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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延安

打赢三大保卫战 绘就延长新画卷
通讯员 许瑞瑞

近年来延长生态环境大幅度好转，请看——

山绿鸟鸣花争俏
通讯员 许瑞瑞

夏日的延长，晚饭过后，市民漫步在延
河的人行步道上，沐浴在夕阳微弱的阳光
下，三三两两感受着微风习习，观赏着碧水
蓝天、柳绿花红，小城市的幸福生活新画卷
由此铺展开来。

“十四五”以来，延长县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引领，紧跟生态建设步伐，以全
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打赢打好碧
水、蓝天、净土三大保卫战，切实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构建舒适人居环境。

科学治水，打赢碧水保卫战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为了有效改善
水质，延长县坚持高位推动，主要领导一线
调研，一线督战，一线整改，靠前指挥。制
作了延长县生态环境一张图，将入河排污
口全部标记在图，为今后制定延长污染防
治工作措施提供了有力参考；污水处理稳

定达标，13处乡镇污水处理站及1处污水处
理厂承担全县污水处理任务，县城污水处
理率达 89%以上，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
93%；水流域项目有序推进，其中黑家堡镇
贺家沟流域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90%；水质监测按时完成，烟雾
沟、安沟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供水厂出水水质及用户水龙头出水水质达
标率100%。1-8月份寺滩国控断面平均水
质Ⅲ类，水质指数5.49，为历史同期最好。

精准治气，打赢蓝天保卫战

“早晚锻炼空气很清新，让人心情舒
畅，感觉锻炼起来都有劲了。”早起晨跑的
李先生开心地说道。延长县的空气质量在
蓝天保卫战的洗礼之下稳定变好，沁人心
脾。今年以来，延长县编制完成2022年延
长县公共事业单位燃煤锅炉改造项目可研
报告；完成 2台燃煤锅炉改造，1台燃气锅

炉低氮改造；制定印发《延长县 2022年臭
氧污染防治管控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饮
食业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117家县城餐饮门店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其中7家1000平方米以上的经营场所安装
在线设备；开展扬尘专项检查3次，累计深
入工地检查21次，下发整改通知书3份；完
成了槐里坪临时停车场的硬化。截至8月
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05天，PM2.5平
均浓度为30μg/m3稳定达标。

系统治土，打赢净土保卫战

“万物土中生。”土地是人类发展和再
生产的先决条件。作为以农业为基础的
城市，延长县充分认识净土保卫战的重要
性，压紧压实责任，严密制定方案，研究出
台了《延长县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2022年工作方案》《延长县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清单》等相关文件，细化了责任分工，

靠实了各方责任。截至 8月底，累计建成
清洁油井井场6744个，其中油井井场6626
个、清洁气井井场118个，建成率91.1%；累
计完成废弃井场整治 235个，超额完成任
务；全县 3家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均完成土
壤自行监测和隐患排查；6块土地性质转
变为“一住两公”的地块完成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22家企业完成危险废物申报审核登
记；医疗废物监管、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管全
面开展，按月抽检农产品样品，抽检合格率
均为100%。

一座城市鸟类的多少，往往能够反映
城市的生态变化，近些年延长县境内陆续
发现了一些珍稀的鸟类，今年还发现了濒
危物种绶带鸟，县域的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延长县将继续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使命，紧
抓碧水、蓝天、净土三大保卫战，奋力实现
延长县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自 2020年以来，延长县围绕生态环
境部门职责调整，将大气、水质、污染源、
移动源等生态环境状况全面纳入监测体
系，保证了监测数据“真、准、全、快、
新”。为全面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从数量
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跨越，提高生态环
境监测现代化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新进步奠定坚实基础。图为监测站工作
人员在寺滩国控断面采样。

通讯员 呼世阳 摄

现场采样
呵护生态

生态环境保护非现场监管是指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及其执法机构以污染源自动监
控为主，结合视频监控以及环保设施用水、
用电监控等非现场监管手段，综合利用无
人机、无人船、走航车以及卫星遥感等科技
手段，通过生态环境信息化系统的数据采
集分析、违法风险监测预警等工作程序，精
准发现环境污染违法行为，与现场执法监
管实现有效衔接，依法追究当事人相关法
律责任的工作模式。

深入领会谋全局 全年练兵打基础

近两年来，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延长分
局深入领会省、市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关于
非现场监管的工作思路，充分利用延安市
生态环境信息化系统优化执法方式，制定
印发了《信息化管理系统管理工作方案》，
综合运用延安市生态环境综合业务管理系
统和其他现有的各信息平台，建立健全执
法监管对象数据库，为非现场执法提供支
撑。为进一步提高执法效能，延长分局建

立了非现场视频监控检查台账，确定专人
每日在延安市生态环境信息化系统-固体
废物管理系统对 7家企业、42个监控探头
进行非现场检查，通过视频直播及回放功
能，实时监控企业守法情况，切实发挥“千
里眼”作用，为全年执法练兵奠定基础。

瞄准问题速出击 创新执法见成效

今年3月2日，延长分局执法人员通过
非现场监管，在延安市生态环境信息化系
统中检查发现，延长一石油企业疑似违法
贮存危险废物，执法人员立即截图固定证
据，携带执法装备赶赴现场进行二次取
证。经调查，该企业未按照国家环境标准
贮存废机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除违法贮
存危废之外，还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为。
延长分局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对该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规定，对其处罚款12.5万元整。除此

之外，执法人员还通过环境网格化系统中视
频监控功能检查企业排污口排水颜色、流量
大小；通过国家排污许可实施和监管系统对
辖区内企业开展证后监管，及时督促企业上
传环境管理台账、自行监测、执行报告等；结
合气象条件和县域国考断面水质自动站数
据，通过在水环境质量监测系统中，关注是
否有连续两次水质自动站数据有明显异常
的，根据异常情况展开现场排查。

自非现场执法监管思路提出以来，延
长分局共查处非现场执法案件 4起，共处
罚款 25.6万元。案件办理过程中，均能按
照非现场工作规范进行实操，进一步武装
了力量、指导了实践，推动全年执法练兵走
深走实。

整合执法强力量 突出合力共推进

环保发展、科技助力。“非现场检查直
奔主题，一方面让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省时
省力，另一方面也节省了我们陪同检查时
间，优化了营商环境。”企业工作人员说

道。今年以来，延长分局坚持取得执法大
练兵优异成绩方向不变，专项执法和日常
检查力度不减，融入非现场执法监管手段，
努力实现补短板、强基础、激活力、抓落实
的练兵目标，切实做到实兵、实训、实练、实
战。延长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大
队长李向军表示，“作为执法部门工作人
员，要认真总结非现场检查经验，学习兄弟
县区典型案例，必要时采取混合检查模式，
对暂未配套非现场检查设施的重点领域进
行现场检查，努力办结一批高质量典型案
例。”今年以来，延长分局共检查企业 130
家次，出动检查 510人次，立案查处 13起，
共处罚款102.9万元。

战鼓催奋进，练兵正当时。今年后半
年，延长分局将延续现阶段取得的练兵成
绩，对标省市县大练兵实施方案要求，一手
抓巩固拓展、趁热打铁；一手抓拾遗补缺、
全面扫尾。不断提升执法效能，强化企业
守法意识，推动环境质量改善，力争取得优
异成绩！

非现场监管手段推动执法练兵走实走细
通讯员 冯雅婕 郭梦佳

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坚持以问题、目标、
结果为导向，聚焦主责主业，靶向施策，明
确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开展方向，不断提升
干部队伍履职能力，以过硬作风推动全市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坚持问题导向，明确专项行动开展方向

聚焦问题查摆，压实工作责任。按照
市委部署，市生态环境局第一时间召开专
题会议，成立以局长为组长，相关领导为副
组长的领导小组，做到组织健全、分工明
确、职责清晰。围绕“五个聚焦”深入查摆
问题，深挖问题根源，建立整改台账，以坚
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集中精力、不折不
扣抓好整治落实。

聚焦主责主业，总体谋划部署。围绕
“三大保卫战”、中省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生态环境执法重点工作，印发《中
共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关于开展作风建
设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措
施、挂图作战，切实把抓责问效贯穿到整个
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全过程。同时将创建清
廉机关、模范机关、落实省考任务争先进位
相结合，推动作风建设覆盖到政治、思想、
组织各方面，落实到部署、贯彻、考核各环
节，确保专项行动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聚焦社情民意，加强协同配合。自觉

接受政治监督，配合驻局纪检监察组，开展
“生态环境领域执法”“营商环境领域”“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油煤气企业生态环
境监管有关问题”等专项整治，进一步细化
重点民生领域问题专项治理任务，规范和
夯实生态环境监管责任，坚决查处一批破
坏生态环境的违法案件、解决一批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坚持目标导向，提升干部队伍能力作风

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在学习范围和
内容上做到“五覆盖、四必学”，覆盖党组
会、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会、集体例会、支
部委员会、党员大会；中央精神必学、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必学、党纪党规党史必
学、上级文件精神必学。在学习方法上做
到“三学、三推进”，紧扣政治学理论，推进
思政教育；结合实际学业务，推进岗位轮
训；观摩研讨学方法，推进调研指导。现已
开展集体学习教育8期，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8次，专题宣讲会2次。

把为民服务贯穿始终。聚焦生态环保
督察整改办难事，完成第二轮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信访交办案件269 项、立行立改
问题 79 项，29 项具体问题已完成整改 25
项，剩余4项按时序推进。聚焦环境执法
监管办急事，围绕省厅稳经济守底线促发

展23条措施，持续“送政策、送方案、送服
务”，向县区提供治理方案16份，现场指导
企业30余次，帮扶核技术利用单位整改问
题89个。聚焦项目资金支持办实事，坚持
系统治理，通过碧水保卫战、北方冬季清洁
取暖、山水林田湖草沙等中省专项资金，帮
助县区谋划包装治污项目。聚焦绿色志愿
服务办好事，组建起400 余人的生态环境
系统志愿者服务队，今年以来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106次，开办“生态文明大讲堂”79
场，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活动21次。

把问题查纠贯穿始终。紧紧扭住当前全
市生态环境系统中存在问题，组织开展以案
促改，召开廉政教育学习会2次，系统内各单
位集中学习30余次，受教育党员干部349
人。及时宣传、尽早安排、抓紧落实作风建设
专项整治查摆问题要求，既整治顽瘴痼疾，也
帮助系统干部放下思想包袱、解开思想疙瘩，
主动查摆、及时改正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筑牢
初心使命、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进一步严明
纪律作风、进一步增强素质能力。

坚持结果导向，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1-8月份，
我市城区空气优良天数210天，同比增加6
天；PM2.5浓度降到27微克/立方米，同比
改善3.6%，位居全省第2位；六项空气质量

评价指标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综合指
数 3.68，改善排名位居全省第 3 位。全市
14 个国控断面达标 13 个，同比增加 5 个；
14个省控断面全部达标，同比增加5个；13
个县区出境断面全部达标，同比增加7个；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生态环境屏障不断筑牢。紧盯生态环
境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探索开展自查、抽
查、体检、帮扶“四式执法”。对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同时符合《陕西
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法自由裁量权基准》
明确的11项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
的企业免于处罚，对偷排超排企业实施行
政处罚，集中解决了一些重点领域、重点行
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环保意
识差、环境管理缺失等问题。

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推进。积极推动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深化国家低碳试点
城市建设，指导重点排放单位编制碳达峰
行动方案。实施延长石油集团二氧化碳驱
油与封存工程示范项目，累计利用和封存
二氧化碳7万吨。开展“三线一单”对照分
析服务，发挥“三线一单”指导引领作用，为
部分重点项目和规划提供生态环境指导，
进一步优化了规划、项目的选址布局，避免
了决策和投资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延安市生态环境局）

坚持“三个导向”锻造过硬作风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李佩霖

随着水环境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近几年来，
延长县境内的水环境质量得到了很大提升。

2022年 1月份至 7月份，寺滩国控断面的每
月手工监测数据和国家采测分离数据以及国家水
质自动站各方面数据显示，延河寺滩断面的水质
类别稳定达到Ⅲ类水质，多数能达到Ⅱ类水质。

寺滩国控断面作为入黄口的最后一道关口，
在水环境质量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寺滩
断面水质类别的提升对于黄河水质的改善起到了
助力作用，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环保发展理念。

那么水环境质量标准是什么？又是如何分类
的呢？

水环境质量标准，也称水质量标准，是指为保
护人体健康和水的正常使用而对水体中污染物或
其他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所作的规定。按照水体
类型，可分为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环境质
量标准和海水环境质量标准；按照水资源的用途，
可分为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渔业用水水质标准、
农业用水水质标准、娱乐用水水质标准、各种工业
用水水质标准等；按照制定的权限，可分为国家水
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水环境质量标准。

依照《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规定，地面水使用目的和保护目标，我国地面水
分五大类：

Ⅰ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
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
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

Ⅲ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洄游通道，水产养
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

Ⅳ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
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Ⅴ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
求水域。

参考：
Ⅰ类水质：水质良好。地下水只需消毒处理，

地表水经简易净化处理（如过滤）、消毒后即可供
生活饮用者。

Ⅱ类水质：水质受轻度污染。经常规净化处
理（如絮凝、沉淀、过滤、消毒等），其水质即可供生
活饮用者。

Ⅲ类水质：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Ⅳ类水质：适用于一般工业保护区及人体非
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Ⅴ类水质：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
求水域，超过Ⅴ类水质标准的水体基本上已无使
用功能。

“山绿起来，人富起来，面朝大海中国春暖花开，一
个梦用五千年文明的承载，美丽中国世世代代。”一首
《美丽中国》唱响中国大地，一条条与《美丽中国》合拍
在短视频平台涌现，广大网名踊跃展现家乡的壮美山
河和人文情怀。延长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构建了山绿鸟鸣花争俏的美好画卷。

提起以前的陕北、以前的延长，无数人的印象还停
留在那稀疏的树林、光秃秃的山头以及漫天的黄沙。
现在的延长入目皆是绿，原来稀疏的树林早已郁郁葱
葱，原来光秃秃的山头早已绿树成荫，原来的漫天黄沙
也已无影无踪。这与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储备林建
设项目的深入推进是分不开的。

2020年10月，延长县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正
式启动，共涉及黑家堡、交口、罗子山等5个乡镇，规划
建设期 8年，建设总规模 5.28万亩，主要栽种油松、侧
柏、樟子松、小叶杨等。截至目前，已完成储备林建设
的树木成活率达到90％以上。“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
各类营造林面积 68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2016年的
31.32%提高到目前的 34.8%，延长大地实现了由黄到
绿的历史性转变。

2022年，延长县一名摄影爱好者发现了绶带鸟，
绶带鸟尾鱼长、鸣叫声洪亮，2012年被列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不仅如此，近些年延长县境内陆续发现了一些珍
稀鸟类，比如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褐马鸡、黑鹳、大
天鹅、疣鼻天鹅、苍鹭、白鹭、鸳鸯等等，不仅丰富了
延长县物种种类，更体现了延长生态环境的大幅度
好转。

延长县三四月的梨花一簇簇、一层层，远远望去如
团团云絮、漫卷轻飘，秋季的果实也让人满心欢喜；5
月的紫丁香，微风吹过如穿着紫色连衣裙的小姑娘翩
翩起舞，“爱上紫丁香、相遇在延长”，延长县紫丁香文
化旅游节在延长县隆重开幕；8月的向日葵，迎着太阳
傲然挺立，数万朵葵花在田野中摇曳，如同金色的海
洋，如潮如汐，宛若人间仙境。

黑家堡镇中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带领群众发展
葵花产业，打造延长县首家葵花交易市场，建成优质
葵花油加工基地，在保证全年收入的同时，不断拓
展葵花产业链，发展赏千亩葵花旅游业，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用最朴素的话语
向我们传达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延长县委、
县政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十四五”期间
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动延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好转。

环保科普知识

水环境质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