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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起案件，龙华管理局会
同法律顾问研究后认为，该环境检
测公司的上述种种行为，符合《环境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
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属于伪造监测数据
的违法行为。

近年来，随着第三方环保服务
市场快速发展，部分市场化运营的
第三方环保检测机构为了竞争市场
份额、追求更大经营利润，不惜铤而
走险，通过弄虚作假、违规作弊等手
段开展违法违规检测服务，导致部
分排污运维不达标的企业仍正常运
营，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为达到查处一起、震慑一批、教

育一片的目的，9 月 22 日，龙华管理
局正式向该环境检测公司下达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对该公司作出罚款
12万元的行政处罚。

环境面前“无小事”。下一步，
龙华管理局将以“利剑七号”专项执
法行动为契机，利剑出鞘斩污，在继
续系统开展各项生态环境执法行动
的同时，组织开展全员全年全过程
执法练兵，不断强化科技执法运用
场景，提升非现场执法手段的运用，
建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龙华生态环保铁军，
助力守护山水相融魅力龙华。

韦婷 郑皓驰

信手拈数据凭空出报告

深圳龙华查处一起第三方检测机构弄虚作假案

无人进入排污口采样、4 份异
常的环境检测报告、多台系统记录
空白的设备……环境执法人员有针
对性地快速锁定多台检测设备，通
过调查询问，对设备系统日志、台账
及检测报告等方面进行核查，巩固
多方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让第三

方环境检测机构弄虚作假的真相最
终浮出水面。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龙华管理局（以下简称龙华管理
局）查处了一起第三方环境检测机
构弄虚作假案，揭开了该机构“走过
场式检测”的真相。

执法巡查 检测报告现异常

6 月 21 日，龙华管理局收到一份来自深
圳市生态环境执法“利剑七号”行动指挥办公
室发出的转办函件，里面记载了深圳市生态
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的执法人员到宝安区一家
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该企业
现有的环境检测报告无法找到与报告中提到
的采样时间相匹配的视频监控。在接到转办
函件后，龙华管理局迅速召开了案件部署会
议，对涉案企业环境检测委托合同及第三方
环境检测机构涉嫌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分析

研判。
据了解，该企业于 2022 年 4 月与龙华辖

区某环境检测公司签订了《环境检测合同》，
委托这家环境检测公司对其工业废水在线设
备进行对比检测，检测项目包括总铜、总镍、
COD、氨氮、总磷，并出具“CMA”检测报告，
合同服务期为 2022 年 4 月—2023 年 6 月，检
测频次每季度 1 次，而上述所查到的异常报
告就是由该环境检测公司对相关设备进行对
比检测后出具的。

利剑出鞘 揭开违法真相

6 月 26 日，龙华管理局执法人员冒着酷
暑，携带执法记录仪及相关执法装备，联合深
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龙华分站（以下简称市
监测站龙华分站）的工程师一同前往该环境
检测公司进行现场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在到达涉案公司后，对该公司
为委托方宝安某排污企业出具的 4 份检测报
告进行了检查，但无论执法人员如何反复核
对询问，该公司都无法提供 2022 年 10 月 24
日、2023 年 1 月 15 日、4 月 21 日出具的 3 份检

利剑斩污 守护魅力龙华

专 题
测报告的现场采样视频或照片，也
无法提供采样原始记录表以及实验
室分析记录表。

执法人员及市监测站龙华分站
专家对该公司储存间的样品、仪器
设备的使用记录、原始记录、体系文
件、质控记录以及相关的气态污染
物标准物质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
存在水质样品过期、检测因子不明
确且水样处于满瓶状态，体系文件、
仪器设备使用记录、检测原始记录、
质控记录缺失，气态污染物标准物

质过期等违规现象。
面对这些充足的证据，该公司

负责人最终承认了在 2022 年 10 月
24 日和今年 1 月 15 日为委托方宝
安区某排污企业出具的两份检测报
告是在没有实验分析的情况下出具
的，而今年 4 月 21 日的检测报告则
是在没有进入委托方排水口进行采
样，也没有开展任何水样分析的情
况下出具监测报告的违法事实。至
此，该公司伪造监测数据、出具虚假
环境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被证实。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以“利剑七号”专项执法行动为契机，在
深入开展环境治理的同时，加强对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的监管。图为龙华
管理局环境执法人员到某环境检测公司调查取证。

◆本报记者丁波
通讯员王晨羽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在高楼
林立的上海市，生机勃勃的绿地
公园穿插其间，跑步健身，遛娃赏
景 ，人 们 在 这 里 找 寻 慢 下 来 的
惬意。

近年来，上海市不断加大生
态 环 境 建 设 力 度 ，一 大 批 公 园
绿 地 建 成 开 放 。 根 据《上 海 市

“ 十 四 五 ”期 间 公 园 城市建设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十四五”期间，上海要建设东西
南北中布局均衡、大中小园配置
合理、特色鲜明的城乡公园体系，
年 增 城 乡 公 园 120 座 以 上 ，到
2025 年 公 园 总 数 达 到 1000 座
以上。

目前，“千园工程”正稳步推
进，“绿色空间处处可亲近、人城
境业处处相融合”的蓝图正逐步
实现。

城市公园“纳新”，统
一管理更精细

在花园里办公是什么体验？
在杨浦区互联宝地产业园工作的
白领们有发言权。

“每天早晨上班都从这个公
园穿过去，看到花草茂盛生长，自
己的心情也跟着愉快起来。”在园
区工作的陈女士说。在互联宝地
产业园南面，水清岸绿的宝联公
园格外吸睛，秋雨朦胧中，大片绿
地与蜿蜒水景相映成趣，在鲜花
绿植点缀下，通往园区的曲折小
路显得更有生机。

这座占地 2.11 公顷的宝联公
园，不久前刚被纳入上海城市公
园名录。经各区申报、现场踏勘
和研究讨论，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将 39 座绿地设施完善、服
务功能完备、符合标准的公园纳
入城市公园名录进行统一管理。
至此，上海城市公园数量增加至
477座。

要让公园保持长久生命力，
就必须加强统一管理。据介绍，
此次新纳入城市公园名录的公
园，今后将由各区公园管理部门
对照《公园设计规范》及城市公园
分类分级、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进
一步完善公厕、座椅、路灯、监控
等 配 套 设 施 ，提 升 公 园 服 务 水
平。同时，新纳入的城市公园将
按不低于市级一级绿地养护标准
实施养护，公园厕所参照环卫行
业标准落实养护。

“口袋公园”扮靓家
园，实现诗意栖居

“开窗见绿、推门入园”，居住
在青浦区的百姓已逐渐习惯了这
样的生活。青浦新城在规划建设
中以“口袋公园”（街心花园）为切

入点，将其见缝插针地广泛布局
在新城中，扮靓城市，托举起公众
的幸福感。

位于青浦区漕港河北岸港俞
路桥东侧的如心公园，由城中村
改造而成。公园内水陆交错，还
有岛屿、河漫滩分布其间，是典型
的江河型湿地公园布局。而香雪
公园则由废弃的货运码头改造而
成，园内林木茂盛、水草丰美，还
建有驿站、茶室、临水栈桥和游船
码头。

秋意渐浓，公园附近的居民
乘兴而来，在健身跑道上舒展筋
骨，在亲水平台上观野鸭戏水。
原本脏乱的城中村和废弃码头变
身环境优美的“口袋公园”，不仅
改善城市环境、维护城市生物多
样性，还为居民提供了诗意栖居
的生态空间。

据了解，截至 2022 年底，上
海共建设“口袋公园”390 座，为
市民营造了“家门口”的高品质绿
色休憩空间。

附属绿色空间开放，
公园与城市无界融合

上海城市空间资源紧张，想
寻找一片可供建造公园的闲置空
地并非易事。如何挖 掘 城 市 空
间 ，为 市 民 提 供 更 多 的 绿 色 资
源 ？ 拆 除 单 位 附 属 绿 地 围 墙 ，
开 放 附 属 绿 地 ，是 一 个 巧 妙 的
办法。

《实施方案》中也提到，鼓励
通过退界、围墙打开等多种方式
开放单位附属空间，并进行相应
的改造提升，优化绿化环境景观，
有条件的改建成“口袋公园”。至

“十四五”末期，推进 100 个以上
的机关、企事业等单位附属空间
对社会开放工作。

推动绿色共享，促进城市与
公园无界融合，徐汇区开展了许
多积极探索。徐汇区是上海市中
心城区，商场遍布。为了开发绿
色空间，徐汇把目光投向了少有
人关注的犄角旮旯，星游城“口袋
公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星游城是一家购物中心，位
于 地 铁 沿 线 ，空 间 资 源 十 分 紧
张。其内部有一片绿地，平时作
为内部员工休 憩 的 场 所 ，也 能
用来举办一些室外活动。作为
权 属 单 位 ，星 游 城 原 本 很 舍 不
得 这 片 绿 地 ，经 过 多次讨论和
研究，才最终同意“割爱”，让绿地
接受改造。

拆除围墙后，设计团队对这
片绿地空间进行精心修缮，还在
改造中融入徐汇区历史文化内
容，增加休憩座椅，规划景观灯
光，让这座“口袋公园”功能与美
感兼具，生态与生活相融。“走下
地铁，走出商场，在公园的椅子上
坐一坐，感觉很惬意。”市民王女
士说。

67 万亩山杏林兼
具生态及经济价值

“平泉市素有‘七山一水两
分田’之称，是一个典型的山区
市，这里的山基本上都是缺少土
壤的石质山。”平泉市政府副市
长李永星告诉记者，平 泉 市 还
是 首 都 水 源 涵 养 区 和 生 态 环
境 支 撑 区 ，“ 这 个 功 能 定 位也
意味着，我们在改善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任务更重、责
任更大。”

多年来，平泉市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
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到 60%以上。其中，平
泉市 67 万亩山杏林贡献了近 14

个百分点。
山杏，是一种耐严寒、耐干

旱、耐瘠薄的树种。近年来，平
泉市依托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
项目，在浅山缓坡地带大量栽植
山杏，营造山杏林。成方连片的
山杏林，不仅固碳释放氧气、防
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还
为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

在平泉市，山杏林不仅具备
了防护林功能，更肩负经济林的
效益。

山杏好打理，种植投资小、
好栽培、易管理，定植后，通常两
三 年 就 结 果 ，四 五 年 进 入 盛 果
期，果实成熟后用竿子一敲打，
百姓捡到篮子里就能卖钱。这
也是平泉市能够大面积推进山
杏林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做 大 做 强 山 杏 产 业 。 自

2000 年起，平泉市就将山杏产业
作为支柱产业之一，出台扶持帮
扶政策，为群众送种子、送树苗、
送技术，调动农民种植、管护、经
营山杏林的积极性；同时，持续
推进山杏产业链创新发展，成立
了山杏产业链链长制办公室，为
山杏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
保障。

带动 10 万农民参
与，山杏成为富民产业

人 不 负 青 山 ，青 山 定 不 负
人。一颗颗采摘后的山杏，从山
间地头来到车间流水 线 ，经 过
脱壳、去苦、萃取，变成各色杏
仁 制 品 ，推 动 农 民 增 收 和企业
盈利。

在平泉市亚欧果仁有限公
司，山杏脱壳车间机声隆隆，记
者看到，工人在流水线间来回穿
梭，检查脱壳分拣情况；车间一
侧，一袋袋脱壳后的杏仁被摆放
得整整齐齐。

“这些用来加工的杏仁，大
部 分 收 购 自 平 泉 市 及 周 边 地
区。我们按照‘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长期
收购农户的山杏核。”董事长薛
尽禄介绍说，“目前，公司辐射带
动平泉市黄土梁子、柳溪、茅兰
沟 、沙 坨 子 、七 家 岱 等 19 个 乡
镇 ，1.6 万 农 民 从 事 山 杏 产 业 。
在农闲时节，不少农民还到企业
打零工，挣一份收入。”

“在平泉市，约有 3.1 万户、

10 万余农民参与山杏种植、管
护。这些从事山杏产业的农民，
年可人均增收 2500 元左右。”李
永星向记者介绍说，山杏真正成
为富民产业。

此 外 ，记 者 采 访 中 还 了 解
到，在山杏的加工和流通环节，
不少农民也获得了打工收益。

“干这个活，只要肯吃苦，不
怕脏、不怕累就行。”家住平泉市
北五十家子镇北五十家子村的
刘成利在平泉市亚欧果仁有限
公司杏仁苷提取车间工作了一
年多，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我
现在一个月收入 3500 元，等熟
练后，收入还能增加。”

“ 一 般 农 民 在 我 们 这 儿 打
工，日工资为 80 元，建档立卡的
脱贫户与我们签订劳动合同，日
工资会额外增加 20 元，这既是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增加农民收
入的做法，也保障了企业的用工
需求。”薛尽禄表示。

为进一步提升山杏产业在
农民增收中的带动作用，平泉市
与山杏加工龙头企业签订帮扶
协议，鼓励这些企业在用工中，
优先吸纳脱贫人口，提供适宜的
岗 位 ，为 群 众 改 善 生 活 提 供
保障。

产业融合发展，全
链开发“吃干榨净”

别 看 山 杏 小 ，但 它 浑 身 是
宝。杏肉可以制作果脯，杏仁可
以制成杏仁粉、杏仁露、杏仁油，

杏壳可以用于制作活性炭，还可
以开发活性炭工艺品，山杏叶可
以提取医药和保健产品原料，树
干 和 树 枝 可 以 用 于 加 工 高 密
度板。

“在我们这儿，杏核经过破
碎分离出杏仁和杏核皮，一部分
杏仁直接销售给药厂、饮料厂、
食品厂作为原材料，一部分经过
脱苦处理制作成脱苦杏仁，脱苦
水继续用来提炼杏仁苷作为药
用。杏核皮制作果壳活性炭，烧
制过程中产生的热能则回用于
车间烘干、干果炒制以及冬季取
暖 等 环 节 ，实 现 资 源 的 循 环 利
用。”薛尽禄向记者介绍说，对山
杏的“全价值利用”，既节约煤炭
资源，降低运行成本，又助力了
环境质量改善。

平泉市亚欧果仁有限公司
只是平泉市推进山杏全产业链
循环利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平泉市坚持“吃干
榨净”理念，围绕山 杏 产 业 ，通
过 建 链 、延 链 、补 链 、强 链 ，积
极 构 建 产 业 融 合 发 展新优势。
在平泉市，一颗小小的山杏，衍
生出深加工产品 200 余种，形成
了杏仁精深加工、炭电热肥联产
以及活性炭、炭工艺产品等 3 条
循环经济产业链，以山杏为主要
加工原料的生产企业近 50 家。
平泉市年生产果壳活性炭 3.5 万
吨，约占全国总量的 34%，被誉
为“中国活性炭之乡”，“平泉杏
仁 ”被 认 证 为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商标。

小小山杏，
绿了青山红了日子

◆本报记者张铭贤

“67 万亩山杏林”“10 万农民参与”“近 50 家企业
全链条开发山杏，实现‘吃干榨净’”……这是记者近
日在河北省平泉市看到的一组数据。

“生态要绿，农民要利”，在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
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平泉市大力发展
山杏产业，既描绘了绿水青山画卷，又让老百姓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实现了生态经济双赢。平泉市先后
获得“中国山杏之乡”“中国活性炭之乡”称号。在第
七届联合国科技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多利益攸关方
论坛上，“平泉山杏”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成为
典型案例。

本报讯 稻在水中摇，鸭在
稻间游。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钱塘区义蓬街道的稻鸭共生示
范基地，连片的优质水稻近日
长 势 喜 人 ，微 风 拂 过 ，绿 浪 翻
滚，一群活泼的鸭子正穿梭在
稻苗下捉虫吃草。

近年来，钱塘区大力发展
绿色高效循环经济，稻鸭共生
就是打造绿色生态共富路的一
种探索。水稻是喜温暖高湿的
作物，在生长季，它所在的生长
环境容易滋生各种飞虫。而这
些飞虫，恰好为杂食性的鸭子
提供了食物来源。

“小鸭子天生就是捕虫能
手，你看，它们一发现飞虫，就
张 开 扁 扁 的 嘴 巴 ，精 准 地 捕
食 。”农 场 负 责 人 蔡 佳 奇 介 绍
说，在水稻田里放入一群鸭子，
就可以不喷农药，这样种植出
来的稻米绿色无公害。

当 然 ，除 了 吃 虫 ，水 稻 田
里 的 大 多 数 杂 草 ，也 是 鸭 子
的美食。另外，鸭子在田间穿
梭时，还可以疏松土壤。“这相
当于给稻田进 行 了 一 次 中 耕 ，

‘ 鸭 子 耕 地 ’对 水 稻 根 系 生 长
非 常 有 利 。”蔡 佳 奇表示，鸭粪
还是上好的有机肥料，能使水

稻长得更好。而且，鸭子因为
长时间在稻田里活动，瘦肉率
高 ，肉 质 更 香 ，受 到 消 费 者 青
睐。

更为重要的是，在稻田综
合种养加持下，亩产效益不断
上涨。蔡佳奇笑呵呵地说道，
同样一块稻田，有了稻鸭共生
的助力，每亩地能增加净收益
300元—500元。

下一步，钱塘区将持续探
索新的绿色农业发展业态，延
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精心打好生态牌。

钱慧慧 冯甜甜

钱塘区的稻田来了“打工鸭”

乡村行

看振兴 上海稳步推进“千园工程”

让公园与城市无界共生

美丽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