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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按照“天眼”的指引，3月7日晚

22时许，三个行动小组赶往划定的

几个红色监控点位，进行现场勘

察。15分钟后，队员来到现场。看

到2辆渣土车正停在工地门口，1辆

渣土车正驶向工地，车尾带起了烟

尘，这和“天眼”提供的信息及专家

的预判完全一致——行动队员立

刻对其录像并记录车牌号，保留第

一手证据，并纠正了污染行为。

完成对最后一个地点的勘察，

已经是次日凌晨2点多，行动队员

则用手机将勘察的第一手资料上

传。记者了解到，几个行动小组会

把资料连夜汇总，由于现场证据齐

全，白天相关部门就能处理，发现的

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整改。

“以前我们查找污染源，都是

漫天撒网，走哪看哪，如今有了这

套系统作指导，便有了目的性。”

行动队员表示，现在多部门联动，

发现问题的时候，就是进入了整

改问题的阶段，处理问题相当快，

污染问题最快一个小时就能解

决。

记者了解到，为了完善大气网

格化监测系统，未来还将引入网格

责任人，每个网格负责人负责区域

内的监测点位，且本人就在区域附

近，如果发生问题，第一时间就能抵

达现场，进行勘察取证。这样，处理

污染问题会更快。

594个点位监控污染守卫蓝天
发现污染问题最快一个小时就能解决，唐山还将增加监测点位432个

“我们应该尽早采取行动，根据

今天的风向、风级和污染源的分布，

检查的重点应划在城市东北部，应尽

快到现场确认污染源，防止污染物的

扩散。”近日晚间，在唐山环保指挥中

心，经过研判会商，环保专家团队提

出了建议。工作指令下达后，指挥中

心要求相关负责人必须在10分钟内

回复、1小时内到达现场、两个小时内

处理完毕并上传结果。为了保证整

改效果，指挥中心和专家团队及时对

指令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形成了自上

而下、快捷有效的指挥调度渠道。围

绕“科学治污、精准指挥、协同共管”，

唐山市于去年9月1日成立了唐山市

环保指挥中心，专门指挥调度全市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精准治霾、快速处

理，自 2017 年 10 月以来，唐山市大

气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冬防期以

来，全市综合指数和PM2.5浓度与去

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 30.87%和

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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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自2017年10月以来，唐山

市大气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3月10日，中心对各系统进行

24小时监控，通过监控系统共发现各类

大气污染问题1412件，其中，工业企业

环境污染问题407件，建筑工地及道路

扬尘问题207件，露天焚烧问题528件，

监测点位超市区平均值问题168件，其

他问题102件。组织公安、环保等部门

对企业排污、停限产和建筑工地施工情

况开展晨查、夜查和突击检查，共计出动

执法人员2400余人次，车辆820余辆次，

检查企业2275家；有效应对了20轮重

污染过程，提前预判，果断采取措施，使

污染过程削峰降速。冬防期以来，全市

综合指数和PM2.5浓度与去年同期相

比分别下降了30.87%和36.19%。

唐山市环保指挥中心将围绕“四个

全覆盖”，进一步完善指挥中心体系建

设。

一是健全责任体系，在县、乡、村划

分四级网格长，落实“党政同责”要求，党

委和政府一把手任网格长，划分监管网

格，并给每位领导手机安装空气质量

APP平台；在乡镇设立网格巡查员，不断

排查污染源。二是实现环境监控区域

和资源全覆盖。在已建设的594个监测

点位基础上，加快建设177个乡镇监测

站点建设，筹建网格化二期建设，再增加

监测点位432个，实现网格化监测全覆

盖；增设高架视频监控点位240个，实现

秸秆焚烧全覆盖，监控国家和省考核的

水库和河流沿线排污企业情况，解决肉

眼监控不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现有

的监控平台，扩充监测点位，扩大监控范

围，提高运行速度和水平。三是完善全

市环保指挥体系，建立市、县两级环保指

挥调度体系。市、县指挥体系实现互联

互通，建立环保指挥系统调度、执法、问

责、督察机制。四是实现环境监管过程

全覆盖。按照“一个平台、四级管理、网

格巡查员”模式，建立指挥—执法—考核

—问责—督查管理体系，形成大气污染

防治网格化的闭环管理。

夜晚的唐山环保指挥中心

内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有的紧盯

大气网格化监测系统、有的正在

通过微信、电话下达催办指令。

唐山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张有悦、

副局长张建业正带领专家、行动

队员、技术人员和负责人召开研

判会商，通过高科技检测设备配

合监控系统，对点位进行分析，以

找出污染原因，从而下达科学的

决策和指令。

在点阵图上，绝大多数监

控点位显示的颜色为绿色和黄

色，表示当地的空气质量为优

和良，但仍有少数几个监控点

位为红色，表示当地存在污染，

在地图上十分“扎眼”。“这些基

本上都是污染源。”技术人员介

绍，专家根据这些信息，再结合

所处点位的位置，大致能够分

析出污染行为是道路扬尘、企

业排污、工地污染或是其他。

记者了解到，这些点位提

供信息的功能十分“强大”——

不仅能提供现场的图片，甚至

还记录着附近高危污染企业单

位的名单，很方便地向执法者

提供谁可能在污染，污染行为

可能是什么，污染持续的时长

等信息，便于执法者进行决策。

记者了解到，唐山市以6个

国控点为中心25公里范围的重

点企业、建筑工地、重点路段、居

民小区、餐饮饭店以及传输通道

为监控区域，在路南、路北、丰

润、古冶、开平、滦县、丰南7个

县区范围内布设 594 个监测点

位，构建起大气网格化监控体

系，同时接入企业在线监测数据

和工况监控系统，实现了空气质

量与企业污染物排放的24小时

多元化监控，能够在短时间内锁

定污染目标，成为空气质量的晴

雨表，监控污染源的天眼。

这些监测站点的类型包括

常规空气站、β射线扬尘站、808

微型站、804微型站、污染源、气

象站、尾气温测、超级站、小型

站。在地图上以菱形、圆形、三

角形等不同形状加以区分。系

统可以通过菜单选择，直观地查

看网格图、国控点、敏感点、城区

TVOC、交通要道、主干道、建筑

工地、城中村、企业、尾气监测、

超级站等空气监测站，分门别类

查看相关区域的空气质量情况。

唐山市大气网格化监测系

统建成投入运营后，实现系统对

网格内城市环境质量、企业周边

环境质量进行污染物浓度的实

时监测，通过对监测点位超高数

据的分析，提出管控建议，为唐山

市污染物的消峰减频、改善空气

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指挥中心在原有功能的基础

上，依托大气网格化监控系统，整

合并入市环保局、市住建局、市城

管局、市公安局监控资源，极大地

强化了指挥中心统一指挥，协调调

度的中枢作用。

网格化精准监测平台以市中

心25公里范围内布设了594个大气

监测点位，实时监测空气环境质量；

重点企业视频监控覆盖了60家重

点企业，实时监控高架源及无组织

排放情况；企业门禁覆盖了55家重

点企业厂区进出口，实时监控进出

厂车流量；在线监测覆盖了262家

企业的1079个排放口，实时监控污

染物排放情况；工况监控覆盖了15

家重点企业152套烟气污染防治设

施，实时监控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

行情况；公安天网覆盖了市区近

1800个监控摄像头，实时监控交通

和道路情况；建筑工地监控覆盖了

40余处工地，实时监控工地施工情

况；洒水车监控覆盖了50余辆洒水

车，实时监控作业情况；渣土车监控

系统覆盖了60余辆渣土车，实时监

控行驶轨迹；国土资源局视频监控

系统，309个摄像头，覆盖了唐山市

大部分基本农田、矿山，可以监控露

天焚烧、矿山扬尘等问题；机动车尾

气检测监管平台，覆盖了唐山市38

个车辆检测机构，可以实时监控汽

车尾气检测过程和检测数据，规范

了机动车尾气检测工作；数字城管

系统，实现网格员发现问题上传、交

办和反馈的闭环管理。

网格化监控系统可实时发现

各种点源、面源污染，但是要准确

把握每一类污染源对大气污染物

的贡献率，精准溯源，为制定短期、

中长期大气污染管控措施提供支

撑，还需要超级站帮忙。

大气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简

称超级站是开展大气环境污染综合

立体观测、进行大气重污染过程污

染特征动态表征、深入分析大气污

染成因的重要平台。唐山超级站观

测设备包含大气重金属自动分析

仪、OCEC在线监测仪等一系列设

备，这些设备监测自动化、观测项目

综合化，可实现多参数和多维度协

同观测，基于超级站观测所得大量

环境综合数据开展深入挖掘分析，

可为大气环境污染特征评估及成因

溯源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精准监测，准确排查污染源

实时监测，让污染无处可逃

12个监控系统，实现监控全覆盖

快速反应，污染问题最快一个小时解决

有效应对了
20轮重污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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