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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管理改革后县级环境监测工作的思考

陈兴玲

"东台市环境监测站#江苏2盐城21101%%$

摘2要!分析了环保机构监测垂直管理改革后#县级环境监测站面临的挑战$ 提出垂直管理改革后的县级环境监测部门应

及时转变思路#实现人员转型升级#强化执法监测职能#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树立监测风险意识#走出一条+测管协同,的环

境监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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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兴玲&$(/$('#女#高级工程师#本科#从事环境

监测工作$

221%$) 年 (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办发
)1%$)*)' 号#以下简称-意见.'#$$ 月底#环保部
和中央编办正式批准河北省和重庆市环保机构监

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二地正式
启动改革工作$ 对照-意见.及二地的改革实施方
案#县级环保局将改为市级环保局的派出分局#由
市级环保局直接管理$ 环境监测方面#实行生态环
境质量省级监测"考核%市级环境监测机构调整为
省驻市环境监测机构#主要负责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工作%县级环境监测站随环保局一并上收到市#由
市级承担人员和工作经费#具体工作接受县级环境

保护分局领导
)$* $

22垂直管理改革&以下简称+垂改,'后#县级环
境监测站隶属关系"监测事权"工作职责均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更好地围绕县级
环境执法这一中心#尽职尽责地开展工作#笔者做
了以下思考$

<=垂改后县级环境监测站面临的挑战
-意见.明确指出#县级环境保护局作为市级

环保部门的派出机构#主要从事环境执法工作#而
县级环境监测机构不再进行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主
要职能调整为执法监测$ 这对县级环境监测站来
说#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

&$'县级环境监测站从成立以来#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 从全国来看#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
从江苏来看#苏南地区好于苏中地区#苏中地区又
好于苏北地区$ 主要体现在人员水平"监测装备"
实验室条件等诸方面$ 部分地区的县级环境监测
站人员少"装备差"开设项目少#一些污染源监测项
目长期依赖上级环境监测部门$ 垂改后#强化县级
环境监测站自身建设#适应环境执法的需要成为当
务之急%

&1'长期以来#由于各级环保部门和县级政府
的重视#对环境质量监测的投入较大#加之环境质
量监测与污染源监测相比#数据可比性强"监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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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外在影响小"数据可靠性高#因此环境质量监测
水平比污染源监测水平高$ 垂改后#县级环境监测
站主要职能调整为执法监测#这比一般意义上的污
染源监测要求更高#作为执法依据的污染源监测数
据要符合相关的法定程序和技术要求#县级环境监
测站无论从人员素质"仪器设备"过程管理等诸多
方面都要做好准备%

&''县级环境监测站由于工作的专一性#长期
以来只是配合环境监管和执法工作#不是环境执法
的主体#与垂改提出的执法监测的主要职能和-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国办发)1%$R*R) 号'
中 +依托污染源监测开展监管执法#建立环境监测
与执法监管相结合的快速响应体系#根据污染物排
放和自动报警信息#实施现场同步监测和执法, 的
要求有很大的差距#亟待强化执法主体意识 )1* %

&0'县级环境监测站风险意识比之建设项目
环评审批"环境执法等岗位较弱#随着执法监测职
能的不断强化#环境监测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对
环境管理行为"执法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也存
在着失渎职风险和廉政风险$

@=垂改后的县级环境监测工作建议
垂改后#作为市级环保局派出机构的县级环保

执法分局#是基层环境执法的龙头#具有带头和引
领的作用#可充分发挥执法快速"机动"贴近现场的
优势#增强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县级环
境执法和监测机构#是县级环境执法的两翼#在县
级环保分局的领导下#分工协作"形成合力$ 因此#
垂改后的县级环境监测部门应及时转变思路#迅速
转向围绕环境执法这一中心#强化执法监测职能#提
高效能#形成与环境执法有效联动"快速响应的机
制$ 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2实现人员转型升级

垂改后#县级环境监测人员要围绕执法监测工
作积极转变观念#实现从监测技术人员向执法技术
人员的转变$ 首先#要不断强化环境执法意识#认
识到执法监测是环境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
重从监测技术层面为环境执法发现和解决问题%其
次#要提高环境监测过程的证据收集意识#以现场
检查结果指导布点采样#做到监测结果与现场检查
能高度验证#保证环境执法的技术严密性%最后#要
树立+测管协同,的理念#做到熟知法律法规#全面
掌握企业的运行及排污规律#采样有针对性#数据

有代表性#达到精准执法要求$
1&12强化执法监测职能

环境执法监测是 -意见.中提出的新理念#是
污染源监测的升级版#不仅是环境管理的依据#更
是环境执法的重要依据#过程更严谨"程序更规范"
质量要求更高$ 一是作为环境执法的依据#监测数
据的权威性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二是对企业运行
情况"工艺流程"排污规律的掌握程度#布点"采样
的准确性要经得起企业的检验%三是监测数据的可
靠性"准确性"代表性要经得起上级环境监测部门
的检验$ 随着环境执法 +双随机,的推行#县级环
境执法监测的随机性将不断加大#环境事故"信访"
污染纠纷仲裁监测和环境应急监测的时效性将不

断增强
)' QR* $

做到+拉得出"打得响"打得准"打得赢,#是对
县级环境监测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因此#强化以环
境执法监测为主的污染源监测职能#提高监测装备
水平和监测人员业务技术水平以适应垂改后的工

作需求#是县级环境监测机构的当务之急$ 要强化
监测人员的业务培训%针对管辖企业的污染特点#
开设新的"有针对性的监测项目%按现场快速监测
与实验室分析并重的要求#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
器材$ 此外#还要强化对企业自身检测及第三方检
测数据的考核"验证能力建设#减少直至消除执法
监测中部分项目长期依赖第三方检测的情况$ 在
实际工作中#还要多调查研究#多摸排情况#制定各
类情况下的执法监测预案#强化环境监测与环境执
法的联合演练#真正实现+测管协同, #做到+情况
熟"预案明"勤演练"保障好,#才能有效提升基层
执法监测效能$
1&'2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县级环境监测站作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末

梢#应在污染源数据库"远程监控管理及信息共享
平台建设上做好工作#提升污染源监督监测"污染
源远程监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数据共享能
力和联动"响应能力$ 要主动对上级环境监测部门
出具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对
环境质量下降的测点"断面进行认真排摸#有针对
性地找出相应污染因素和污染源#以便采取监管执
法措施$ 近来#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弄虚作假的案
件频发#如利用设置采样旁路"采样区域局部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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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结语
在环境监测体制改革#环境质量监测任务事权

上收
)0* "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异军突起的形势下#

通过对目前二级站质量管理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

行分析#提出构建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 )1#R*
的环

境监测质量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建议#以更好地服务
环境管理"信访执法"环境决策#更好地适应环境管
理对社会公信力"科学化"信息化"定量化"法制化
的需求

)) Q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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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干扰采样#甚至第三方运维单位参与采取设
定输出限值#远程修改数据日志等恶劣行径进行监
测数据造假

))* $ 建立县级环境监测"执法信息共享
和联动机制#监测与执法人员协同现场检查#对污染
源在线监控平台实行联合值守#强化比对监测#是防
范和及时处置在线监控数据作假的有效手段$
1&02树立监测风险意识

近来#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加强对环境失渎职
行为的责任追究#因此#强化环境监测风险意识是
垂改后县级环境监测工作的一项重点$ 县级环境
监测的失渎职风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
日常环境执法监测中不认真履行职责#因数据不实
导致违法行为不能及时纠正%二是在日常污染源监
测中不认真履行职责#因数据不实造成企业长期超
标排放%三是在环境应急监测中不认真履行职责#
因数据不实造成对环境事件误判"延误事故处置
等

)/ Q4* $ 针对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1%$R
年 $1 月#环保部出台了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 ))* #1%$) 年 $1 月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新的-关于办理环境
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1%$)*1( 号' )/* #明确了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的具体行为判定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一些严重的行
为将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随着县级环境监测站主
要职能调整为执法监测#与企业打交道的机会多
了#如何强化思想作风建设#守住职业操守和廉政
底线#也是县级环境监测人员面临的问题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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