城乡面源污染
整治、重污染天气应急等 8 方面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实现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如何更精准地治理大气污染，哈尔滨市“智慧环
保”工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智慧环保”工程借助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
监 测 站 协 同 建 立 天 地 空 一 体 化 环 境 质 量 感 知 体
系 ；并 通 过 建 立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立 体 监 测 解 析 体
系，科学问诊灰霾成因，找准治理的主攻方向，实
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精细化预报，增强污染趋势
研判能力。

哈尔滨市环保局局长张欲非向记者现场演示了
最近正式上线运行的哈尔滨市燃煤锅炉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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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环面分析”查询功能，输入“一环路”，
一环路区域内已登记的单位、地址、锅炉数量、每台
锅炉的吨位、燃料类型、燃煤量、网格责任人等信息
尽收眼底。点击“监测点分析”查询功能，就会显示
全市 12 个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输入辐射半径数值，
这个点位相关情况就会一一呈现。

燃煤管理系统的地图上布满了红色、绿色的方
块，“每一个方块代表一家单位，绿色代表合格，红色
代表不合格，上面还标注着不合格的原因。”张欲非
介绍说，“这个系统对全市燃煤锅炉运行的基本数据
进行登记、核算，通过燃煤锅炉专题 GIS 地图服务，
展示全市已普查的燃煤锅炉运行情况。”

在哈尔滨市燃煤锅炉管理系统还可以看到全市
的燃气管线，这样可以精确地判断需要拆除的锅炉
是应该并入热网还是改用燃气供暖。

通过哈尔滨市环境在线监控管理服务平台，记
者看到，240 余家重点企业的烟尘和水污染排放指
标正被 24小时实时监控着。

按照相关规定，哈尔滨市重点企业必须安装在
线监控设施，在线监控设施能对污染物排放的量和
浓度进行监测，监测数据自动通过传输系统实时传
到平台，经过平台分析就可以得出实时监控数据。

“通过监控平台，环境监察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发
现污染物超标排放的企业，第一时间提醒企业进行
整改，必要时运用法律手段，对企业进行约束和管
理。”环境在线监控管理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说。

运用无 人 机 开 展 秸 秆 禁 烧 巡 查 是 哈 尔 滨 市
立 体 化 监 测 监 控 网 络 的 一 项 重 要 内 容 。 通 过 卫
星 通 信 系 统 ，在 哈 尔 滨 市 环 保 局 应 急 指 挥 中 心 ，
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接收由无人机拍摄的画面，第

一 时 间 锁 定 着 火 点进行处理。“固定翼无人机可以
进行航拍和定点拍照；旋翼无人机可以在空中悬停，
对着火点进行多角度拍照取证。”应急指挥中心的工
作人员介绍说。

无人机航拍的画面被实时传送到应急指挥中心
的大屏幕上，通过无人机上装载的 GPS 定位系统，
着火点的具体位置一目了然。无人机的作业高度一
般在 300 米左右，可以拍摄到 1 公里左右的画面。依
据提前设定好的航线，无人机在一定高度后就会进
入自动飞行模式，对设定好的区域进行巡查。

据了解，无人机上都安装了高清摄像机，可以从
高空锁定着火点，通过卫星通信系统把画面实时传
送回应急指挥中心。同时，在陆地监察受到阻碍时，
无人机也可以配合执法人员锁定着火点，实现提前
预警。

“智慧环保”工程最大的亮点是通过卫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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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在查处涉嫌超标排放企业时，容易出现企
业底数不清等问题。‘哈尔滨环保政务通’的应用彻
底解决了这些问题，实现精准定位、有效执法。”哈尔
滨市环境监察执法人员说。

在各分局交叉执法、随机抽查时，排污企业的基
础数据能通过“哈尔滨环保政务通”进行有效推送，
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前就能及时了解所查锅炉的基
本情况、重点企业的基本情况和污染物实时排放数
据，并以此作为执法依据。

据了解，在已启用的哈尔滨市燃煤锅炉管理
系 统 中 开 发 有 同 全 市 锅 炉 监 测 硬 件 数 据 传 输 的
接口，为监测数据的实时监测、展示、分析统计提
供 了 预 留 接 口 。 将 来 ，这 一 系 统 将与哈尔滨市环
境在线监控管理服务平台进行资源整合。

在哈尔滨市环保局应急指挥中心，全市排污企
业的排放情况在此都有监控。哈尔滨市主城区的
1338 个燃煤锅炉和 9 个建成区的 2700 多个锅炉的
排污情况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可通过监控系统把超

标锅炉烟囱现场情况立即呈现在屏幕上。此外，放
射源安全管理系统可监控有辐射源的监控点位的实
时情况，如有超标情况发生，系统将自动报警。

2017 年初，哈尔滨市环保局在市区最高点龙塔
和松北，又设立了两个大气污染监测高清监控点
位。每个监控点都实现了 360 度无死角监控，有效
监控面积达 5 公里。轻点鼠标，各家供暖企业的烟
囱能马上被高清摄像头直接呈现在指挥中心的大屏
幕上，烟囱到底冒没冒黑烟，都能直观地被指挥中心
的监控人员看到。

“下一步，哈尔滨将设定严于黑龙江省要求的工
作任务和目标，对全市近 2800 台锅炉安装燃煤设施
分布式中心控制及监控系统（DCS 系统），这也是

‘智慧环保’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张欲非告诉记者，
这个系统不同于烟气自动监控系统。烟气自动监控
系统监测的是企业通过烟囱排放的烟气数据；DCS
系统是通过监控企业锅炉运行状态，诊断燃煤锅炉
污染物产生、治理过程是否异常，溯源黑烟、偷排漏
排源头，监督企业更好地实行精细化管理，从而减少
污染物排放。

哈尔滨市倾力打造的“智慧环保”还有哪些创新
举措？未来 3 年，全市将投入 30 亿元，3 年内分 3 期
进一步完善“智慧环保”，与哈尔滨市气象、安监、规
划及市政府指挥中心等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实现资
源与信息共享。

燃煤锅炉管理系统涵盖13项功能

重点企业在线监管，无人机巡查秸秆焚烧

内外联动形成执法合力，DCS系统溯源黑烟

“智慧环保”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环境监测监
控体系、预警与辅助决策体系、环境监察应急体系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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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项内容。

“智慧环保”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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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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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大气环境监测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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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护 提 供 决
策参考依据。

背景

“智慧环保”工程

“智慧环保”通过卫星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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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执法及多部门业务协同管理水
平。图为哈尔滨市环保部门参与 2017 年全市突发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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