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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台打通信息堵点，便捷企业网上办事，推动区域管理精准发力

福建“生态云”助力环境治理不断升级

青海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方案

年底前完成约一半整改任务

云南发布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考核结果
全省 5个州（市）为优秀

山西年内淘汰剩余
267辆燃油公交车
11个设区市建成区新能源车

和清洁能源车占 97.2%

◆本报见习记者于天昊

金秋十月的福建省福州市依然绿树
成荫。不久前，在这里召开的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让数字生态走入大众视野，一时间
成为社会焦点，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
到：大力发展数字生态，加快推进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

一直以来，福建省生态环境领域致力
于深耕数字生态发展，从“污染防治攻坚
战”到“引领生态环境管理转型”再到“助
推治理现代化”，一路不断纵深向前。

一张图、一盘棋、一体化，
“云”更全面

自 2018 年 5 月，福建在全国建成首个
省级生态环境大数据云平台并投入使用
以来，不同系统之间割裂不相融、信息不
共通的分裂局面就开始不断得到突破和
解决。如今，在“生态云”的助力下，系统
集 成 、天 地 一 体 的“ 一 张 图 ”不 断 绘 制
完善。

在这张地图上，任何一个地基上建
起高楼，任何一个点上都集成了环境要
素、集成了各部门的环境数据。通过在

这张图上不断“增墨添彩”，拓展延伸个
性 化 应 用 功 能 模 块 ，实 现 了 不 断 扩 展 、
更 具 活 力 的 机 制 ，丰 富 了“ 一 张 图 ”的
内容。

将不同的模块“拢”到一起，只是第
一 步 。 如 何 打 造 不 同 模 块 之 间 的 动 态
链接，使它们从相对分散组成有机统一
的整体，成为重要方向。福建通过系统
集成，将不同模块系统通过组件化技术
支撑，搭建了一套具有规范标准且数据互
通的平台。

模块聚合了，用平台串联了，紧接着
则要面对海量数据涌入后的运作问题。
福建采取了精准直击问题、解决问题的方
式，创建了方便快捷的“驾驶舱”及快速聚
焦的“一引擎”。例如，发现一处排污口，
就能够根据其基础信息快速和相关信息
进 行 联 动 ，提 升 了 环 境 监 测 的 效 率 和
效果。

区块链、精准化、大数据，
“云”更强大

在“云”上，我们能做些什么？
督 察 信 访 案 件 可 以 搭 建 在“ 云 ”上

了。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获取全渠道的
信息和动态，并且及时入“云”。每个信访
案件从生态云平台受理建档、分发办理、
现场执法、结果反馈、审核把关到随机回
访，全程都留有痕迹，实行闭环管理，每一
个细节都可以追溯。

通过搭在“云”上的信访机制，政府工
作人员、执法人员、企业、群众，都直接通
过“云”来完成各自的事项，不仅免去现场

工作的繁琐和重复，更能够形成相互监
督、制衡的模式，责任链条更加明晰。

区 域 联 防 联 控 可 以“ 看 ”得 更 细 致
了。这一年，福建将电力、能源数据连接
进“云”，让管控变得更加精准和精细。不
仅如此，“生态云”能够进行大数据的对比
分析，通过用电分析，结合周边大气热点
网格，能够迅速找出违法企业所在位置，
系统自动推送可疑点位和用户名，让违法
排污“无处遁逃”，更让生态环境执法人员
能够借助“云”上的“眼睛”，精准排查，依
法查处。

此外，平台将企业所有的生产设施和
环保治理设施都进行监控并纳入“云端”，
能够对企业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科
学的数据分析。不仅如此，还能够用“云”
来检验企业在不利气象条件下自主减排
的成效，让监管做到“有‘云’在上，有谱在
心”。

利用“云”的高速便捷，可以进行集成
作 战 。 定 位 快 了 ，查 询 快 了 ，搜 索 也 快
了。一旦环境事件发生，通过云平台就能
够快速定位，找到风险发生地点。通过查
询“一企一档”，就能快速了解环境风险物
质。再通过叠加气象、河流等环境要素，
搜索始发地周边居民区等情况，通过“云”
查询并调取应急物资、组织人员处置情
况，就能够做到对环境风险“心中有数”。

一本账，一条心，共聚力，
“云”更温暖

“云”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却并不意味
着高高在上，相反，“云”变得越来越有温

度了。
目前，福建着重引领企业同向而行。

为企业提供便利和便捷，只进一扇门，只
填一张表，所有的问题都在“云”里办。为
此，福建打造了“云”上的环保家园，所有
排污企业只要登录这个平台，所有环保事
项均可办理。云上环保家园、环保医院、
环保超市……“云”上的环保家园，正成为
方便企业的办事服务中心。

通过“云”构建的数字画像，福建实现
了村庄的立体透视。村庄周围的生态环
境质量、风险点、群众参与等信息，集成
自 然 资 源 生 态 红 线 、林 业 公 益 林 、水 土
流失、乡镇断面水质等数据，建成“一村
一档”，个性化推送问题改进建议，指导
基层“对症下药”。如此一来，通过“生态
云”把千家万户连起来，逐步形成了“一张
图、一本账、一件事、一条心”的工作机制，
将群众的“微行为”汇聚成“众力量”，不断
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自福建“生态云”建设由 1.0 版本正式
进入 2.0，大版本更新为“生态云”带来诸
多新功能、新用途，更为福建大数据与生
态环境监管领域的发展带来新契机、新
动能。

接下来，福建正朝着“生态云”3.0 的
建设不断发力。未来，福建将加快推进数
字生态示范省建设，进一步扩大感知物联
网络覆盖面，推进数据、业务和技术全面
融合，拓展人工智能 AI 应用的广度和深
度，推动“生态云”服务的便捷高效，保障
网络和信息安全，加快“生态云”平台向
3.0的跨越，实现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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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草木含悲，河水恸泣。
蔡海峰，江苏省徐州市沛县生态环境局党

组成员、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2020年 7月 14
日晚，蔡海峰因过度劳累突发疾病，不幸去世。

“他用自己的兢兢业业、踏实苦干成就了
不平凡人生，是广大生态环保人学习的榜样。”
连日来，蔡海峰逝去的消息让同事们倍感痛
惜，也让千千万万的人们认识了这位“脚下有
泥土，心中有百姓”的优秀生态环保战士。

心系桑梓，深耕故土30载
“我是本地人，想为家乡做点事。”1990年

7月，来自大屯镇的蔡海峰毕业后被分配到沛
县环境保护局工作，历任环境监理所所长、环
保分局局长、沛县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2017
年 8月，任沛县环境保护局党组成员，2020年 3
月，任徐州市沛县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沛县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自 1994年以来，为排查污染源，蔡海峰跑
遍了全县的每一个自然村。每到一个村子，蔡
海峰都要仔细排查、认真调研，在与老百姓倾
心交谈中了解村里的实际情况，绝对不放过一
家污染企业。

“在蔡海峰的努力下，沛县的环境监察工
作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各项工作也走在了
全县前列，全县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提
高到 93.8%，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连年得到削
减。”从往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蔡海峰在用实
际行动回报家乡。

蔡海峰尽心推进环境治理，真正做到了对
环境违法行为发现一个，依法查处一个，切实
起到了查处一个、教育一片、震慑一方的效果。

在蔡海峰的带领下，2019年，沛县生态环
境局共立案处罚 88 家环境违法企业，处罚金
额达 480多万元。

沧海横流，摇橹奋战一线
2008 年，沛县大屯镇新建了一个塑料颗

粒加工点，村民将此事举报上来，检查发现，这
个加工点无任何环保手续，是典型的“散乱污”
企业。

为彻底确保环境安全，蔡海峰组织当地公
安、城管、工商、国土、供电、水利部门的人员带
着铲车去现场。对企业断水断电后，他又亲自
站在铲车前，指挥铲车拆除设备清除原料。企
业认为蔡海峰挡了财路，气焰嚣张地当场扬言
要对他打击报复。蔡海峰回应：“你排在第五
十个。”即便面对恐吓，蔡海峰毫不畏惧。

土法生产的私人作坊，其环
境意识普遍淡薄。沛县西部有一
家小炼油厂，擅自将炼油残渣废
水未经任何处理外排。蔡海峰亲
自带领队员前去查处。一家作坊
就是一个家庭支柱，厂主一时冲
动拿起铁锹往蔡海峰身上砸……
工 作 中 ，类 似 这 样 的 事 件 还 有
不少。

蔡 海 峰 曾 在 工 作 总 结 中 提
及，有时正在执法时，少数违规的
群众不服从管理当街谩骂与威
胁，有亲戚朋友劝他，“睁只眼闭只
眼算了，何必那么认真。”但他的信
念就是要使沛县的环境美丽起
来，因此，即便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都告诉自己：“蔡海峰，你不能退
缩，你是代表人民与正义的执法
人员，如果连你都害怕了，还有谁
能够为老百姓守护好这一方碧水
蓝天？”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
发。蔡海峰主动请缨去第一线。
他不顾疫情的危险，带头与其他
执法人员每天奔赴 各 个 医 院 医
疗废水以及医疗废物的处置现
场，对医疗废水及医疗废物处理
处置情况进行检查，不厌其烦地
指导医院做好医疗废水及医疗
废物处理工作，坚决杜绝出现二
次污染。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蔡海
峰将仅有的两套防护服安排给执
法人员用，自己仅带着医用口罩，
夜以继日地坚守在抗疫前线。沛
县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孟
庆凯回忆称，沛县的火电、钢铁、水
泥、焦化、酿造等几百家大小企业
和厂矿工地，都留下过他奋斗的
身影。

两袖清风，无欲无私
只为民

听闻噩耗后，同事们纷纷自
发来到蔡海峰的家门口，一个个

汉子泣不成声，久久不愿离去。
“ 蔡 海 峰 同 志 ，工 作 上 讲 原

则，严格执法，不徇私利己。尊重
领导，注重班子团结，为人大方，乐
于助人。”沛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丁波说。蔡海峰不仅廉洁自律，
对身边人也是如此。蔡海峰的亲
朋好友在私底下托他给家里孩子
找工作，每次他都断然拒绝。

诚心对待每一位同事。这些
年，蔡海峰身体一直不太好，患有
严重的高血压基础病。但是他从
没有把自己当病人对待，日常的
执法检查、夜查、巡查都是家常便
饭，“白加黑”“5+2”成了工作常
态。超强度的工作，导致他的血
压居高不下，他却始终没有抽出
时间去看病。可是，每当同事家
里有事时，他却第一时间记挂在
心上，尽个人所能出钱出力。

凭借着对生态环保事业的敬
业初心，蔡海峰连续多年被评为
先进个人，并受到省、市、县等部门
的表彰。“即使得了个人奖金，他也
要分给大家。”沛县生态环境局宣
教科科长张晓毅啜泣道。

在岗多年，蔡海峰时刻自省、
自励，不贪富贵，不爱奢华。“简陋
的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智
能电视机。时间久了，他的妻子
与孩子也都能理解他甘守清贫的
生活态度。在追悼会上，他三哥
才说出这个电视机还是父母给置
办 的 。”张 晓 毅 说 到 此 处 ，泪 流
满面。

今年是全面打赢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蔡海峰坚
守初心、不改本色，以言践行彰显
了党员担当，用看得见的环境变
化回应了百姓期盼，完美地诠释
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的时代内涵。

如今，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
永驻。

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云南
省 2019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考核结果
及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综合各州

（市）自查、核查、重点抽查和现场检查情况，对“三条红
线”年度控制指标完成情况、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综合评价打分，全省 5个州（市）考核等级为优秀，11
个州（市）考核等级为良好。云南省水利厅及时向省委
组织部报告了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

云南省水利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等
11 个部门联合对全省 16 个州（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工作进行了考核。

考核结果表明，2019 年云南省“三条红线”控制指
标得到有效落实，完成用水总量控制年度目标，用水效
率控制基本完成年度控制目标，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
区水质达标率完成年度目标。全省 454 个水功能区双
指标评价总体达标率为 90.9%，其中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被列入考核的重要江河湖泊
水功能区达标率为 100%。

据了解，云南省将督促州（市）针对 2019年度考核中
发现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切实落实改进措施，解决存在
的突出问题。做好结果应用，将考核结果报送组织部
门，作为对州（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
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对考核结果较好的州（市）在下一
步水利规划、项目、资金等给予倾斜；将考核结果作为审
查审批各地水资源规划、配置、论证、取水许可、重大引
调水工程建设等前期工作重要依据。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全省 11个设区市
建成区公交车的总数为 9405辆，其中新能源车和清洁能
源车占 97.2%，力争年内完成燃油公交车全部淘汰任务。

积极推动公交、出租车更换新能源汽车，是山西省
打赢蓝天保卫战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山西省
积极推进 11 个设区市建成区公交车、出租车更换新能
源汽车，其中，忻州市、临汾市、晋城市建成区公交车已
于去年全部更换。

今年，太原市、吕梁市和运城市克服重重困难，加
大财政投入，分别购置新能源公交车 1057 辆、230 辆和
208 辆，燃油公交车全部得到更新和淘汰。出租车方
面，全省 11 个设区市建成区的出租车总数为 25488 辆，
其中，新能源车 14781 辆、燃气车 10557 辆、甲醇车 150
辆，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车占比为 100%。

山西省交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山西省将继续统
筹推进新能源车更换的节奏和力度，对全省 11 个设区
市建成区公交车更换新能源车全面实行清单制管理，
力争年内将剩余的 267 辆燃油公交车全部更新和淘
汰，实现“设区市建成区公交车、出租车基本更新为新
能源汽车”的目标。

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鼓励推动人口较多的
县（市、区）公交车、出租车更新为新能源汽车，鼓励网
约车使用新能源车。

10 月 22 日，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彭坊乡坳云村村民周金莲正在采
挖生姜。坳云村地处山区，近年来，彭坊乡扶持坳云村村民因地制宜发
展生姜、木耳、中药材、甜薯、蜂蜜等特色种养业，仅生姜种植面积就达
400多亩，户均生姜收入 2.4万余元。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讯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中
央 第 六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于
2019 年 7 月 14 日-8 月 14 日对青海
省开展了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2020 年 5 月 9 日向青海省委、
省政府反馈了督察意见。青海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针对督察指出
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制定

《青海省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以下简称

《整改方案》）。目前，《整改方案》已
经党中央、国务院审核同意。

《整改方案》明确了 4 方面工作
目 标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改 善 。
2020 年底，全面完成污染防治攻坚
战确定目标任务，全省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5%以上，主
要城市达到 82%以上；国家考核断
面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90%，
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Ⅳ
类。2025 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
中向好，全省环境空气、地表水、土
壤环境等指标进一步趋优。高质量
发展优势更加厚植。以“五个示范
省”建设为契机，以“四种经济形态”
为引领，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探
索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健全
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全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整改任务按时保质完

成。对照督察反馈意见梳理出的
46 项整改任务，2020 年年底前完成
20 项 ，2021 年 年 底 前 完 成 17 项 ，
2022 年年底前完成 6 项，2023 年年
底前完成 3 项，确保按照时间节点
取得明显成效。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建立完善。着力构建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落实各类主体责任，形成长效
治理机制。聚焦关键症结、建章立
制，持续巩固深化督察成果。

《整改方案》列出了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整改措施清单和青海湖
生态环保专项督察整改措施清单，
对 46 个 问 题 逐 一 明 确 责 任 单 位 、
整 改 目 标 、整 改 措 施 、整 改 时 限 ，
实行清单式管理、表格化调度、销
号核备制度，要求完成一个核验一
个、整改一个公开一个、办结一个销
号一个。制定了五大类 19 方面的
重点举措，明确了 6 方面保障措施，
以木里矿区非法开采问题为镜鉴，
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不折不扣抓好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落实。

本报记者孙秀英海口报道 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2019 年 7 月
14 日-8 月 14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对海南省开展了第二
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 2020 年
5 月 9 日 向 海 南 省 反 馈 了 督 察 报
告。海南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
视，组织制定了《海南省贯彻落实中
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报
告 整 改 方 案》（以 下 简 称《整 改 方
案》）。

《整改方案》明确坚持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报告提出的具体问题，按照“一项一
方案”实行台账式管理，做到条条有
整改、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到
2021 年底，整改落实工作达到督察
整改序时要求。力争到 2025 年，生
态文明制度更加完善，生态文明领
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明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
全国领先水平。到 2035 年，生态环

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
先水平，海南成为展示美丽中国建
设的靓丽名片。

《整改方案》提出了五大类 15
方面的主要措施，坚持问题导向，
实行销号管理。整改措施清单具
体包括《反馈问题整改措施清单》
和《专项督察整改措施清单》两部
分内容。其中，《反馈问题整改措
施清单》围绕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报
告 所 提 出 的 六 大 类 问 题 制 订 了
144 条 具 体 措 施 ；《专 项 督 察 整 改
措施清单》针对专项督察反馈的自
然保护区问题梳理出 13 项整改任
务 ，制 定 了 46 条 整 改 措 施 。 两 个
措施清单均明确提出整改目标、督
导 单位、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
任单位，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
落实。

海南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方案

明年底整改落实工作达到序时要求

近 年 来 ，贵
州省毕节市黔西
县铁石苗族彝族
乡以“一县一业”
种 草 养 牛 为 契
机，立足当地良
好的生态环境资
源，以农户自种
和连片种植模式
在全乡种植牧草
1 万 余 亩 ，以 农
户散养、养牛场
及合作社集中养
殖的模式大力发
展种草养牛业。
目前，全乡牛存
栏 7000 余头，助
力群众增收致富
奔小康。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